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秋，蒋介石派航空站站长王明善、华中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高侠轩到
川陕巴山一带，纠集地方顽匪，企图建立大巴山防线。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
西北局城市工作部决定派出一批地下工作人员打入四川、陕南敌占区，调查了
解敌占区的政治、军事情报。 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的紫阳县八庙乡人杨实
被派到安康地区。 当时给他的任务有两条：一是调查了解安康地区政治、军事情
况， 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巴山地区组织反革命武装和其他武装的活动情况；
二是设法建立从西安到安康、紫阳、四川的地下交通线。 杨实从延安出发后，经
过豫陕鄂边境到达平利县，向中共陕南区委前委进行了汇报。 前委根据解放战
争迅速发展的形势，改变了原来的工作任务，确定他的工作重点是：利用上层关
系，策动地方武装起义投诚。

1949 年 10 月下旬，杨实回到紫阳，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利用各种关
系，做思想倾向进步的上层人士的工作，并通过他们派人打入县自卫团内部，策
动自卫团队官兵起义，并利用这支地方武装，阻击歼灭国民党溃逃部队。 11 月
下旬，国民党九十八军、新四军和鄂陕人民自卫总队等纷纷溃逃紫阳。 已决定起
义投诚的县自卫因，为了避免和溃逃之敌在县城发生冲突，主动撤离县城，准备
到红椿上七里、尚家坝、高滩一带阻击敌人。 这时，国民党紫阳县县长已经逃离，
县城乱作一团。 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县政府主任秘书王绥之主持召开了
紧急会议，推选县党部书记长张晓棂为代理县长，并决定县政府南迁毛坝关，企
图继续负隅顽抗。

11 月 2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师向紫阳挺进，先头部队进至吊阳关、
庙沟一带时，获悉敌九十八军、新四军正向西撤退，师首长命令一六五团两个营
经红岩口、杨家坝、紫阳沟，直插任河嘴，阻敌南逃；另一营直奔洞河街，掩护一
六四团渡江，尔后沿汉江与一六四团平行向紫阳县城前进。 1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许，该营到达洞河，获悉敌一部拂晓从洞河向四川逃窜，立即组织追击至油坊
湾，俘敌鄂陕自卫总队 400 余人。 下午 2 时，一六四团开始渡汉江，下午 5 时左
右先头部队进抵紫阳城郊。 敌新四军九纵队司令部郭子彬率 1 个连据守县城。
当一六四团兵临城下，守敌惊惶失措，乱作一团，一枪未发，全部投降，紫阳城遂
告解放。

紫阳解放后，早在 1949 年 5 月于湖北郧县成立的中共紫阳县委、县人民民
主政府在县委书记罗义、县长徐
月卿率领下， 随军进驻紫阳县
城，行使人民民主政权的职责。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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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下午，镇坪县城关镇竹溪河
社区廉租房走廊里一派温馨气息， 一群老
人围坐在一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
场特别的棉鞋捐赠仪式正在这里举行，“陕
西好人” 刘珍龙正亲手将一双双满载深情
的手工棉鞋递到老人们手中。

“天气越来越凉了，社区里的孤寡老人
们更需要我们去关心和爱护， 这小小的棉
鞋虽不算什么， 但希望能给老人们带来实
实在在的温暖。 ”刘珍龙真诚地说道。 她利
用在广东汕头照顾孙女的间隙， 精心缝制
了 30 余双棉鞋，并专程将它们从千里之外
的汕头运回镇坪， 只为在这个冬天为老人
们送去一份温暖。

走进竹溪河社区刘珍龙的家中， 只见
她正有条不紊地整理着满地的布拖鞋。 这
些布拖鞋， 她打算全部送给社区里有需要
的人。 刘珍龙总是这样，时刻想着为身边的
人做点什么。

在竹溪河社区， 刘珍龙有一个特别的
昵称———“棉鞋奶奶”。她做棉鞋已经长达 4
年， 日复一日地将对老人们的关爱与温暖
一针一线地缝进了棉鞋中。 4 年来，她总共
缝制了近 400 双棉鞋， 并全部无偿送给了
社区的孤寡老人和敬老院的老人们。

“我的母亲就像一双双质朴的棉鞋，她
身上有一种‘棉鞋精神’，踏实、朴素且温暖
人心。 ”刘珍龙的女儿范传丽如是说。

心之所系 因爱而“缝”

2021 年，在社区春节送温暖活动中，社
区里一位特困供养老人随口说了一句：“买
来的棉鞋怎么穿脚都不暖和。 ”这句话触动
了刘珍龙的心弦， 让本已到含饴弄孙年纪
的她为爱心事业再次忙碌了起来。 于是，她
开始亲手缝制棉鞋， 希望能为老人们带去
更多的温暖。

“我要趁着在家的这段时间多缝制几
双棉鞋送给社区的特困供养户， 让他们好
好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此时已准备远赴汕
头给女儿带孩子的刘珍龙在心里默默地

想。
说干就干，一个月后，她就亲手缝制了

10 余双棉鞋， 并交由社区党支部书记捐赠
给特困供养户。

红金相间的鞋面、厚实柔软的鞋底、细
密结实的针脚、 匀称流畅的走线……每一
双棉鞋都是刘珍龙的用心之作。 竹溪河社
区党支部书记熊炳芳对刘珍龙的善举感激
不已：“我先替社区的老人谢谢您！ 您手太
巧了，棉鞋做得太好了，摸着特别厚实，老
人们穿上肯定特别暖和。 ”

刘珍龙摆摆手道：“其实我只是做了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 ”从此以后，这位不善言
辞的老人便把缝棉鞋当成了老年生活的重
要部分。

心怀利他 因爱而“痴”

2021 年 9 月 19 日，镇坪县城遭遇百年
一遇的特大暴雨袭击。 在广东汕头照看孙
女的刘珍龙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家乡的人
们。 看到很多人都在献爱心，刘珍龙也决定
发挥自己的特长， 为敬老院的老人们缝制
棉鞋。

为了使鞋子合脚， 刘珍龙多方打听找
到县内三所敬老院的电话， 并请敬老院工
作人员将每位老人的脚码报送给她。 然后，
她按照脚码为敬老院的 200 多名老人和职
工都量身缝制了一双棉鞋。

历时大半年，2022 年 7 月，刘珍龙在家
人的陪同下， 专程从汕头将这 200 多双纯
手工制作的棉鞋送到镇坪县内的三所敬老
院。 这些棉鞋颜色各异，男女样式都有，受
到了老人们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然而，在 2022 年 7 月的棉鞋捐赠活动
中， 因为前期摸底漏掉了镇坪县曾家区域
敬老院，这让刘珍龙懊恼不已。 于是，她又
用了 3 个月的时间，为曾家敬老院的 53 名
老人缝制了棉鞋， 并用快递将棉鞋从汕头
发往镇坪。

每当范传丽听到母亲问 “这双棉鞋的
针脚怎么样？样式好看吗？ ”时，她就知道母

亲又完成了一件“大作”，并满怀期待地请
她“把把关”。 范传丽觉得，母亲在这把年纪
还有这种坚持助人为乐的精神，令人动容。
因此， 一家人都很支持她为敬老院老人缝
制棉鞋。 “她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多数时间
都在缝棉鞋，有时候女儿叫她，缝棉鞋入了
迷的母亲都‘充耳不闻’，女儿都开玩笑地
说婆婆做棉鞋做‘痴’啦。 ”范传丽笑着说。

心存奉献 因爱而“传”

刘珍龙在缝制棉鞋时， 总会戴上老花
镜，此时的她，专注得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
下手中的棉鞋和心中的爱。 每一针每一线，
都像是在诉说着对老人们的关怀。 而她身
边的两个孙女， 总是睁着好奇的大眼睛看
着奶奶。 刘珍龙便会借此机会，给孙女们讲
述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故事，从古代的“黄
香温席”到身边的邻里互助，孙女们在奶奶
的故事里，懂得了关爱他人的意义。

在刘珍龙的带动下， 家人们不仅变得
更加善良和乐观， 还常常参与到汕头当地
的志愿服务活动中去，为老人送温暖，为孤
寡儿童献爱心，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正能量。

刘珍龙的孙女们更是深受奶奶的影
响，成为两名热心的小义工。 她们常常跟随
奶奶一起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为需要帮助
的人们送去关爱和帮助。 在她们心中，奶奶
就是她们的榜样和力量源泉， 她们希望将
来也能像奶奶一样， 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

面对自己的善举， 刘珍龙总是谦虚地
表示：“我并没有什么突出贡献， 只是在生
活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以后我会一直坚
持做鞋送人……”

刘珍龙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正是像她
这样的普通人，把心中的一团火洒向人间，
照亮了无数老人的心田。 她的凡人壮举让
我们看到了来自普通群众的星光点点，汇
聚成河……也正因为她的善举， 她先后被
评为“安康好人”和“陕西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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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秋色一湖金，遍洒甘霖洗旧尘。 鱼跃鸟翔
舟自渡，汉江两岸尽游人。 ”深秋时节，在安康中心
城区，汉江两岸游人如梭，当地群众成群结队竞相
前往江边，一睹“安康湖”美景。

“近期汉江水位会提升，大家注意自身安全，远
离岸边淹没区，特别是通过新修道路时，注意观察，
不要在路上长时间滞留。 ”汉滨区、旬阳市政府及库
区村镇干部、移民工作人员沿岸巡查，提醒两岸人
民群众注意安全。 8 月底，汉滨区、旬阳市政府相继
发布 《关于旬阳水电站库区 237 米高程蓄水的通
告》：自 9 月 1 日零时起，中国大唐旬阳水电站提升
蓄水，大坝上游水位逐步上升至 237 米高程。 这是
自该电站 2022 年 11 月下闸蓄水后，第二次提升蓄
水位。

旬阳水电站是陕西省经济发展战略开发重点
项目，是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在陕投资建设的最
大水电工程，更是陕西境内汉江干流梯级开发建设
水电站的收官之作。 该工程自 2002 年启动，历经勘
测设计、规划论证、批复开工、建设施工等多个重要
发展阶段。 2022 年国家能源局确定该项目为年度
投产保供项目，陕西省相关部局及安康市、汉滨区、
旬阳市等属地政府加大督办协调力度，千方百计为
项目建设提供发展条件。 经过全体参建人员的不懈
努力， 四台机组在一个月内相继完成 72 小时试运
行，创造了陕西境内汉江流域水电机组“一月四投”
的新纪录。 该电站建成后，有效增加了汉江中下游
防洪调节库容，形成的库区成为新的旅游名片“安
康湖”。

因受多种因素影响，旬阳水电厂蓄水确定为分
段提升，第一期蓄水在 235 米，但发电机组工况不

好，安全形势严峻，蓄水位提升成为政府和企业需
要共同面对的重大难点问题。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
司同安康市政府共商大计， 政府急企业之所急、企
业想政府之所难，最终确定了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和工作路径。 旬阳水电厂与汉滨区、旬阳市政府部
门会商沟通，共同化解难点、打通堵点，最终确定在
9 月初正式蓄水提升水位。

目前，在安康中心城区 ，已然是湖抱城 、城拥
湖，呈现出城湖一体的美丽景观，迅速成为网红打
卡地。 “在网上看到朋友圈发的照片后，就赶紧来看
看，盼了很多年，一直期待看到专属安康的湖景，太
美了！ ”一名外地来安康的游客激动地说。

安康市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坚
决捍卫“国之大者”，扛牢秦巴生态卫士之责，守护
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争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实践典范，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安康样板。

“安康湖”是安康的特有资源，科学打造意义重
大，守住绿水青山是第一责任。 在旬阳水电站蓄水
后，该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清理库区浮渣。 “投产
两年以来，我厂多方式常态化清理浮渣 21166 余万
立方米。 ”大唐旬阳水电厂工作人员介绍道。 “除清
渣以外，我厂还在建设电站过程中，同步设计并施
工建设了鱼类通道，并每年向库区上游投放汉江特
有鱼种鱼苗 22 万尾。 ”站在该厂大坝上，碧绿的水
面波光粼粼，与汉江两岸的秦巴山组成一幅“山水
画”。 在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到
具体的实践。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安康市文化和
旅游广电局第一时间答复人大代表建议：《安康市
“一湖两岸” 生态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战略研究及城

市设计》已完成，“一湖两岸”定位为山水生态之城
的形象名片、城湖纽带和活力会客厅、全域旅游服
务中枢、湖城一体的城市开放景区，构建生态度假+
文化体验+运动康养+旅游服务等四大产品体系，
培育汉江夜游、滨湖游购、水上运动等新型业态，并
将带动“安康湖”综合开发利用。

水电站工程建设不容易， 移民安置是重点、也
是难点工作。 自旬阳水电站开建以来，汉滨区、旬阳
市和企业一起， 共同稳妥推进移民搬迁安置工作。
“2016 年以来， 旬阳水电站汉滨区库段移民安置工
作开始，已安置移民 104 户，企事业单位 49 家，生
产安置 3164 人。 实施黄洋河垫地防护工程、青套码
头等专业项目 12 个。 涉及石梯、早阳、吉河等 5 个
镇和新城、老城 2 个街道办 49 个村（社区），174 个
小组。 ”一直工作在村镇一线的汉滨区移民站干部
万康感受深刻，他对发展带来的变化如数家珍。

现在的移民小区，独栋楼房排列有序，小区内
广场、球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村民们有的在广场
上跳广场舞，有的三三两两聊家常，孩子们奔跑玩
耍，彻底告别了洪水避难、居无定所的状态。

“我们移民小区大概 41 户，目前盖好了十八九
户，都已经住进来了。 每家两三层 200 到 300 平方
米的小楼房，自来水、电视、网络都齐全了。 出门就
是大马路，干净卫生，漂亮得很，比起以前的条件真
是好太多了。 ”采访中，旬阳市乱滩沟村民杜荣娟内
心的幸福溢于言表。

一江清水，湖山美景，安康因山水闻名，在山水
中谋绿色发展、美好生活，这是专属于安康人的“幸
福湖”。

丹心映照“安康湖”
通讯员 李二营 方毅

解放紫阳

旬旬阳阳水水电电厂厂蓄蓄水水至至 223377 米米高高程程

旬旬阳阳水水电电厂厂蓄蓄水水后后呈呈现现湖湖城城一一体体的的美美丽丽景景观观

市市民民在在安安康康湖湖玩玩浆浆板板 薛薛勤勤学学 摄摄

秋秋日日碧碧波波连连天天，，画画舫舫在在安安康康湖湖慢慢慢慢滑滑过过 林林江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