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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超才

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生

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要素是综合

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

源。”安徽省亳州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上述讲

话精神，充分发挥地方文化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促使本地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确

立了以地方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

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地方特色文化的快速发展，

而且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源头产业。

彰显地方人文情怀 精心绘制本地规划

地方特色文化是地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

精神财富，是地方的血脉与灵魂，是该地区区别于其他

地区的基本特征，对地方发展起着重大推动作用。按照

建设未动规划先行的规律，融本地文化于城乡规划之

中，精心绘制本地发展蓝图，是地方科学发展的基础和

前提。不管是城乡总体规划还是单项规划，都要突出地

方文化内涵，体现地方文化特色，这对今后文化产业全

面普及和发展，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结合亳州实际，就是发展亳州地方文化，即“以曹魏

文化为本、道源文化为魂、中医药文化为体、酒文化为

骨、尚武文化为气、生态文化为脉”的地域文化，并以此

统领全市城乡规划。为此亳州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以下

措施：一是根据市县特点，确定各自文化定位。委托国

内甲级规划院，以历史遗迹遗存为基础，结合地方历史文

化传统，科学规划，制定亳州特色文化城市建设总体战

略。根据三县特点，分别确定涡阳、蒙城、利辛的文化发展

定位为“老子文化名城”、“人文蒙城”、“生态原乡”。二是谋

划地方文化载体，规划建造文化主题园区。谋划以亳州历

史文化、中国道源文化、中华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中国酒

文化、“涡河——茨淮新河”田园休闲文化为内容的五大综

合体，依托四大主题园：尉迟寺——中华氏族部落文化园、

曹魏风韵——建安风骨主题园、亳州民俗大观园、核心价

值观精神文化体验园，建造中国亳州道家文化传承创新

区、中华中医药文化生态示范区，重点打造文化旅游休闲

城、涡河人文生态旅游发展带、中国道源文化旅游区。

整合地方文化资源 改善村镇居民环境

在其他地方，城市建设雷同现象突出，城市多以钢筋混

凝土丛林式的冰冷面孔出现，缺乏应有的温情，缺乏自己的

血脉，缺乏文化自觉。有的地方甚至不惜拆除古物古迹，大

搞造城运动，毁坏了古物古迹及周边环境，造成无法挽回的

损失。面对现实，如何破解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传承保护

这道难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

亳州市结合实际，深入挖掘、整合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采取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促保

护，融地方特色文化于城乡建设之中，因地制宜，合理利用

水资源，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形成有利

于古物古迹保护的和谐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氛围。采取

了融地方特色文化于城市硬件建设之中。在新区建设过

程中，他们以汉魏风格精心设计、打造一批标志性建筑，彰

显了地方文化特色，凸现了城市个性。在旧城改造过程

中，按照修旧如旧、合理创新的思路，保持还原了明清老街

原貌，延续了城市的文脉。在文化项目建设过程中，坚持

在开发利用中保护、在市场交流中传承的原则，建成了一

批具有本地文化标识的公园广场，体现了城市的人文关

怀，增加了城市魅力。

建设美丽亳州 增强城乡人文交流

按照国家标准，完善工作方案，细化任务，分解指

标，健全考核机制，强力予以推进；要做好“水绿”城市。

按照“宜居亳州”目标，编制城区水系沟通规划，加强城

市水系治理工作，积极推进引淮济亳、引涡入城等工程，

盘活城市水系；拆墙透绿，规划建造一批大型水体公园，

营造平原滨河城市的秀美风光；要抓好村镇基础建设。

依托地方文化，改造、提升古井等 9 个集镇。据悉，2013

年新建 26 个重点示范村全部完工，2014 年新建 28 个重

点示范村已基本完成。2013 年该市在安徽省美好乡村

建设评比中勇夺桂冠。

在目前城镇化浪潮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

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难题。如何解决

这一难题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艰巨任务。切实可

行的方法是发挥文化的独特作用，即“以文化人”，融地

方特色文化于城乡管理之中，既提升城市品位，又提高

市民素质，以实际行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使文化的软实力变为经济的硬实力。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推国学经典进社区

近年来，亳州市积极打造绿色城市，倡导文明精神，以

建设有充满活力的亳州发展为目标。适时开展践行核心价

值观大家谈活动，提高市民的认同度。提炼以“厚德、务实、

创新、奋进”为内容的城市精神，引导广大市民自觉践行。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

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

力。”通过学习和引导广大市民，要自觉遵纪守法、文明

生活，通过学习等创建活动，涌现了最美孝心少年袁德

旗等一批道德楷模。2011 年，该市谯城区荣获“全国长

寿之乡”称号。2013 年亳州市被评为全国幸福城市 20

强。2014 年亳州市谯城区蒋楼村荣获全国民族团结模

范集体称号。 （作者单位：中共亳州市委办公室）

优化人居环境 提高城市品位
——安徽省亳州市建设特色文化纪实

（上接13版）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全力服务工程建设

丹江口大坝加高后，坝顶高度由原来的

162 米提高到 176.6 米，正常蓄水位由 157 米

提高到 170 米，水域总面积增加到 1050 平方

公里，其中淅川水域面积 506 平方公里，占

整个库区水域面积的 49%，总库容达到 290

亿立方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输水总干渠

全长 1432 公里，其中从渠首到北京团城湖

长 1277 公里，天津干线长 155 公里。总干渠

设计流量为每秒 350 立方米，加大流量时每

秒为 420 立方米。

淅川境内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包括渠

首枢纽工程和总干渠淅川段工程。渠首枢

纽工程于 2009 年 12 月开工，工期 42 个月。

2012 年 9 月 24 日大坝混凝土浇筑全面达到

坝顶高程 176.6 米，具备挡水条件。2014 年

9 月 27 日至 29 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组织开

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通水验收，2014 年

12 月 12 日，中线工程正式通水。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淅川县着力创优施

工环境，广大建设者夜以继日、克难攻坚，确

保了工程快速推进。渠首枢纽工程建设拆

迁共涉及九重镇陶岔村 62 户 356 人，需拆迁

房 屋 面 积 15142.9 平 方 米，完 成 征 地 360.6

亩。接到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下达的

征地拆迁任务之后，淅川县展开了一场声势

浩大而又快速高效的拆迁行动：原定 40 天

的拆迁时间，只用了短短 10 天，创造了令人

称羡的“渠首速度”，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

评价。

移民拆迁党员带头 无私奉献舍家为国

郭廷兴是陶岔村委会副主任，他家 8 间

房屋位于陶岔街中心位置。2009 年 6 月 10

日，淅川县动员会后第二天，他就开始租房

子搬东西。“为了国家工程建设，牺牲一点个

人利益也值了！作为党员干部，我要为拆迁

群众带好头！”11 日上午，他将家中物品全

部搬清，率先将房屋交给指挥部拆除。党员

干部用实际行动为拆迁群众树立了榜样，在

郭廷兴的带动下，当天就有 20 户搬迁。广

大拆迁群众顾全大局，主动支持工程建设。

他们是渠首最可爱的人！

全长 14.435 公里的南水北调中线总干

渠淅川段，征迁安置涉及九重镇 19 个村、6

个单位、2 个企业。需拆迁房屋面积 5.03 万

平方米，征地 1.63 万亩，拆迁涉及居民 114

户 643 人，需建集中安置点 2 个。2010 年，

当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征地拆迁拉开序幕

后，九重集镇村民王保卫亲自动手拆掉自

己居住多年的三间门面房，率先把土地交

给了指挥部，在他的带动下，其他住户纷纷

拆掉房屋。

依法关停治污企业 确保清水淅川要务

淅川县县长赵鹏说：“保护水质是淅川

第一要务。我们忍痛割爱，为了呵护一江碧

水，从 2003 年起，淅川县不等不靠，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和气魄，主动淘汰落后产能，对

泰龙纸业等 350 家冶炼、化工等企业实施关

停并转，累计经济损失达 150 多亿元，县财

政收入为此伤筋动骨，曾一度下滑 40%！”

丰源氯碱有限公司是淅川一家年销售

收入上亿元的化工企业，员工 400 名，由于

生产用水影响丹江口库区水质，2013 年 7 月

份，企业被县里勒令关停并拆除。这次关停

使企业遭受巨大损失，大批职工下岗。看着

多年的打拼付诸东流，公司总经理郭新彦潸

然泪下：“这一关停，俺至少有 7000 万元打了

水漂啊！但为了送北京的水更加清澈，咱必

须敢于担当这份责任啊！”据悉，淅川县先后

否决 40 多个有污染的重大项目，加大了节能

减排投入，支持企业上马污水处理设施，实现

环保生产。淅川丹江减振器有限公司，一座

投资 2000 多万元污水深度处理设施已投入

使用。公司董事长魏红彦介绍，为确保水源

地水质免受污染，他们在处理污水已经达标、

可直接用于农田灌溉的基础上再进行深度

处理，以此实现排出水无任何污染。

取缔库区网箱养鱼 全民动员护水整治

淅川县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上世

纪 90 年代，渔民依托丹江口水库，发展网箱

养鱼致富，网箱养鱼成为库区移民的一项支

柱 产 业 。 据 了 解，淅 川 县 网 箱 养 鱼 41729

箱，涉及养殖渔民 8000 余户，从业人员达 2.8

万人，2013 年仅鱼产值达 15.8 亿元。

2014 年初，为确保水库水质安全，网箱

养鱼对丹江口水库水质也会造成一些污染，

为不留死角，彻底解决水污染问题，淅川县

决定依法取缔网箱养鱼。仓房镇党子口村

的刘明瑞是该村网箱养鱼第一人。十几年

来，在她苦心经营下，网箱数量由最初 10 个

发展到 280 个，年产值百万元。刚开始干部

向她宣传拆除网箱政策时，她说啥也不同

意。后来，她思想发生了变化。“拆掉网箱就

断了财路，说实话真是舍不得，但南水北调

是大事，我们不能为了小利坏了大事。”像刘

明瑞一样，淅川渔民默默地拆掉了养家糊口

的网箱，只为一库清水北流。

推广生物有机肥料 助推湿地保护项目

围 绕 解 决 库 区 水 质 含 氮 超 标 和 面 源

污 染 问 题，淅 川 县 大 力 推 广 生 物 有 机 肥。

为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淅川县源科生物和

绿 新 公 司 两 家 企 业 把 节 约 资 源 、保 护 环

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品质当作

企 业 的 历 史 使 命，致 力 于 生 产 出 功 效 好、

无污染的生物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等新

型 肥 料 。 据 悉，2014 年，淅 川 县 推 广 施 用

生 物 有 机 肥 5 万 亩，配 方 施 肥 40 余 万 亩，

减少纯氮用量 50 多万公斤。目前，全县无

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达到 98.7 万亩，居南

阳市之首。

为治理农村污水，淅川县启动了人工湿

地建设项目，建成了一批集污水治理、生活

垃圾处理、生态休闲观光于一体的人工湿

地。为减少人畜粪便污染，淅川县采取以奖

代补的办法，推进农村沼气“一池三改”，已

累计建设 3.9 万座。水源地水质保护，以生

活污水和垃圾处理为要。为了减少农村生

活污染，淅川先后投资 5 亿多元，建设城区

污泥处理设施 1 个、垃圾处理渗滤液设施 1

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11 个、垃圾处理设施

项目 13 个，辐射全库区的乡镇，为一渠清水

永续北送提供了有力保障。

让护水行动进社区 让水文化走进家园

2013 年 7 月，淅川县启动了全民护水行

动，财政每年拿出 2000 万元专项资金，组建

了总人数为 2000 人的护水队，负责清理水

面漂浮物，打捞清理河岸垃圾。

张 小 伟 是 丹 江 岸 边 一 位 普 通 农 民 。

几年前，他东拼西凑购买了一条价值 12 万

元 的 游 船，并 在 船 上 办 起 餐 馆，年 收 入 达

10 多 万 元 。 但 在 船 上 生 活 对 库 区 水 质 安

全带来一定污染。2013 年 6 月，他主动响

应县里号召，关闭了餐饮船只。他还报名

参加了库区护水队，承担起捡拾库周垃圾

的 任 务 。 他 说，“ 虽 然 放 弃 餐 饮 经 营 使 我

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能为京津人民吃上

放心水做点贡献，我心里感到很自豪。”像

张小伟一样，淅川县越来越多的人正加入

到“洁净丹江水、呵护水源地”全民护水行

动中来。

当进入后移民时代 淅川将面临新挑战

中共淅川县委马良泉说，淅川既要保证

丹江口库区清水调往京津大地，又要保证县

内 10 万移民和其他群众致富，这成为摆在

淅川县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发展是第

一要务，生态是第一责任。淅川县要牢固树

立‘把丰碑刻在青山上、把政绩溶在碧水里’

的发展理念，找准水质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

合点，以发展生态经济为主线，以建设渠首

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为载体，大力发展生态

经济，谋求可持续发展，确保让京津冀人民

喝上放心水。

淅川县县长赵鹏介绍说：“为加速推进

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淅川县用市场化机制刺

激产业经济发展。县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

推进茶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

件，大力扶持发展金银花、茶叶、竹柳等生态

产业，并从资金扶持、品牌认证、基地建设等

方面给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我们对连片

发展茶园 100 亩以上的农户，前 3 年县财政

每亩每年补助 300—500 元，成活后再给予

1000 元 的 苗 木 补 贴 。 金 融 部 门 每 年 提 供

5000 万元以上的信贷资金，支持 100 亩以上

的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财政贴息 50％，贴

息 3 年。”这优厚的政策“红包”，极大调动了

企业参与生态农业的积极性，吸引了 65 家

企业进驻淅川，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

模式发展生态农业，投资金额达 30 多亿元。

优化林业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淅川县林业局局长武建宏向记者介绍

说,“为有效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县里创新

造林机制，通过公开招标的办法，实行合同

造林、专业队造林等，保证了造林质量，使树

苗成活率大大提高。目前，全县活跃着 35

支造林专业队，每年造林成活率达 90％以

上，造林合格面积连续 6 年位居全省县级第

一位次。生态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淅川县

30 多万亩荒山尽披绿装。”截止目前，全县

初步建成了竹博园、泓森植物园等标准较高

的精品示范园 10 个，高效生态农业发展面

积达 18 万亩，年产值达 6 亿多元，20 万农民

由此端上了“绿饭碗”。

该县还大力推动水土保持工作，先后实

施了长治工程、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

重点防治工程、小农水重点县等水保项目，

对境内丹江、鹳河等 56 条中小流域进行综

合整治，治理总面积 970 平方公里，治理区

植被覆盖率达 58%，年减少土壤流失 210 多

万 吨 。 启 动 了 环 丹 江 水 库 生 态 隔 离 带 项

目 。 在 水 位 线 150 米 至 库 区 第 一 山 脊 线

1000 米以内的区域，实施水草带、芦苇带、垂

柳带等“五带”生态建设，形成了环库一道道

绿色护水屏障。“生态林业的蓬勃发展，不仅

富民强县，更为丹江提供了生态屏障。种竹

柳是“治污能手”，不仅能吸收水和污泥中的

磷素、硝态氮等污染物，还能分解土壤中的

重金属；软籽石榴、湖桑、茶树根系发达，可

以保持水土，是防止土壤中氮磷流失的有效

武器；金银花根系繁密发达，种植时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具有独特的固土保水作用。

改革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富民生态强县

中共淅川县委书记马良泉说：“确保一

江碧水永续北送是淅川今后的永恒课题。

中线工程通水后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树

立水质至上、生态为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以

水质保护为主线，持续推进美丽渠首建设，

精心呵护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安全，实现水清

民富县强目标。”

近年来，淅川县大刀阔斧调整工业产业

结构，以淅铝工业园、淅减工业园、福森新

能源、中原轻工创业园四大产业集群为重

点，积 极 上 马 一 系 列 生 态 项 目，实 现 产 业

转型升级，为渠首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建

设提供强力支撑。依托淅铝集团，淅川县

围绕铝深加工做文章，支持企业加强引进

合 作，抱 团 发 展，加 速 打 造 铝 工 业 产 业 集

群 。 随 着 铝 铸 轧、冷 轧 铝 板 带、双 零 精 箔

等铝精深加工项目相继上马，该集团已形

成 了 全 国 唯 一 从 铝 冶 炼 到 加 工 产 业 完 整

链 条 模式，去年产值突破 120 亿元，稳居全

国民营企业 500 强。

在森林植被方面，淅川县造林面积每年

以 15 万亩以上的速度增长，森林覆盖率由

几年前的 32.8%，提高到现在的 45.3%；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全年保持在 300 天以上。丹

江口水库的水质已连续 7 年稳定保持国家

二类饮用水标准。

时下的淅川，水碧天蓝，生机盎然，既

有 绿 水 青 山，又 有 金 山 银 山 。 在 淅 川 县，

生 态 保 护 与 经 济 发 展 的 和 谐 统 一 得 到 了

完美诠释。

弘扬移民精神 确保清水北送
——走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河南省淅川县

淅川县委书记马良泉淅川县委书记马良泉（（左二左二））走访香花镇网箱养鱼渔民走访香花镇网箱养鱼渔民。。高高 帆帆 摄摄

绿化荒山绿化荒山 保护生态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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