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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拂，重庆市巫山县繁花似锦。近
年来，巫山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完善

“党建+”模式，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发展，筑
牢基层堡垒，强化基层治理，以高质量党建
工作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支部建在产业上

“我们只有掌握了网络销售技能，脆李成
熟后才能卖得好、卖得俏。”3月23日，巫山
县福田镇松柏村党支部书记肖裕兰正在帮助
村里青年学习网络销售技巧。

松柏村曾经一无水源，二无畅通公路，
三无烟火气。2013年，肖裕兰从外地回到松
柏村，先后担任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
记。她爬山蹚河寻找水源，多方争取资金，
让松柏村有了自来水和水泥路。

2016 年，肖裕兰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

产业发展。她带头把自己的积蓄拿出，建
起柑橘园。村民们纷纷响应，参与到产业
发展中。松柏村将支部建在产业上，充分
发 挥 党 支 部 战 斗 堡 垒 、 党 员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 历 经 7 年 ， 松 柏 村 发 展 到 种 植 果 树
5000 多 亩 ， 其 中 柑 橘 2250 亩 、 脆 李 2550
亩、枇杷 300 亩，实现了产业发展惠及每家
每户。

为增加村民收入，松柏村探索出土地入
股分红、资金入股分红、大户承包经营等模
式，组建综合管护团队，对果农进行全程技
术指导服务。同时，借助抖音等渠道，开展

“线上+线下”营销模式。2022年，松柏村仅

果园收入超过 2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1.5
万多元。

支部建在群众中

经过多次走访，巫山县官渡镇杨林村两
委充分了解到村民的愿望：“环境整洁，生活
舒适，邻里和睦，子女孝顺。”

于是，在村党支部带领下，杨林村探索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

面对乡村治理面广、事多的困境，杨林
村确立了“村党支部设立 7 个党小组，由党
小组组建7支治村队伍，7支治村队伍联系服
务群众”的治理体系，组成“金喇叭”宣传

服务队、“杨八仙”路水管护队、“美美家”
卫生督导队等，倡导新风尚，开展卫生评比
等活动。

如今，杨林村打牌的少了，学习种养技术
的多了；矛盾纠纷少了，直播带货的多了……
村民们孝老爱亲、勤劳致富，焕发乡村文明
新风。

支部建在民心里

走进巫山县双龙镇笔架村，村舍修葺一
新，褐墙青瓦，山花烂漫，处处可见春意盎
然的乡村美景。

位于大山深处的笔架村，位置偏远，人

均耕地少，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
“我们不能等、靠、要，要先干起来！”村党
支部书记雷振兴说。

村里定下了发展特色旅游的路子，需要
从整治人居环境入手。“为了让村民真正认
同，积极参与，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在全村
开了 60 多次村民会议，最后由村民投票表
决。”雷振兴说，短短 10 个月，该村就有 65
户完成了人居环境整治。

村民会议上，大家讨论如何进一步规范
公益性岗位的职责。最后商议由村两委划定
公益性岗位人员责任分工和考核，各村民小
组组长配合协调，村民负责监督。同时，还
制订了村规民约和积分制度，将遵纪守法、
勤劳致富、邻里和谐、勤俭节约、移风易俗
等作为评价标准。多措并举，村里的公共环
境、民风民俗得到显著改善。

干部引领，党员带头，巫山县通过党建
引领，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卢先庆参与采写）

连通区域水系，实现活水
循环、清水长流

阳光微风、草长莺飞、波光粼粼。位
于南昌市青山湖区的寰宇万象湿地公园，
既是供市民休闲娱乐的湿地公园，还承担
着活化艾溪湖，净化水源的重要功能。

艾溪湖七八年前还是一片滩涂，湖水
混着淤泥的污水，沿着沟渠流入村前门
塘，发黑发臭的水体，让周边村民苦不
堪言。

“艾溪湖原先不与其他河湖连通，湖
水补给主要靠天然雨水，一湖死水虽屡次
清淤，水质仍无法好转。”青山湖区河湖
长办专职副主任李梦蝶介绍，2015 年起，
为彻底改善艾溪湖水质，水利部门开始对
周边滩涂进行改造，清淤拓宽原有水渠，
同时修建连通河，与五干渠连通，引活水
入艾溪湖，让周边水流得以循环。

李梦蝶所说的五干渠全长 12.8 公里，
承担着艾溪湖、玉带河、青山湖等水系活
水引入城市的重任，整个南昌市的活水都
从这里来。

李梦蝶介绍，原本艾溪湖、青山湖、
象湖等河湖相互不连通，通过对五干渠进
行综合整治，打通五干渠下游河道，与玉
带河南支流、东支流及青山湖完全贯通，
并向城区河流、湖泊输送活水，最终形
成南起城南护城河和象湖、北至青山湖
的活水水系，成为提升南昌城市水系水
质的重要一环。

同样，在红谷滩区的前湖水系，通过
上游引水活化、下游打通南航闸、老街
闸，前湖水体得以连通，构建了完整的河
湖体系。同时，通过投放鱼螺类水生物，
完善了前湖水库生物生态链条，构建了前
湖生态循环系统，前湖水生态得到大幅改
善，引来了大量白鹤、灰鹤等候鸟栖息。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做好“水文章”，关键要让水流动起
来。近年来，南昌大力实施河湖水系连通
工程，开展引水活化工作，突出城区水系
连通，通过从赣江、赣抚平原引活水补充
城区内湖，并根据城区河湖水质、水位变
化，科学调配城区各河湖活水流量，提高
城区河湖水体流动性，有效改善城区河湖
水环境质量。

为保持河渠道正常运行水位，改善水

体水质，城管部门实时调度各个点位的河
湖水位，增大水体流动能力，设置增氧机
及采用调控闸门，持续引入活水，加大引
水量。南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湖泊
和供排水管理科科长龚金龙介绍，在活化
水系的基础上，实行生态治理，增强自净
能力，在重点水域采取种植水生植物的方
式提升河湖水质，并降低蓝藻的光照，从
而抑制蓝藻生长。同时采用水生动物修
复，投放生物菌和鱼、蚌、螺等水生生
物，控制藻类的生长和实现污染物的去
除。通过上述措施，2022年在持续高温且
干旱缺水、水体流动性差的情况下，城区
河湖未爆发大规模蓝藻。

强化水污染治理，水资源
保护从源头做起

春日清晨，位于南昌市红谷滩主城区
的前湖，清澈水面倒映着岸边的绿植，一
群野鸭子在湖中心悠然自得。

上午10时左右，在前湖大坝上，一只
蓝色小船正缓慢靠岸。“早上刚去巡湖回
来，今天湖面挺干净，没有垃圾。”红谷
滩区红角洲市政水环境维保大队巡查责任
人王川指着湖面说。

巡湖主要是沿着岸线巡查并清理湖面
和岸线垃圾，适时投放有益菌等生物制
剂，监测水质和水位，守护大坝安全。

“得益于前湖水系治理，污染问题得到根
治，垃圾少了，我的工作也轻松不少。”
王川所在的维保大队，主要负责前湖水系
常态化管理。

在红谷滩区水系分布图上，以前湖为
中心，各类景观渠、引水渠和子湖泊等纵
横交错，在城市防洪、调蓄和农田水利灌
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前湖水系一
度受到污染。“尤其是夏天夜晚，时不时
闻到恶臭味，苍蝇蚊虫也多。”附近居民
回忆说。

治水先治源。从2018年开始，南昌市
开始实施前湖水系及乌沙河上游段水环境
综合治理工程，对水系沿线排口进行截污
纳管，有效解决污水直排水渠问题，从源
头上控制水污染。

“前湖水系周边聚集了南昌大学、南
昌航空大学、慧谷产业园等一批高校、产
业园，周边居民小区密集，每天产生大量
生产生活污水，偷排现象屡禁不止。”南
昌市红谷滩区城管执法局局
长李伟杰介绍，一方面加强
巡查，借助无人机航拍等方
式，对前湖上中下游、边边

角角进行地毯式摸排，另一方面整治雨污
混接，实现雨污分流，使得排入前湖的污
染源大大减少。

沿着前湖水系，一路前行，记者见到
工人在铺设护坡石、清理岸道、种植草木
等。李伟杰介绍，前湖周边及上下游水系
共 25.84 公里岸线，为减少黄泥水对水系
的污染，需要对沿线存在的裸露黄土、菜
地进行全面整治。同时，对河湖底进行清
淤，部分渠段抛片石、鹅卵石压底，减少
泥沙翻搅污染水体。

“前湖水系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水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红谷滩区有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抓好全流域水环境治
理，全方位提升前湖水系水质，形成水清
湖净的有机生态系统。

“南昌从老百姓最关注的地方切入，
尊重群众意愿，科学、稳妥推进城市水环
境治理。”在南昌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南昌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吴华介绍，
去年以来，除开展前湖水系水环境治理，
南昌重点实施了排水单元达标创建、合流
制区域雨污分流改造等，水污染问题得到
有效遏制。

“水环境治理，关键在于治污。”南昌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排水建设科科长
易绍基介绍，为全面提升城区河湖水质，
近年来，南昌下力气对城区水污染源头问
题进行治理，以小区、城中村、建设工
地、民营企业、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为单
位，将全市建成区划分为 6313 个排水单
元，全面推进源头雨污管网整治。

数据显示，2022年，南昌全市国考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0.9%；赣江、抚河、
潦河等主要河流南昌段水质均达到Ⅱ类，

全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为100%。

建设生态廊道，构建人水
和谐共生的滨水空间

赣江，是南昌的母亲河，穿城而过的
江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南昌人。

傍晚时分，家住红谷滩区凤凰城小区
的居民张连根，吃过晚饭走出家门，随身
带上垃圾袋和垃圾钳，到赣江边散步。

“现在有这么好的环境，很难得，需要每
个人用心去守护。”看到地上有垃圾，张
连根会娴熟地用钳子夹起来，用垃圾袋收
集起来带走。

近年来，南昌市重点推进了赣江岸线
生态治理工程，强化河湖岸线管理养护，
对侵占河道，损毁河湖岸线、堤防、护岸
的行为进行清理整治，同时清除了威胁水
安全的码头、搅拌站、砂场，充分利用沿
江滩涂，结合原有地形地貌，修复堤岸，
种植植被，增加市民休闲娱乐设施，建设
滨水生态公园，形成集旅游休闲、生态文
化于一体的“公园式自然走廊”，有效保
护了赣江母亲河、南昌水源地。

2021年开始，南昌开始对裘家洲和老
官洲进行生态修复，与秋水广场、滕王
阁、扬子洲等景点连片，提升“一江两
岸”城市景观。

“作为提升水质量、畅通水循环、打
造水景观的重大重点项目，裘家洲生态修
复主要为解决水域河床裸露、岸线崩塌、
洲滩环境杂乱等问题。”裘家洲项目负责
人王克军介绍，通过修复取水缺口，修建
生态护岸，抛石固脚，保证水流平缓顺
畅，同时依托现有洲上湿地，播撒油菜籽
和草籽，让“一江两岸”风光更靓丽。

空中俯瞰，如今的赣江犹如一条绿丝
绦，镶嵌在城市中心，滚滚向前的江水，两
边绿意盎然，给繁华的城市增添生机活力。

对于水网纵横的南昌而言，做好“水
文章”，优化岸线景观、建设生态廊道、
适时完善休闲便利设施，不仅是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需要，也是提升
城市知名度、好感度的重要举措，更为提
升引才聚才吸引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打好基础。

重庆市巫山县：

“党建+”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本报记者 王欣悦

江西省南昌市扎实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

擦亮“水名片”做好“水文章”
本报记者 郑少忠 周 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加强
江河湖库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地处鄱阳湖西南岸的江西省南
昌市，因水而兴：水域面积超过22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近30%，区域
内河渠纵横、湖泊繁星棋布，天然
拥有“一江十河串百湖”的丰富水
系资源……近年来，南昌大力推进
区域内水环境综合治理，统筹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做好南
昌“水文章”，城市水环境不断改
善，民众幸福感日益提升，生态效
益转化为社会发展效益的良性循环
日趋显现。

当一名白衣天使，是我从小
的梦想和志向。2013年大学毕业
后，我如愿成为一名护士，今年正
好是第十个年头。10 年里，在南
昌市新建区人民医院，我一直坚
守在医护岗位，始终不忘初心，谨
记医者仁心，获得大家认可。同
事和病人都亲切地叫我“杨姐”。

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深
知“人民”二字重如千斤，“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激
励我不断前行。作为一名医护工
作人员，要能深切理解病人的苦
楚，用暖心、爱心、细心对待每一位病人，真
正做到用爱为生命护航。

日常工作中，我努力践行“人民为中心”，
用心用情尽好医护职责。在日常护理中，我把
患者当亲人。有一位老人因为浮肿造成行动不
便，在医院进行治疗。老人的亲人在外地，无
法照顾她，为此，她的情绪一直不太稳定。那
段时间，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病房，
一边帮老人换被子，一边跟她拉家常，到了饭
点，我按时给老人带饭。出院时，老人一直拉
着我的手道谢。

去年3月，我们医院组建了一支180人的巡
回医疗队伍，我除了负责调度医护人员外，也带
领了一小支巡回医疗队，为居民问诊送药，每天
定点服务18个社区、10多万百姓的就医需求。

参加完党的二十大后，我怀着满腔热血，
第一时间回到工作岗位，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
了。我要把党的关心关爱，让基层百姓知晓；
把党的声音主张，传递给千家万户。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我欣喜地看到，美好愿
景正在逐步实现。新建区人民医院虽然是一家
县区级医院，但承担着全区 70万人民群众看病
就医任务，曾经软硬件设施都比较紧张。现
在，为方便群众就医诊治，医院扩建了 3 栋大
楼，建设了卒中中心、胸痛中心、创伤急救中
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等五大中心，为患者生命健康构建了一张更
牢靠、安全、有效的救治保障网，老百姓看病
更方便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壮大医疗卫生
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现在我的工
作岗位，依然在基层一线，只是工作地点不只在
临床一线，还在乡村、社区、企业一线，每天除了
忙碌地穿梭于各个病房，还致力于开展志愿服
务，走街串巷为群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和科普
宣传。每次开展志愿服务，我都会积极向基层群
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宣讲融入志愿服务过
程中。无论在哪个岗位
上，我都会心系患者，脚踏
实地，努力工作。

（作者杨辉利为党的
二十大代表，江西省南昌
市新建区人民医院党委委
员、护理部副主任）

协同治理 统筹推进
周 欢

对“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的南昌而言，治理
水污染，保护水生态，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
义，更是提升城市环境和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近
年来，通过对城市河湖水环境进行综合治理，赣江
两岸形成长达28公里的绿色生态景观长廊。

做好“水文章”，要有“一盘棋”思维。赣江是
长江主要支流之一，南昌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的重点城市之一。南昌治水，以提升水生态功能为
重点，着力推动水生态环境保护由污染治理为主向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协同治理、统筹推进转
变，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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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市民在滨江月季园游玩。 马 悦摄
图②：象湖湿地公园。 马 悦摄
图③：在赣江水域嬉戏的江豚。 余会功摄
图④：穿南昌城而过的赣江。 马 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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