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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江，一座城。城依江而生，江
绕城而流，这是人与自然共生的镜像。
大江，用她奔腾的浪涛记载着那些影响
深远的重大事件，击荡着万千人民的集
体记忆。

2018年4月25日，万物勃发时节，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荆江岸边。

春日的荆江静如处子。浮光跃金，
细浪轻拍岸边碎石，吟唱着千古不变的
歌谣。

荆江，长江中部从枝江到洞庭湖口
一段的别称，因古城荆州而得名。总书
记从荆州港登船远眺，极目楚天，看一泓
清水在翠绿的荆江大堤臂弯里微微荡
漾，密密的阳光从湛蓝的天际倾洒而
下，落在这段九曲回肠的江面上，微风
吹过，江面不时掀起阵阵波浪，像在欢
迎远道而来的贵客。他说：“荆州很美，
看起来很漂亮。”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检阅。
一直以来，总书记的目光关注着波

涛涌动的壮美长江，思考着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辩证法则，谋划着让中华民族
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的发展之道。

看荆江，也是看长江；把脉长江经济
带发展，也是再一次昭示，民族复兴征程
上生态文明建设举足轻重的分量。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总书
记铿锵有力的话语，激荡万里长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高度，擘画长江经济带战略，把
生态修复确定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首
要课题，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有了路线图、总抓手。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
划纲要》出炉，将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
环境列在首要位置。荆州拥有长江径
流里程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
流里程最长的城市，理所当然地成了湖
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大保护的
主战场。

旗之所向，行之所往。大江大湖给
了荆州大胸怀，“担当”二字始终刻在荆
州儿女的心头。637万荆州人民，把总
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强大的思想武器
和磅礴的实践动力，持之以恒打响了一
场轰轰烈烈的长江保卫战——

四年来，沿江岸线整治、生态修复、
城乡生活污水治理等长江大保护“十大
标志性战役”紧锣密鼓展开，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十大战略性举措”全力推
进，非法采砂得到遏制，非法码头整治
基本完成，岸线复绿增绿，滨江公园风
景如画。沿江一公里范围化工企业清退
出场，沿江化工企业陆续搬迁、转产和
关闭。

荆州人民凝聚起“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的共识，以“人水和谐共生”理念
作为发展的根本遵循，全力做好生态修

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放
眼荆州大地，一幅“万里长江、美在荆江”
的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生态的呼唤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

来。”长江奔腾不息，碧波壮阔浩荡。她
从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出发，沿北纬
30°线蜿蜒逶迤，直泻千里。流经荆州
时，她爱极了这里的富饶灵秀，盘旋环
复，久久不愿离去，留下“九曲回肠”的
美丽注脚，再滚滚向东。

人类文明最初都诞生于江河之畔，
江河湖海等水系与人类命运交错缠绕，
相辅相成。江水滔滔冲刷出物产丰饶
的鱼米之乡，大自然的慷慨馈赠给予人
类最宝贵的财富；纵横交错的河湖水
系，既赋予江汉明珠润泽和灵韵，却也
引发了人与水千年的抗争。

一部荆州发展史，就是一部荆州儿
女与水的抗争史。

抗 争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河道

蜿蜒曲折，历来是长江水患最严重的地
方。史料记载，1949年前的300多年
间，荆江大堤溃决过34次；到了近代，
大约每5到6年就会发生一次大洪水，
于是荆江两岸有了“荆沙不怕刀兵动，
只怕南柯一梦中”的民谣。

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亭就建在巍

巍荆江大堤上。
这，是一座人民的丰碑。
在这里，铭刻着一段人与水抗争的

故事。故事的主人翁便是“荆江铁女”
辛志英。

1933年，一个瘦小的女婴出生在
松滋米积台。那年，松东河再次泛滥，
爷爷守堤时不幸被洪水卷走。家里人
为她取名时，没有遵照族谱，而是取

“志”字承载希冀。奶奶说：“哪怕是个
女伢儿，也要立治水之志。”——这是一
个饱受水患之苦家庭的深深期盼！

1952年，19岁的辛志英果真如奶
奶期盼那般，志存高远、不让须眉。同样
的活计，她总是干得比男孩子还快还
好。这年春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大型防洪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吃尽了水患
苦头的米积台群众，纷纷涌入报名点，
辛志英也在其中。她挑着担，一头卷着
铺盖行李，一头放着口粮工具，跟着镇
上的100多个民工，走了一天一夜，赶
了100多里路，到了荆江分洪工程南闸
公安县黄山头工地。

10万名解放军和20万技术工人、
农民，投入到荆江南岸的工地上。从白
昼到星夜，挑土的、推车的、排水的、打
硪的，到处都是人，硪歌号子一起，一人
唱众人和，热火朝天。

辛志英和乡亲们的任务，就是把

从黄山头山上炸出来的石头一一敲
碎，然后运到南闸，浇灌混凝土修筑
堤坝。

石头是修筑工程的主要物料，而彼
时，巨石成了队员们的“拦路虎”。但大
家豪情满怀，不信顽石不“开口”。辛志
英反复研究石头的质地、纹理，成功创
造出“鹞子翻身碎石法”：将多角形的
大石块尖角朝下，平面朝上，形如鹞
子，再运锤猛锤。她还和大家用废草
袋、麻袋编成“稳石箍”，箍住石块，再
发力下锤，0.2立方米、1立方米、1.38立
方米……碎石的工效提升至原来的30
倍。碎石经验推广后，松滋民工提前两
天完成了1.642万立方米的碎石任务。
辛志英也创下碎石最高纪录，被誉为

“荆江铁女”。
1952年6月20日，荆江分洪工程

一期主体工程胜利竣工。30万人参与，
75天完工，创造了水利工程史上的奇
迹。即使到了今天，透过尘封的岁月，
这组令人咂舌的数字，依旧迸发着惊人
的力量。

那一年9月，辛志英作为全国特等
劳动模范，赶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
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954年特大洪水，中央防汛总指
挥部果断决定首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
3次开闸泄洪，确保了荆江大堤及两岸
人民群众的安全。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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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亲临荆州，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为

新时代发展定向领航。

荆州儿女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谆谆教诲，奋力书写长江大保护的荆州篇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书写当下，记录历史。壬寅年初，荆州日报社组织专班，深入长江沿线各县市区采集第一手材料，累计行程3000公里，到访单位、处所120

处，采访当事人230人次，历时半年创作完成长篇报告文学《荆江巨变》。作品全景式展现荆州人民与荆江朝夕相处中对绿色生态的殷切呼唤，对人水

和谐的执着追求，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荆州保护长江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以期为读者捧出一部“万里长江美在荆江”的发展史、奋斗史和当代英雄史。

本报讯（记者李天然 夏雨彬 特
约记者张星星）根据省委关于开展党
员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
心实践活动和“解难题、稳增长、促发
展”企业帮扶活动安排，6月 8日，省
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雷文洁来到荆
州，深入我市企业和村（社区）走访
调研。

雷文洁来到松滋市八宝镇白水淌
村，实地调研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等地，
与村“两委”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雷文洁要求，要
立足资源禀赋，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着力提升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以高质量党
建赋能乡村振兴。

在湖北荣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雷文洁进车间、看生产、问发展，详细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随后召
开的座谈会上，雷文洁听取了企业发
展情况及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现
场研究纾困解难思路举措。雷文洁

强调，要紧盯企业发展需求，带着责
任和感情，扎实开展党员干部下基
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
精准发力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推动
惠企政策落地落细，为企业健康快速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充分发挥组织
部门职责，聚焦问题清单、任务清单、
效果清单“三个清单”，加强实践活动
督导，扩大实践活动覆盖面，确保实
践活动取得实效。

雷文洁还深入沙市区立新街道天

井渊社区，听取社区党组织和“一楼
两长”治理体系介绍，参观党员政治
生活馆。她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
体系的“神经末梢”，要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强化社区自治，深入开展美
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
发动群众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
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推动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共同建设美好
家园。

荆州市有关同志参加调研。

雷文洁在荆州调研时强调

提升党建引领力 纾困解难促发展

一条机耕道 一座“连心桥”
——沙市区观音垱镇人大代表第四小组开展“代表行动”纪实

□ 记者 万杨 特约记者 易卫东

全国第二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公布

湖北长江荆江段及洪湖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入选

本报讯（通讯员徐照 记者荆文静）6
月7日，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对第二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项目竞争性评审结果进
行公示，荆州市组织申报的“湖北长江
荆江段及洪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成功入选。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
理念，中央财政对地方开展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给予支
持。项目旨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实现
山上山下同治、地上地下同治、流域上
下游同治，要求各省申报项目不得超过
1个，中央财政将对每个项目给予不超
过2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

长江荆江段及洪湖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
施期限为2022至2024年，计划总投资

72.15亿元。该项目是荆州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示生
态文明建设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有力
抓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项目将围绕荆州全域“一江四区”
生态修复单元，系统实施10类工程39
个子项目，致力于打造全国平原区域江
河湖湿地群保护修复新样板，实现“山
清水秀、林茂田丰、湖净草盛、鱼美稻
香”的美好愿景。项目实施后，将有效
解决区域内长江岸线保护存在短板、湖
泊湿地生态系统退化、农田生态系统保
护不足、生物多样性受胁迫等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
24347公顷。同时，还将填补三峡库
区、湘江流域及洞庭湖“山水”项目之间
的空白，形成11万平方公里的整体生
态修复区，筑牢长江中上游生态安全屏
障，确保一江清水永续东流。

2021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5.40%

一层红砖、一层碎石，沙市区观音
垱镇天星观村十组的农田中间，一条崭
新的机耕道犹如一条绸带铺陈在大地
上，连接起一户户农家和翠绿的田野。

耕牛进得去、铁牛难进去——拖拉
机、旋耕机、割谷机等大型农机装备没
法下田，曾是天星观村农户最大的烦
恼。受条件限制，该村田埂路较多，机
耕道缺乏。“晴天还好，下了雨，路上全
是稀泥，农机、车辆陷进去，无法动弹。
运输农作物只能靠肩挑背扛。”十组村
民张昌权这些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建成
一条机耕道。

4月24日，沙市区观音垱镇人大代
表第四小组到天星观村开展联系选民
活动。正值春耕时节，张昌权心急火燎

地向代表们反映机耕道的问题。“路在
哪，带我们去看看。”话音未落，代表们
纷纷起身，跟着张昌权到田埂上实地察
看，并详细询问道路覆盖的农田面积、
辐射农户数量等情况。

作为农机进田“最后一公里”，机耕
道缺失可谓卡住了农业生产的“脖子”。
代表们随后与镇政府、村委会负责人商
议：建设一条机耕道连接周边的生产道
路，为农机、车辆顺利通行创造条件。

5月13日，观音垱镇人大代表第四
小组与镇、村干部再次到天星观村现场
调研。“修路费用有限，怎样把这笔费用
降到最低？”第四小组成员、天星观村党
总支书记朱莉抛出问题。沙市区人大
代表、湖北安程正拓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军立即表示：公司负责做工程，可
以免费为修路提供机器设备。

“我们可以动员村里的党员干部参

加，这样就能减少人工费用。”“变废为
宝，拆违治乱工作中的砖渣可以用于铺
设路基。”“用砖渣铺设的路基不够坚
实，还需要用一些碎石填平道路。”……
围绕“谁来修”“怎么修”等问题，代表们
展开热烈讨论，积极为修建机耕道出主
意、拿实招。

说干就干，村民们纷纷把自家闲置
的砖石捐出来，村委会负责收集拖运。
杨军代表则调来公司的挖机、铲车、碎
石转运车等机械进行作业，并自费3.68
万元购买碎石用于平整道路。

经过3天的紧张施工，一条400米
长、3.5米宽的机耕道建成，村内180亩
农田65户农户受益。

道路顺利完工，但代表们的工作仍
然没有结束。他们在前期调研走访时
发现，观音垱镇还有近300条生产道没
有打通农机下田作业的“最后一公里”，

如何复制天星观村修建机耕道的经验，
在全镇乃至全区进行推广，让机耕道

“田田通”，是他们面临的新课题。
5月31日上午，观音垱镇人大代表

第四小组又一次集合在天星观村，就修
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第3次调研，
征求各方意见，算好人工、材料成本账，
为推广建设机耕道寻找可行途径。

“深入基层一线，与老百姓交心谈
心，才能真正了解他们需要什么，进而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观音垱镇人
大主席陈尔彬说，一条看似平常的机耕
道，却涉及到种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观音垱镇人大代表第四小组成员、
沙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若文表示，全
区人大代表将在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
间畅通“民意窗”，架起“连心桥”，通过提
出意见建议、督办民生实事、开展专题监
督等方式，为解决相关问题献智出力。

下基层 察民情 解民忧 暖民心
人大代表在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周明强）6月8日，
市委副书记周向阳到松滋市检查长江
防汛并巡查松滋河。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
作要求，聚焦防汛重点，强化责任落实，
全面排除隐患，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
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松滋市堤防366公里，境内长江干
堤属荆江大堤首段，是长江流域涌入江
汉平原的首冲地带。周向阳一行先后
到松滋口和大口，对照水系图，详细了
解堤防险情处理、防汛物资储备等情

况，并对松滋河进行巡查。
周向阳指出，防汛工作事关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部
门要压紧压实责任，紧盯重点和薄弱
环节，密切关注天气、水情变化，着力
提高防汛精准度；要加强隐患排查，扎
实做好各类险工险段整险除险加固工
作；要完善防汛预案，加强物资和人员
储备，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要不断
改进和加强河湖长制工作，切实履行
各级河长责任，共同落实好护河管河
工作任务。

周向阳到松滋市检查长江防汛并巡查松滋河

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记者8日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2021年我国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5.40%，比
2020年提高2.25个百分点，继续呈现
稳步提升态势。

2021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
全 国 城 市 居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为
30.70%，农村居民为22.02%，较2020
年分别增长2.62和2.00个百分点。东、
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
30.40%、23.83%和19.42%，较2020年

分别增长1.34、2.82和2.70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为
37.66%，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
为 28.05% ，基 本 技 能 素 养 水 平 为
24.28%，较 2020 年分别提升 0.51、
1.61、1.16个百分点。

此外，本次监测结果还显示，全国居
民6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
为：安全与急救素养56.41%、科学健康
观素养50.01%、健康信息素养35.93%、
传染病防治素养27.60%、慢性病防治

素养26.67%和基本医疗素养26.05%。
其中，基本医疗素养、安全与急救

素养和传染病防治素养均有提升，科学
健康观素养、健康信息素养和慢性病防
治素养与2020年基本持平。

据介绍，本次监测内容以《中国公
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为依
据，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336个县（区）1008个乡镇（街道），监
测对象为15至69岁常住人口，共得到
有效调查问卷66676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