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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我们上门来给你做养老年审了。”“摇头、
低头、张嘴、眨眼，看镜头……”连日来，丹凤县商镇
东峰村工作人员到独居老人家中，帮助他们完成养
老资格年审，确保老人养老金能正常领取。

自 2024年度养老认证工作开展以来，商镇立足
本职，着眼大局，以辖区认证人员底数为抓手，在持
续巩固原有共享数据渠道的基础上，积极加强与丹
凤县社保部门的业务联系，聚焦认证关键环节，按照

“谋划从早、服务从优”的原则，确保认证工作科学规
范，全力守好百姓每一分养老钱。

“养老认证工作是每一名领取养老保险的人员
都要做的事情，关系到千家万户群众的切身利益。
我们在做好窗口常规服务的同时，挑选了一批经验
丰富、责任心强、能力突出的年轻人，组成镇村两级
联合工作组，通过走村入户，加强对全镇养老工作认
证的宣传和指导，对存在的‘疑难杂症’及时协调予
以办理，目的是让农村年纪大的人少跑路，及时领到
自己的养老钱。”商镇党委书记赵宏伟说。

为了做好今年的养老认证工作，商镇社保站一
方面通过微信群发布消息、入户走访、设点宣传等形
式广泛宣传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政策，提高村民
对养老认证的知晓率。另一方面以村委会便民服务
中心集中认证、“一对一”上门服务相结合的形式为
老人进行资格认证，提高认证效率，并耐心为前来咨
询的村民做好答疑解惑。

“感谢社区工作人员这么耐心细致地为我年审，
让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坐在家里也能享受到
这么贴心的服务。”类似这样感谢的话语，让工作人
员在辛苦付出的同时也收获了暖暖的感动。

一件小事暖人心，百件小事聚民意。商镇积极开展
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行务实之举、兴担当之风，通
过上门认证服务，既掌握辖区特殊困难群体的真实现
状，又帮助他们解决认证难题，有力地深化了“为民、便
民、利民”的服务宗旨，让群众见到实效、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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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10 日下午，在商南
县青山镇吉亭村活动广场，村民搬着
小板凳围坐在一起，一场以“各抒己
见、共谋发展”为主题的村民议事会正
在进行。

“今天，我们召开 12 月份村民议事
会，大家最近有什么难事、急事或者好
的意见建议都可以畅所欲言。”吉亭村
党支部书记杨立对大家说。

“咱们的通村路该修一修了，路面
坑坑洼洼，雨天容易积水，特别不安
全。”

“是啊，现在天气冷了，积水还容易
结冰，骑车特别容易打滑，太危险了。”

……
乡 亲 们 围 绕 基 层 治 理 、乡 村 振

兴、民生实事等方面提出建议意见，
你一言我一语，在热烈的气氛中共话
吉亭村目前发展存在问题和未来发
展的方向。

听到大家热情的发言，杨立顾不上
抬头，将大家的意见建议一一记在笔记
本上。他说：“大家伙儿提的都是我们
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群众心中的急
事、难事，我不仅要记录好，还要争取解
决好、落实好。”

大 家 口 中 所 说 通 村 路 是 村 民 出
行必经之路，由于年久失修，经长时
间的车轮碾压、雨水侵蚀，存在路面
坑洼不平、老化破损等现象，给村民
出 行 带 来 极 大 不 便 ，甚 至 成 了 大 家
的“心病”。

为解决这一民生问题，青山镇党委
班子联合县农村公路管理局、吉亭村驻
村工作队、吉亭村“两委”到现场查看情
况，共同商议，最终确定通过积极争取
上级支持、多渠道筹集资金等方式来保
障道路修缮顺利推进。

通过村委会自筹资金和县农村公
路管理局资金支持，2023 年 12 月，用
了半个月时间吉亭村就完成了长 10 公
里、宽 5.5 米的通村路修缮，昔日群众
的“烦心路”成了“暖心路”，赢得了大家
的称赞。

在做好道路品质提升的同时，青
山镇还聚焦群众关心的环境治理问
题，大力开展河道清淤、河岸绿化亮
化 、微 景 观 创 建 等 治 理 提 升 工 程 。

此 外 ，青 山 镇 全 面 开 展 农 村 人 居 环
境大整治，重点抓好农村垃圾处理、
污 水 管 网 改 造 和 村 容 村 貌 治 理 提
升，修建集中供水蓄水池 8 座并完善
供 水 管 道 ，在 常 态 化 开 展 国 家 卫 生
镇创建的同时，设置“红黑榜”考评，
环 卫 治 理 成 效 显 著 。 严 厉 打 击“ 两
违 ”现 象 ，维 持 依 法 用 地 秩 序 ，保 护
农 村 耕 地 。 多 个 村 建 成 村 级 公 园 、
微 景 观 ，亮 丽 的 主 题 墙 绘 也 为 和 美
乡村添彩。

“每次回到村里，都能看到变化。
河水清澈，岸边绿树成荫，步道干净整
洁，我们也更舒心了。”环境改善，村民
的感受最深刻，居住在青山社区的陈
先生说。

办 好 实 事 暖 民 心
本报通讯员 舒 娜

“呀！我的眼前亮起来了！”搬迁安置户张春莲戴上志愿者送
来的老花镜感叹不已。

1月1日，在“银天使送光明”活动现场，和张春莲一起拿到老花
镜的还有商州区杨峪河镇楚山社区200多名60岁至70岁的居民。

张春莲高兴地说：“我今年 61 岁，从金鸡村的山里搬来的，去
超市买个东西老看不清价格，穿针引线都是问题，原来是老花眼，
你们送的眼镜一戴看啥都清楚得很，这下方便多了，谢谢你们啊！”

搬迁安置的群众从大山深处到了新的小区居住，居住条件和
生活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0 岁到 70 岁之间的老人改善视
力成了适应新生活的一个迫切需求。“银天使送光明”活动是商洛
彩虹公益中心通过走访了解搬迁安置群众生活需求后，积极对接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设计执行的一个公益服务项目，旨在帮助群
众融入乡村振兴阶段的新生活环境，让他们搬得出、住得稳。

驻楚山社区工作队第一书记赵少斌说：“我们这小区有来自
15 个镇（街道）的安置户，社区里以老人居多，老花镜的发放对老
人们生活起到了很大帮助，像买菜、看社区通知之类的事都需要老
花镜来协助。”

“银天使送光明”活动是 2022 年 12 月开始在商洛落地实施的
公益项目，目前，已经分别服务了洛南县和商州区的 8 个村（社
区）。项目实施以来，为 1 万多名老人免费开展了视力普查，已经
有 1500名老人拥有了适合自己的老花镜。

银 天 使 送 光 明
本报记者 杨 鑫

隆冬时节，站在位于秦岭深处的洛南县张坪水库堤坝
之上，抬眼望去，在暖阳的沐浴下，一潭碧波宛如一块晶莹
剔透“绿宝石”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堤坝之下湿地深处水
鸟翻飞，堤坝不远处平整的稻田纵横交错，已经为来年耕种
做好了准备。

张坪水库枢纽工程作为陕西省、商洛市“十二五”重点
水源工程，也是洛南县近年来最大的民生水利工程项目。
张坪水库位于伊洛河干流上游，地处洛南县保安镇八道河
村二道河，是一座以城镇供水和农业灌溉为主，兼顾防洪、
生态保护的综合性调节水库。水库总库容 995 万立方米，
联合洛惠渠现有 3 座水库调蓄，年供水量 2169 万立方米，
有效解决了 20 公里梁塬及县城近 20 万群众生产生活用
水及产业发展问题，是继洛惠渠之后又一造福洛南人民的
惠民工程。

缺水 梁塬人心中的痛

“昔日吃水真发愁，如今自来水到灶头；民心工程政
策好，幸福生活在后头。”这是洛南县永丰镇刘村村民念
的顺口溜。

1 月 9 日，在洛南县梁塬之上的村庄，处处洋溢着幸
福。一座座蔬菜大棚拔地而起，一个个牛羊养殖场已具规
模，安全饮水工程随处可见，清冽的“甘泉”哗哗流进农家
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然而，在张坪水库等供水安全工程实施之前，这里还是
另外一番景象。

“苦瓜梁塬黄柏川，吃水更比吃油难”，这是过去梁塬群
众吃水困难的真实写照。分布在洛南县城以北的梁塬丘陵
起伏连绵 20 多公里，覆盖保安、永丰、四皓、城关等 6 个镇

（街道）52 个村。梁塬极度缺水，过去群众日常用水全靠涝
池集雨，水质、水量都难以保证，遇到旱季，群众要到塬下 5
公里外的伊洛河挑水，那时候这里人都说水比油贵。

而位于梁塬坡下的伊洛河水常年四季白白流掉，而且
每逢暴雨季节，洪水泛滥、吞没良田、危害群众，梁塬人却只
能“望水兴叹”。

1958 年，洛南县决定修建洛惠渠，从伊洛河上游张坪
峡谷引伊洛河之水上梁塬。历时 3 年，洛南人民在几乎没
有任何测量工具和现代化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
难、战天斗地，硬是在地势险恶、石质坚硬的悬崖峭壁上凿
出了一条人工河，修建了盘曲在悬崖峭壁上长 63 公里、宽
深各 1.7 米的洛惠渠，相继修建了李村、辛岳、鼓楼河 3 座水
库，并进行除险加固和节水改造，有效缓解了沿途镇村及县
城耕地灌溉和安全饮水问题。

伴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至 2011 年年底洛南梁塬及
县城人口急剧增加，由原来的 8 万人增加到近 20 万人，农业
产业由原来的主产小麦玉米调整为以烤烟、大棚蔬菜等经

济作物为主。仅靠 50 年代修建的洛惠渠自流引水功能，已
远不能适应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洛惠渠进口
处为低坝溢流式引水，渠道用水直接引自河道，取水保证率
低，稍遇干旱季，洛惠渠就会出现供水不足甚至断流现象，
导致群众生活用水无法得到保障，特色产业发展受到严重
制约，加之近年来洪涝灾害不断，修建一个新的水利工程迫
在眉睫。

破局 修建饮水工程

“如何破局？”还是要利用伊洛河水。于是，在保安镇
八道河村洛河峡谷地带修建一个库容 1000 万立方米左右
的水库，蓄起伊洛河水的构想应运而生。然后将洛惠渠进
口深埋在水库之下，无论旱季涝季都能满足下游供水需
要，同时还能有效调节伊洛河水位，避免出现暴雨洪涝，有
效保护生态。

水不兴，梦不止。为了让这一夙愿变成现实，洛南县
的建设者勇毅前行，一代一代接续奋斗，将手中的“接力
棒”往下传。

2003 年，洛南县水保局委托陕西省水环境勘测设计研
究院进行张坪水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并进行咨询

评估，上报省水利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发改委。2008 年 7
月，省发改委对张坪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立项，
2011 年 5 月批复了初步设计，2011 年 6 月张坪水库进入实
施准备阶段。

2010 年 的 冬 天 ，张 坪 水 库 即 将 建 设 的 消 息 ，在 洛 源
镇、保安镇的五龙、八道河等村迅速传开，平静的山村变得
不安起来。

水库蓄水后将淹没保安、洛源两镇 3 个村及 3 公里的洛
霸道，要顺利施工，必须先妥善安置好群众。

“我在这里生活那么多年，不想搬！”“政府把我们的土
地征了，我们吃什么？”不舍、猜疑、对立……一个个矛盾和
难题横亘面前，绕不开、躲不掉。这一年，张坪水库建设工
程指挥部站在风口浪尖上。

“必须啃下这块‘硬骨头’，确保工程如期启动。”2010
年 10 月 8 日，洛南县成立由县长任组长的张坪水库及水电
项目建设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从县纪委、发改、水利、城建、
国土、交通等部门抽调 20 多名骨干人员，全面推进张坪水
库建设工作。

大山深处，一场硬仗全面打响。一张张宣传图画贴在
了村里显眼的地方，一本本宣传手册发到了每一户村民的
手中，一条条鼓劲振奋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矛 盾 在 贴 心 暖 肺 中 化 解 ，工 作 在 坦 诚 相 待 中 推 进 。
2011 年 6 月 10 日，张坪水库导流洞和临时供水洞相继开
工，标志着张坪水库工程正式破土动工。随后，138 户 419
名群众全部集中安置到了四皓街道小渠川口移民安置小
区，确保了群众生活无忧。

2012 年 3 月 25 日，绕坝公路开工建设；
2013 年 7 月 10 日，枢纽大坝工程开工建设；
……
大型挖掘机不停摆动，推土机伸长“手臂”，建设场面热

火朝天。各相关单位、部门紧盯目标、倒排工期，集中力量、
全力冲刺，致力打造精品工程。

2011 年 10 月 20 日，导流洞和临时供水洞全线贯通；
2015 年 1 月 10 日，绕坝公路全面建成通车；
2016 年 12 月 28 日，大坝进行落闸蓄水；
2021 年 1 月 21 日，张坪水库大坝枢纽工程通过验收。
人心齐，泰山移。在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历时 5

年，累计完成投资 2.64 亿元，张坪水库终于建成。

证明 造福一方百姓

“下闸蓄水！”2016 年 12 月 28 日，张坪水库彩旗飞扬、
礼花绽放，下闸蓄水仪式隆重举行，随着水库闸门的缓缓落
下，清澈的河水迅速在库底汇集。

这一天，五龙、八道河的村民纷纷赶来，看着世世代代
居住过的地方即将沉入水底，他们除了不舍外，更多的是对
新生活的向往。

张坪水库与洛惠渠灌区内已有的李村、辛岳、鼓楼河 3
座小型水库联合调蓄，年供水量 2169 万立方米，较修建前
增加供水量 1752 万立方米，共同承担起县城水厂、梁塬水
厂及沿线村庄的原水供应及调节任务，满足梁塬地区 6 个
镇 20 多万群众生活用水及 13.6 万亩农田灌溉的需要。

同时，张坪水库在防汛抗洪方面发挥着巨大效应，当水
位处在汛限水位以下时拦蓄洪水，水位在汛限水位至堰顶
以下时，由泄洪冲砂孔调节，当水位超过堰顶时，由泄洪冲
砂孔、溢流坝联合泄洪，保障伊洛河沿线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张坪水库建设按照水库枢纽按 50 年一遇洪水设计，
500 年一遇洪水校核，水库校核洪水位 1121.62 米，正常蓄
水位 1120 米。

2021 年 7 月 23 日，张坪水库经历了最大泄洪调度，最
高水位达到 1121.75 米。据统计，伊洛河“2021·7·23”特大
暴雨洪水，是洛河流域自 1919 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入库洪
峰流量为 500 年一遇洪水，张坪水库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保
护了下游群众的生命安全。

蓄得碧波惠民生。7 年来，张坪水库对促进洛南县工
业、农业产业、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润泽一方水土，造福一方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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