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经常吃不上水，现在随

时都有干净的自来水，生活方便多

了！”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毛坳

村村民高庆红家里，原先干旱季节

用来储水的红色塑料桶已经不再

使用。

近年来，湖北努力提高农村供

水保障水平，让村民从“有水喝”到

“喝好水”。

长距离引水——

群众告别靠天吃水

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地

处鄂西北，季节性缺水问题严重，

秋 季 有 时 两 三 个 月 不 落 一 滴 雨 。

龙池村曾经是深度贫困村，位于武

陵山区，缺水制约着村子的发展。

村里没有水源，找水成了村委会的

主要工作之一。20 多年来，曾任村

党支部书记的柳昌群跑遍邻近的

村镇，甚至到外县、外市尝试引水，

都失败了。

2018 年初，听说山对面的招徕

河村有一口泉。农历正月十六，村

委委员吴道远、村民覃仕武一大早

就出了门。两人骑了 4 个小时摩托

车才到山脚下，又顺着山路攀爬了

两个小时。他们将棉麻藤打成绳，

好不容易爬上陡崖。

“有水，有水！”一股清泉叮咚

流淌。顾不得天气寒凉，覃仕武捧

起 泉 水 喝 了 一 大 口 —— 是 甜 的 ！

可找到水源的喜悦没持续多久，看

着两岸刀劈斧削的绝壁，两人犯了

愁：怎么把水引到村里？

经过多次实地勘查，长阳县水

利部门决定从水源地架设一道空

中水管，横跨峡谷，用索道将两地

相连，长距离引水。

“1000 多米的空中‘飞线’，我

做 了 30 多 年 索 道 工 程 也 从 没 见

过。”施工负责人田康继介绍，这道

“飞线”长达 1480 米，输水管道全长

7500 米。龙池村山路陡峭崎岖，施

工设备无法进场，工人不得不采用

最原始的办法将材料背上山。“飞

线”跨度太大，工人只能抓着绳索

降到山脚下，再坐木排到对岸，通

过小型设备中转 3 次，把接近 10 吨

重的工程材料和 250 根钢丝骨架管

送达对面山巅。施工时，工人被吊

在近 700 米的高空，用双手将钢丝

骨架一截一截地接起来。

历时近 10 个月，“飞线”终于架

设完毕；15 天后，集中供水工程完

工。“水通了！”大家奔走相告。妇

女们穿上庆祝节日的土家族传统

服饰，还有村民专程从外地赶回来

品尝山泉水。

“钻山洞、架飞线、延管网，为

了让老百姓彻底告别‘吃天水’，再

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长阳县

水 利 和 湖 泊 局 局 长 傅 建 斌 介 绍 ，

2014 年 以 来 ，长 阳 县 充 分 利 用 水

源，因地制宜采用集中供水和分散

供水相结合的方式，统筹资金 3.2
亿元，建设集中供水工程 1663 处、

分散供水工程 8029 处，跨区域调水

工 程 4 处 ，有 效 保 障 了 农 村 饮 水

安全。

打深井取水——

更多村民得到实惠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七成以

上地区属喀斯特地貌。长期以来，

人们都以为“喀斯特地貌地下存不

住水”。

“每年干旱季节，村里的一多

半纠纷都和水有关。”保康县赵家

山村党支部书记赵祥华说，以前，

村民经常要步行十几公里到隔壁

镇挑水。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村里尝

试通过凿窖围堰的办法修建大型

蓄水池。但由于地质地貌特殊，蓄

水能力差，几代人的心血都付之东

流。2007 年，第五次修建蓄水池虽

然成功，但水量、水质没有保障，吃

水问题依然无法根本解决。

转折发生在 2017 年。时任保

康县县长的张世伟探访九路寨村磷

矿钻探时发现，随着钻头转动，地下

水大量涌出。张世伟得到启示，这

几个村子都是喀斯特地貌，既然打

磷矿能钻出水，打井或许也能。

几个月后，第一口井在赵家山

村开始施工。“地下都是空的，怎么

会有水？”“石头缝里找水？天方夜

谭！”村民们不敢相信。

大 型 钻 机 、空 压 机 24 小 时 作

业 ，4 天 后 ，当 合 金 钻 头 深 入 地 下

350 米时，一股清泉汩汩流出。第

十二天，当施工队打到地下 483 米

深时，出水量达到了 100 多立方米。

“实践证明，在喀斯特地貌区

打深井取水是可行的。”张世伟介

绍，保康县委托湖北省地质勘查部

门，对全县 25 处喀斯特地貌进行实

地勘查，其中符合地下含水层走向

和储量条件的有 9 处。几年来，10
口深井相继打通。其中，最深的漆

园村水井达 1030 米，覆盖周边 7 个

村，受益人口 3400 余人。

有了水，“庄稼结籽不保年，日

头 一 晃 苗 打 蔫 ”的 日 子 一 去 不 复

返。村民杨培林流转了 70 亩土地

搞种植，农忙时一天有 30 多人在田

里干活。通水不仅解决了大伙的

饮水问题，还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去年，有水抗旱，我们才保住了幼

苗。农作物长势好，收入比以前翻

了一番。”杨培林说。

目前，保康县以 10 口深井为依

托建成水系连通工程，修建了 10 处

集中水厂。“以开凿深井为依托、以

兴建水厂为轴心、以铺设管网为引

线，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实行跨村

联片供水，最大限度地扩展供水范

围，让更多村民得到实惠。”保康县

水利局局长卢文举说。

规模化供水——

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湖北省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中心

主任陈建华介绍，目前，湖北正推进

建设农村饮水提标升级工程，完善

农村供水保障，统筹兼顾农民产业

用水的需求，助力乡村振兴。

临近中午，黄冈市英山县石头

咀镇十三湾生态农家乐里饭香扑

鼻，老板余修德忙前忙后，招呼食

客。妻子在后厨里拧开水龙头，洗

菜、淘米、做饭。

其实，镇上早在几年前就通了

自来水，但水质不好，一下雨，水就

变浑浊，一股土腥味，做出来的饭

菜味道差。“镇上经常停水，自己用

水 都 要 等 到 晚 上 ，别 说 接 待 客 人

了。”今年春节前，这里通了新水厂

的自来水，清澈透亮。“有了好水，

我们才敢扩大规模。”余修德说，现

在 ，农 家 乐 能 同 时 容 纳 60 多 人 用

餐，预计今年能有十几万元收入。

余修德一家的好日子，离不开

英山县西河中心水厂。作为大别

山区首个农村饮水提标升级工程，

英山县西河中心水厂采用全自动

化生产体系。走进水厂，只听见哗

哗的水流声，却看不见一个人影。

“员工都在中控室呢。水厂的所有

制水设施都能远程操作，水质、pH
值、含氧量等指标可以在线监测。”

水厂设计方、中南市政总院现场项

目经理罗志宾说。按照规划，这座

现代化农村水厂，将和英山县 3 座

规模水厂联结成网，覆盖全县。届

时，英山县所有城镇居民和 75%的

农村人口饮用水将做到“同质、同

网、同源、同服务”。

有水百业兴。在咸宁市咸安

区，花纹水厂彻底解决了花纹山区

星星、垅下、大坪 3 个村及星星竹海

风 景 区 共 计 上 万 人 的 饮 水 问 题 。

一泓清水不但提高了村民的生活

质量，还引来了投资。在星星竹海

风景区，陈家沟乡村振兴示范园项

目正加紧建设。项目负责人陈凯

是 本 地 人 ，一 家 人 长 期 在 深 圳 经

商，早就看好家乡的旅游资源，怎

奈村子常年缺水，一直下不了投资

的决心。

“现在通了自来水，我们的项

目落地开工，还带动了 30 多名老乡

就业。”陈凯说。

目前，湖北省农村饮水安全总

体实现全覆盖。农村供水工程规模

化建设取得成效。过去 5 年，新建、

改扩建通水的万吨级工程达 34 处，

平均供水规模超 6 万吨。到 2020 年

底，全省已建成各类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 28.71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到 96.80%，自来水普及率达 94.70%。

“接下来，我们将新建一批骨

干水源工程、调水工程，推进一批

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一批区

域供水规模化工程，标准化更新改

造一批老旧供水工程和管网，使农

村供水工程布局更加科学、结构更

合理。”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唐俊

介绍，“十四五”时期，湖北省计划

总投资 91 亿元，启动 79 个农村饮

水 提 标 升 级 项 目 ，改 善 农 村 地 区

1000 万人口的供水条件。到 2025
年底，计划实现农村规模化工程供

水人口比例达到 85%以上，农村集

中供水率达到 98%以上，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 95%以上的目标。

湖北着力改善农村地区供水条件，让乡亲们喝上、用上放心水——

引来一泓清泉 日子越来越甜
本报记者 强郁文

社会社会 2021年 4月 23日 星期五1414

核心阅读

近年来，湖北省着
力改善农村地区供水
条件。长距离引水，解
决山区群众饮水难；打
深井取水，让更多喀斯
特地貌区的老乡获益；
规模化供水，带动当地
产业发展。多管齐下、
多措并举，让乡亲们喝
上、用上放心水。

■办好民生实事③R

工资被拖欠怎么办？发生了工

伤 又 该 如 何 维 权 ？ 近 日 ，2021 年

“蜀中行”农民工创业指导和维权服

务活动在四川德阳举行，法律维权

服务团专家和律师向农民工送上了

一本本维权指南。

活动现场，农民工收到了包含

劳动保障用品和劳动法、社会保险

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资

料的政策“大礼包”。同时，现场还

设立了政策咨询区，为农民工解答

劳动合同、欠薪、工伤等相关法律

问题。

四川省积极谋划、统筹安排，深

入开展农民工服务保障“十送”系列

活 动 ，着 力 稳 定 和 扩 大 农 民 工 就

业。截至 3 月底，全省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规模达 2609.9 万人，同比

增 加 8.2% 。 其 中 ，省 内 转 移 就 业

1489.5 万 人 ，省 外 转 移 就 业 1120.4
万人。

四川省农民工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四川各地

依托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主动与

广东、浙江、福建等劳务输入大省和

省内重点企业对接，积极开展省内

外劳务协作。通过四川农民工服务

网、公共就业招聘网等平台，密集发

布省内外企业用工信息，实现“网上

招聘不停歇、就业服务不打烊”。截

至目前，已累计举办农民工专场招

聘会 2308 场次，21.7 万人达成就业

意向。

做好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四

川始终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抓，认

真较真，下足“绣花功夫”。

今年 2 月初，四川省农民工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首次向全社会公

布四川省农民工服务保障联系电

话。农民工遇到困难和问题，可以

直接拨打本县或省市相关人员电话

进行咨询，寻求帮助。来自遂宁的

农民工叶祥群掏出手机告诉记者，

“我把这个电话表都快背下来了，有

啥子困难或问题，掏出手机就能打

到县里去。”

近日，四川省人社厅依据《重大

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

相关规定，向社会公布了 2021 年第

一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进行

严厉打击。不仅如此，四川还在全

省分级分层建立重点项目根治欠薪

“挂联包片”制度。

据介绍，“挂联包片”制度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建立，由全省各级根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有关成员

单位组成“挂联包片”工作组。工

作 组 由 厅（局）领 导 挂 帅 、处（科 、

股 、队）干 部 挂 联 、社 会 监 督 员 包

片，对重点项目进行点对点指导监

督，督促重点项目贯彻落实《保障

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 条 例》等 政 策 法

规，落实落地根治欠薪制度，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压紧压实地方政府

属地责任、有关部门监管责任和企

业主体责任。

“具体而言，各级‘挂联包片’工

作组将对重点项目落实欠薪源头治

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维权

公示等情况建立台账。”四川省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各级工作

组将根据台账情况，会同本级领导

小组办公室、属地政府和有关主管

部门，对用工企业落实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制度进行督促指导，确保

各项制度措施落地落实。

据 统 计 ，2020 年 ，四 川 全 省 共

查办欠薪案件 680 件，为 1.47 万名

农民工追讨工资 1.79 亿元，欠薪案

件数、涉及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37%、

14%，欠薪高发多发态势得到有效

遏制。

稳定就业、保障权益，四川多举措服务农民工——

省内省外送岗位 专人专责治欠薪
本报记者 宋豪新

本报北京 4月 22日电 （记

者郁静娴）22 日，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召开全国农村

改厕问题整改推进视频会。截

至 2020 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

所普及率达 68%以上，每年提

高约 5 个百分点，累计改造农

村 户 厕 4000 多 万 户 。 但 不 少

地方农村改厕基础差、底子薄、

欠账多，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

正视和解决。

农村厕所革命涉及千家万

户，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体现现

代文明水平，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内容。各地要深刻

吸取教训，以问题排查整改为

切入点，扎实推进今后农村厕

所革命，不断提升农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在实施过程中，

要立足本地情况稳步推进，充

分尊重农民意愿。同时，科学

谋划推进方式，宜水则水、宜旱

则 旱 ，选 择 简 单 实 用 、成 本 适

中、技术成熟、群众乐于接受的

改厕模式，常态化组织专家开

展农村改厕技术服务，并建立

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农民

愿用、会用、能用、长用。为确

保产品和施工质量，依法开展

改厕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定期组织第三方对标准规范执行

情况进行抽查，结果将进行通报。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5 月起，将陆续派出调研

组赴各地检查落实工作情况，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时间和

历史的检验，彻底解决存量问题。对摸排发现的问题，要狠

抓整改落实。

“十四五”期间，农村厕所革命仍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项重点工作，需要持续加力推进。农业农村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社会监督、互联网反映、问

题随手拍和组织检查暗访等多种方式查找发现问题，实行

典型问题案例通报制度，特别是对目前正在开展的排查整

改中当地未发现的突出问题，发现一起、通报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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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坑洼不平的方砖路改成了平整的柏油路，斑驳脱

落的院墙粉刷一新……一位家住北京石景山区北锅西院小

区的老住户，平时在子女那里帮忙带孩子，再回来时，看到

小区的变化，以为走错了地方。更令她欣喜的是，小区还专

门建了儿童乐园。居民眼中的变化，源于小区所在的建钢

南里社区积极主动作为。针对小区现状，社区召集居民议

事，充分了解需求，下大力气改造提升。

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着办。近年来，北京石景山区深入

探索参与式社区协商议事模式，加快“老街坊”社区议事厅

建设，健全“老街坊”协商议事机制，广泛汇集民智。据统

计，目前全区 151 个社区全部建立议事厅、组织议事会，积

极引导社区居民共同解决生活难题。

八角中里社区私占车位的现象曾令居民很头疼。“不少

居民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就此组织了议事。”社区党委书记

李美红说，党员、老干部、律师和物业负责人都被吸纳进“老

街坊”议事会。更多人的参与也让解决问题的思路更清晰，

方法更有针对性。为了促进议事成果落地落实，八角中里

社区成立了由街道包片干部及社区书记、民警、城管、安全

员等组成的治理小组，形成工作合力。治理小组与各方代

表共同逐户开展劝导，顺利拆除了社区一些居民私自安装

的地锁。

截至目前，石景山全区“老街坊”共开展议事协商 2800
余次，处理大小事项 3100 余件，参与协商的各方代表达到

4.2 万人次。

北京石景山区探索社区协商议事

老街坊都参与 出主意解难题
本报记者 潘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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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垾镇是番茄

种植大镇。连日

来，中垾镇 1.2 万

亩大棚番茄全面

上 市 ，当 地 农 户

忙着采摘供应各

地 市 场 。 近 年

来 ，当 地 大 力 发

展 番 茄 产 业 ，有

效 促 进 农 民 增

收。图为当地农

户装运番茄准备

外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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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一大早，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

义市洒金街道新市民居住区，陈茂辉把孩子送进幼儿园后，

骑车径直前往林下菌药基地。

“现在有工作，收入有保障，放在几年前，想都不敢想！”按

时上下班、按时接送孩子，如今已是陈茂辉的日常。2018年 6
月，陈茂辉一家从普安县龙吟镇北盘江村搬到这里。丈夫、公

公、婆婆在昆明务工，她则留在家里就近上岗、照顾孩子。

位于洒金街道的新市民居住区，是黔西南州跨区县易

地扶贫搬迁主要承接地，安置了晴隆县、普安县、望谟县、兴

义市易地扶贫搬迁群众 7508 户 33197 人。洒金街道办事处

主任文志华介绍，除了林下菌药基地，辖区内还布局了 25
个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对 16 岁以上 60 岁以内的群众开

展全员培训、就业推荐，真正实现了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户均

2 人以上就业。”

“十三五”时期，地处滇黔桂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的 黔 西 南 州 ，有 33.85 万 人 从 大 山 深 处 搬 进 城 镇 。 早 在

2017 年年底，围绕“怎么搬”和“搬后怎么办”两个关键，黔

西南州制定出台计划，配套制定了产业发展、教育发展、就

业创业等 13 项推进措施，解决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的问题。目前，全州 36 个新市民居住区全部建

成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01 万名新市民学子全部在

家门口就学。

日前，黔西南州出台方案，突出“抓就业、稳居住、保增

收，抓治理、强服务、促融入”，全面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在迁入地重点引进培育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工业、轻

工业、文化旅游业等，扩大就地就业容量；在迁出地布局建

设一批发展前景好的产业项目，让迁出地的土地资源成为

搬迁群众稳定的收入来源。”黔西南州政协副主席、州生态

移民局局长王尧忠介绍，通过多措并举，全面促进搬迁群众

身份融入、情感融入、文化融入、习惯融入、社会融入。

抓就业、保增收，贵州黔西南州——

让 搬 迁 群 众 稳 得 住
本报记者 万秀斌 本报通讯员 毛扬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