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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都好好的，和和
睦睦的，我累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她灰
暗的脸庞上泛着微微的疲意 ，一双深沉
的眼睛显得温和可亲 ， 很难想象眼前
这位瘦弱的 36 岁壮族妇女是怎样扛
起整个家庭的重担 。 她是村民口中的
“孝媳贤妻 ”、开朗健谈的 “外来媳妇”、
热心公益的“最美女性”……说起她，镇坪
城关镇竹节溪村无人不敬佩， 无人不点
赞。

“只要有你在，哪里都是家”

18 岁那一年， 李霞离开广西老家到
珠海打工，结识了憨厚老实的镇坪小伙沈
军。 两人情投意合，3 年后在家人的祝福
声中喜结连理。 结婚一年后女儿出生，从
此两人务工三人花销的日子过得有声有
色。

天有不测风云，2018 年的一天，李霞
一家三口去爬山，爬完山后沈军一直感
觉胸闷 ，喘不上气 ，去医院一检查 ，结
果发现血肌酐值已超过 500umol/L，双
肾缩小。 医生告诉他们这是肾功能不
全 ，就是人们常说的“尿毒症”。

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夫妻 俩 措 手 不
及 ， 沈军不得不辞去工作 ， 开始了漫
长的与病魔斗争之路 。 渐渐地，夫妻俩

的积蓄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经过一番思
量后，李霞辞去了月薪 7000 元的工作，对
丈夫说：“回家吧！ 你待在熟悉的环境里，
说不定病还好得快呢！ ”

就这样，李霞和沈军从祖国的南边来
到了自然国心。 “跨越 1500 公里，只为你
而来，只要有你在，哪里都是家。 ”李霞想
到与丈夫朝夕相处的岁月坚定地说道。

“只要我还活着， 就会一直照
顾你们”

回到镇坪后，李霞很快便适应了这里
的生活。 从此，她就是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的“顶梁柱”，小小的身体似乎有用不完的
力量，接送女儿上下学、照顾年迈的公公
婆婆、陪丈夫到县医院做透析……照顾好
家人的同时李霞还种了 2 亩高山蔬菜，养
了 50 羽鸡、20 只鸭和 20 头羊。

命运总是喜欢捉弄苦命的人，正当李
霞信心百倍地为家庭奋斗的时候 ，2021
年 9 月，镇坪县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暴雨袭
击， 养殖的鸡鸭羊被洪水无情地冲走，家
里唯一的经济来源被切断，这让李霞犯了
难。 “看来只有走出村子去县城找点活干
了！ ”坚强的李霞并未倒下而是积极另谋
出路。

李霞当即在县城租了一套小房子，在

餐馆当起了服务员，一边上班，一边照顾
丈夫女儿。每周三次的透析让沈军全身疼
痛，李霞便从网上搜索了有利于缓解疼痛
的按摩操和热敷法，学会后她就给丈夫进
行按摩和热敷，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都
要按摩 40 分钟 ， 按得手指酸痛发麻 ，
但她却从不说累 ， 依然每天坚持给丈
夫按摩 、热敷 。 “尿毒症患者切忌高钾
食物 ！ ”闲暇时 ，李霞会看各种科普知
识 ，做菜时往往不厌其烦地焯水后再进
行烹制……这样的生活李霞一坚持就是
5 年。 5 年来，在李霞的悉心照顾下，丈夫
的病情有所好转， 这让她稍稍松了口气。
因丈夫身边不能长时间离人，李霞 5 年未
回过娘家探望父母，她总是念叨，“我回家
了，年迈的公婆、病重的丈夫、幼小的女儿
谁来照顾？ 这些我得亲自操持才放心，我
相信远在家乡的父母一定会理解我……”

“不要管我了，不要管我了，你还这么
年轻，我不想再拖累你了……”丈夫深知
李霞每天经受着什么，心痛难忍，公公婆
婆也觉得自己一家成了李霞的累赘，曾多
次劝她离婚。 每每这时，李霞眼角总是泛
着泪光，感觉心如刀绞，但她仍会坚定地
说：“是上天让我们成为一家人，而家人就
是要在危难时刻相互扶持、 互相依靠，只
要我还活着， 就一定会肩负起侍奉公婆、
相夫教子的责任，一直照顾你们！ ”

“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李霞把对丈夫的承诺和守候，深深嵌
进了生活日常，努力扮演好妻子、母亲、儿
媳三重角色，为一家人筑牢了精神的铜墙
铁壁。

“我们还享受了政府的医疗救助政
策，有不少补贴，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
说起当下的日子，李霞总是习惯性地往好
处想，用“欢喜心”疗愈一切苦难。

在尽心尽力做好家里“顶梁柱”的同
时，乐观开朗的李霞还加入了竹节溪村志
愿服务队， 积极投身于各项公益事业，向
社会传递爱与温暖。

“平时家里遇到难事， 邻里都会过来
帮忙，我特别感谢大家，所以只要有时间，
我也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主动去帮助别
人，以此来回报大家。 ”今年学雷锋月，李
霞还积极参与了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
织的助力春耕志愿服务活动，用“巾帼红”
擦亮文明“底色”。

用单薄的身躯扛起家庭的重任，用无
悔的坚持诠释了“爱”的生活真谛，用纯粹
的真情感染了无数人心。李霞没有多少丰
功伟绩，而是用一点一滴的言行证明了她
最质朴的爱心，她用金子般的诚心、耐心、
孝心，无微不至悉心照料公婆、丈夫和女
儿，塑造出新时代孝老爱亲的最美典范。

清明假期，安康连续几日出现了平流雾的景观，穿城而过的汉江笼罩在雾气腾腾里，一
江两岸的楼宇和大桥如同悬浮在空中，给这座小城增添了神秘与仙气。

杨世军 摄

从一滴河水 ， 变成群众家里的饮用
水，经历了哪些艰难历程呢？

“中国水周”期间，记者走进位于汉滨
区建民办的建民水厂，探访小水厂如何将
富家河的河水转化为千家万户的饮用之
水，为高新区、建民办、五里镇等 25 个行
政村 7.14 万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甘甜。

建民水厂位于富家河边的一处小山
梁上，水源来自黄石滩水库。 富家河从王
莽山出发 ，沿着河谷缓缓而下，是黄石滩
水库敞开它温暖的怀抱，接纳着来自大自
然的馈赠。 每当清晨的阳光洒落，黄石滩
水库便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仿佛是大自然
赠予我们的一颗明珠。 河水从黄石滩水库
汩汩涌出，带着山间的清新与甘甜，沿着
水渠缓缓来到建民水厂。

走进建民水厂，绿树映衬下 ，一排整
齐的水处理设备，不知疲倦地运转着 ，像
是守护着每一滴水的纯净与美好 。 阳
光透过窗户洒在设备上 ，映出斑驳的光
影， 仿佛诉说着时间的流转与水厂的变
迁。

在水厂内，配水井作为原水进入水厂
的第一站，对原水进行重新分配。 随后，水

会流经管式混合器进入絮凝池，通过 20 多
层栅条的减缓流速，原水中的悬浮物进入
沉淀区。 在沉淀区，水通过蜂窝斜管上升，
在这个过程中，漂浮物继续下沉 ，水则逐
渐变得清澈 。 然后 ，经过沉淀的水流入
锯齿形集水槽 ， 通过管道流向气水反
冲过滤池 。 在这里 ，石英砂对沉淀水进
行再次过滤，利用其截污能力拦截水中的
微粒，确保水的清洁度。 为了保持石英砂
的过滤效果， 反冲洗设备会定期进行冲
洗。

建民水厂的 “精打细算 ”在于其采用
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这套
系统通过主机可显示所有设备的运行参
数和状态，按照水质安全标准，根据用水
量自动调节加药设备的药剂投放量，同时
下发控制命令，控制各水泵、辅机的启停。
视频监控系统将现场图像实时采集并传
输至监控中心，使整个水厂的各个环节运
行情况都处在动态化管理中。

每一天，水厂的工人们都在有序而忙
碌地工作着，从取水、处理到输送，每一个
环节都严格把控。 他们的身影在水厂中穿
梭，如同守护者一般，守护着这片土地和

人们的健康。
经过这一系列的处理， 水基本上去除

了大部分杂质和微生物。然而，为了确保水
的安全性， 水厂还会进行一系列的消毒处
理，以杀灭可能存在的细菌和病毒。

当清澈的水， 通过供水管网输送到千
家万户，滋润着辖区的每一寸土地时，人们
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敬意。每一滴水，都承
载着水厂的使命与责任， 也寄托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建民水厂，它是那样的平凡而又不凡。
它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喧嚣的喧嚣，只有
那份对水的热爱与对生命的敬畏。在这里，
每一滴水都凝聚着工人的汗水与智慧。 建
民水厂，它以其静默与坚守，诠释着水的韵
味与生命的律动。这不仅仅是一座水厂，更
是一首流淌在时光里的散文诗， 诉说着关
于水、关于生命、关于城市的无尽故事。

“现在正在修路，晴天路上灰尘特别大，周边的住户一天到晚都得
把门关起来。 ”

“下雨的时候，路上稀泥坑，好多地方有积水，路也很滑，接送孩子
骑车很不安全。 ”

“之前洒水次数有点儿少 ，建议每天多洒几次。 ”
……
4 月 2 日，双河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热闹非凡，白河县双丰镇人大

正在组织代表、群众、相关建设单位负责人，就双丰至仓上二级路建设
文明施工问题开展代表议事会。

“代表议事会议制度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
举措。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听取群众呼声，
把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搬到桌面上来解决。”双河社区联络站站长蔡迪军
表示。

会上，代表们围绕文明施工、道路降尘、通行时间、安全管理等重点
内容“献招数”“出点子”，共同为群众的迫切需求建言献策。各施工单位
负责人对代表们提出意见建议照单全收、全部认领，能现场进行回复的
立即作出回复，有困难的积极商议，讨论现场气氛活跃、发言热烈。

像这样的代表议事场景，双丰镇各联络站每季度都会不定期举行。
村里的大小事，根据不同议题都会采取恳谈会、座谈会、民主评议会、院
落会等形式，大家坐一起谈一谈、聊一聊，有事大家一起干、共同商量着
办，人人都可以出谋划策，参与其中。

“之前闫家的环境治理、民主的道路改建、天顺的新民风建设也都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真的是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谈起代表议事
会，村民张从安赞不绝口。

议问题、商决策、严监督、强落实，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一步也不能
少。 如今，以“代表议事会”为载体，双丰镇各村（社区）逐步搭建起与村
民之间的“连心桥”，实现立足民意、畅达民情、优化服务的工作格局。为
确保议定事项落实到位，镇人大及时建立监督小组，采取不定期“回头
看”的方式，对议定事项开展跟踪监督，强化工作落实，确保议事成效群
众满意。

人大代表办妥群众烦心事， 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就
在家门口。 “双丰镇人大将对议事会上代表提交的意见建议进行研判，
扎实做好交办、跟踪、督促、测评等环节，确保‘代表督促’‘政府实施’
‘群众期盼’精准合拍。 ”该镇人大主席苏刚说。

一 滴 水 的 使 命
———看小水厂如何把安全水送到千家万户

记者 孙妙鸿 通讯员 李永明 王腊梅

编后：
建民水厂是汉滨农村水厂

的缩影。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

严从细管好水资源”，这是今年
“中国水周”的活动主题，也是
汉滨的治水之道。

汉滨区 27 个镇办中农业
人口 80 万人，已建成农村供水
工程 5503 处， 供水人口 78.86
万人。为确保每一滴水的安全，
汉滨区探索农村供水 “总站统
管 分站专管”模式，实现城乡
供水同标准、同质量、同服务、
同运行、同管理，缩小城乡供水
差距，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让
广大农村群众也享受到清澈的
甘露。

水是生命之源，民生之本，
汉滨 “精打细算” 为供水而努
力， 无疑是对这一重要性的深
刻认识和实际行动。

“一事一议一督”
托起“民生幸福”

通讯员 贺余环 王琪

外来媳妇用爱撑起多难家庭
通讯员 张静

春光正好，漫步于汉水之滨。在老城，在历史悠久、烟火升腾的民俗
老街；在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的现代化商业街；在绿意盎然、落英缤纷的
河堤……小城的慢生活要用一步一足丈量。

小北街、纱帽石、篦子巷……老街巷的慢生活成了记忆，也成了向
往。 顾氏民居的青砖灰瓦、天井小院；雕花瓦当、灰陶筒瓦的文安楼；苍
劲老树掩映着古寺的石阶旧苔， 每一巷道都是一个值得发掘的神秘境
地，每一个院落也用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诉说着时光和沧桑。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少数民族聚居不仅赋予了老城独树一帜的人
文特色，也成就了别具一格的美食文化。 晨光熹微，来一场极具历史气
息的“老字号”之旅，牛羊肉泡馍、清真八大件、糕点等美食已成为老城
文旅的一张名片。 地道的安康早点：烧饼、蒸面、米线唤醒沉睡的味蕾，
早市上新鲜的牛羊肉、水灵灵的本地蔬菜丰富着人们的一日三餐，老人
们围坐门口打扑克、谝闲传，这里的白天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市井小巷。
夜幕降临，灯火阑珊，刚下班的青年人置身于烟火繁华，烤串滋滋冒油、
香味直击灵魂，麻辣烫鲜香入味，撒上几粒现炸的花生米，口感丰富、回
味无穷……几杯啤酒下肚，吐槽着工作生活中的糟心事，幻想着彩票中
了大奖该怎么花，推杯换盏中结束一天的工作，这里的夜晚是青年人的
深夜食堂，更是舒缓压力的解忧杂货铺。

晨时，包子、夹馍、米线带来的烟火气；午间，龙舟文化园的一杯清
茶或是小咖啡馆里的一杯拿铁，配着旭日春阳；夜里，老街巷里的酒吧、
民族夜市城更迭不尽的美食，总让人流连忘返。 近年来，随着旅游推介
活动的增多、服务保障能力的提高，以疏解优结构、以更新促提升、以精
细强管理，以民生赋能城市更新，让老城焕发生机。

岁月将这里打磨成韵味十足的老城， 也有很多投资者 “慧眼识英
雄”，依旧建旧，像鼓楼街的甜品店，大北街、小北街的咖啡店、庭院火锅
等。 兴安中路上的江华城、南方里，大商场的入驻也给居民生活提供便
利，如今安悦街上的中式茶馆、剧本杀等新兴业态全面开花，社区的物
业公司也把“政府投资+社会投资”相结合，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后
续经营管理，共同为社区居民提供综合性服务，让老城居民购物便捷化
的同时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也在提升。

如今， 旧宅深巷里焕发的历史文化气息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相得
益彰。 春水初生，春景初盛，来一趟老城，你会发现：老城不老。

老城不老
汪雯雯 熊彬彬

雾锁汉江
远眺汉江

雾气腾腾的江面

俯瞰汉江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明洋）为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近
日， 安康市举办了 2024 年生态环境保护队伍春季整训暨执法业务培
训活动，将各分局机关、局属单位的人员纳入培训范围，进一步推动
“局队站合一”，促进“业务融合、人员融合、培训融合”，努力打造“一专
多能”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队伍。

理论培训+队列训练，筑牢忠诚担当“防火墙”。 开班的第一堂课从
筑牢廉洁从政思想防线和生态环境执法人员行为规范讲解入手，结合
每日开展的军事化队列训练，引导执法人员强化作风建设、提升依法
行政水平。

理论培训+现场实操，练好执法业务“基本功”。 执法业务专家深入
解读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稽查办法》和固定污染源在线监测设施建
设要求及检查要点，在安康市生态环境执法实训基地江南污水处理厂
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现场检查要点进行现场培训，逐项现场实操，逐场
景实际演练、答疑解惑。

理论培训+案例解析，下足能力提高“绣花功”。 坚持从案件实例入
手，邀请检察机关和法制审核机构专家对污染环境罪在实务中的证据
认定重点和《陕西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2023 版）》的
亮点与适用进行授课，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规范行政处罚案件法律适用、裁量权行使，提高案件办理规范化水平。

理论培训+交流座谈，夯实监管执法“主阵地”。 为夯实县区分局执
法监管主体责任，分局长全程参加执法业务培训并开展座谈，围绕当
前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执法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积极营造
全员参与执法、懂执法、会执法的良好环境。

我市以“理论培训+N”模式
推进生态环境全员融合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