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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候鸟飞临大沙
河，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又热闹
起来。岸边，金黄色的银杏林
中，市民悠闲漫步。这条昔日
的臭水沟，如今蝶变为“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河、幸
福河。

气温骤降，无法阻挡市民
走进天河公园健身。在南水北
调总干渠两侧建成的这座长达
10公里的开放式带状公园，既
为市民提供休闲健身好去处，
又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送。

今年，我市14万农村居民
拧开水龙头，干净卫生的城市
自来水哗哗流淌，这得益于城
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实施。

……
以上景象，是我市实施

“四水同治”的生动例子。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
“四水同治”作为践行新发展
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
举措，强力推进。今年9月，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里，再次
提到实施“四水同治”、改善生
态环境的决策部署。

那么，我市“四水同治”已
取得哪些成效？未来将如何
开新局？11月 23日，市水利
局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介绍。

近年来，我市以省、市“四
水同治”重大工程为示范引
领，强力推进总投资289亿元
的“四水同治”工程建设，三年
计划完成投资195亿元，目前
累计完成投资182亿元，“清水
绿岸、丰枯调剂、多源互补、循
环通畅”的生态水系正在加快
形成。

全力服务省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为确保小浪底北岸
灌区、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
灌区两个省重大水利工程顺
利推进，我市成立了市县两级
工作专班，全力服务骨干工程
土地组卷、征地拆迁、环境保

障等工作，加快推进配套工程
规划建设。

精心打造市“四水同治”
重大工程。以南水北调城区
段绿化带、大沙河生态治理为
示范，全力推进“四水同治”重
大工程建设。南水北调城区
段目前已成为中心城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大沙河由昔日
的臭水沟、洪涝河蝶变成天鹅
起舞的“栖息地”、游人如织的

“打卡地”，受到了水利部和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肯
定。完成投资3.29亿元，重点
实施了老蟒河、共产主义渠等
16条中小河流治理项目，清淤
疏浚河道90公里，提高了河道
行洪能力。

扎实开展河湖专项整治
行动。整治河湖问题超千处，
全市河湖环境明显改善。完成
了3条中型河道和17条小型
河道的划界确权工作，明确了
河湖管控边界。积极推进孟州
市黄河河道采砂试点建设，打
造了全国首个黄河规范采砂
样本，规范合法采砂工作。

全面启动城乡供水一体
化工作。全市共谋划城乡供
水一体化项目10个，覆盖全市
52个乡（镇）1106个村177万
农村人口，总投资 28.47 亿
元。2021年度建设任务已近
尾声，全市已实现城市自来水

管网延伸入村46处，14万农
村居民吃上了干净卫生、水质
更优的城市自来水。我市力
争到2023年年底前，实现城乡
供水“同源、同质、同服务”，实
现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同等
享受优质安全洁净的饮用水。

高要求抓好灾后恢复重
建。针对今年汛期我市遭遇的
两次特大暴雨洪水中受损的度
汛工程和防洪排涝体系暴露出
来的短板弱项，我市谋划10个
防洪能力提升项目。目前，10个
防洪能力提升项目已全部录入
市发展改革委防灾减灾项目
库。

目前，我市完成了第三次
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摸清了
全市水资源家底。编制了全
市现代水网规划，明确了“十
四五”及中长期全市“四水同
治”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及
重大工程，细化了“任务书”和

“路线图”。
未来，我市将高效利用水

资源，系统修复水生态，综合
治理水环境，科学防治水灾
害，开创“四水同治”新局面。

图① 丹水通南北，清流
润山阳。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图② 市民在提升改造

后的大沙河畔赏风景。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绘就“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新画卷
本报记者 李晓军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很多市民都是看着《红岩》
《红旗谱》长大的，如今，这些
红色书籍依然激励着一拨
又一拨读者。近日，市民张
勇发现位于市新华街旁的
百年焦作城市书屋有“红色
书籍专架”后，就常常来这
里读书，感悟书中的理想信
念、领悟自我提升的方法。

“特别喜欢看这些红色书
籍，让人内心纯净，不忘初
心。”昨日，张勇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百年焦作城
市书屋的“红色书籍专架”
里陈列着《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习近平在宁
德》《习近平扶贫故事》等书
籍，不少读者求知若渴，来
阅读这些图书。

市新华书店一楼，C区
位置集中展示红色经典读
物，宣传党的百年光辉历
程、弘扬革命传统和红色精
神，为广大读者打造家门口

的“红色知识充电站”。记
者看到，这里很多读者带着
笔记本，边翻阅这些红色读
物，边做笔记。在市新华书
店最新一期的图书销售排
行榜上，《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公报》《习近平法治
思想概论》《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
史》等处于领跑位置。

近日，在孟州市西虢镇
莫沟村的农家书屋——老
苗图书馆，不少市民通过亲
子阅读的方式，陪孩子来这
里看红色读物，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据报道，
3月中旬以来，孟州市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在图书
馆、农家书屋、新华书店等
场所开辟“党史学习教育”
主题阅读区域（读书角）、推
荐红色经典书籍等方式，打
造了320处红色阅读空间，
积极推广红色阅读活动。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
11月22日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小雪，这一天，乘坐K1路
公交车的乘客惊喜地发现，
车厢每一个座位上都放着一
个棉坐垫。寒冷的冬季，小小
的棉坐垫暖暖的，很舒适。

22日 7时，市民刘红
如往常一样乘坐K1路公交
车上班，上车后感觉车厢与
以往不同，坐到座位上时暖
暖的。这时，她才注意到车
厢里每一个座椅上都有一
个蓝色的棉坐垫。原来，K1
公交线路路队长赵玉民为
了提升乘客的舒适度，特意
购买了210个棉坐垫，让乘
客在车厢里度过一个暖冬。

K1路公交线路贯穿人

民路，也是外地游客从焦作
西站到市区的主要线路。
该线路现有公交车7辆，驾
驶员13人，路队长赵玉民
是省劳模，曾获得2019年
度全国“最美公交司机”荣
誉称号。

几天前，我市迎来入冬
后的第一次寒流，赵玉民自
费购买了210个棉坐垫，利
用下班时间，他带领该线路
所有驾驶员给棉坐垫缝上
绳子。13名驾驶员忙活了2
天，终于赶在小雪这天，将
棉坐垫全部固定在座椅上。

“这条公交线路的驾驶
员服务态度都特别好，也非
常细心，给他们点赞。”刘红
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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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读物受欢迎

K1路公交车上
210个棉坐垫温暖乘客心

参观“天河”风光，聆听调水故事，激发创业热情……11
月20日，示范区工委统战部组织该区新联会会员参观调研
南水北调·天河公园。

本报记者 李晓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