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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幕还有5天

>>>第5版

湖北日报讯（记者余宽宏、通讯
员石琰鑫、张恒）9月3日下午，湖北
日报“卫星看‘南水’润民十年间”全
媒体采访在汉江师范学院启动。全
媒体报道团队从十堰出发，沿着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这条输水生命线，联合
沿线省级党报，踏访10年来一泓清
水如何润泽沿岸。

2014年 12月 12日，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通水，核心水源区湖北十堰
与京津冀豫沿线26座大中型城市

“千里亲缘一水牵”。10年来，奔腾

的汉江水不舍昼夜，从武当山下一路
向北，穿越中原，直抵津京。截至9
月1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
北方送水超667亿立方米，惠及沿线
1.08亿人。清澈的“南水”不仅流进
千家万户，也给沿线的河湖水系注入
强劲的复苏动力，滹沱河成为“百鸟
天堂”，白洋淀水清岸绿景美……一
幅幅“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鱼翔浅
底”的生态画卷尽情舒展，中线工程
沿线也成为美丽中国的靓丽风景线。

10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给

北方受水区的生活、生态和生产带来
哪些变化？水源地和沿线干部群众
如何保水护水节水？报道组将深入
京津冀豫沿线26个受水城市，既借
助卫星视角看变化，更和沿线省级党
报记者一起深入实地，以现场探访、
面对面访谈、图集、视频、创意海报、

记者VLOG等多种形式，共同展现
10年来沿线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动案例。

即日起，本报将刊发报道组行进
式全媒体报道，同步推送湖北日报客
户端、湖北日报官方微博及海外社交
平台账号，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纪官升（左）和尼玛格桑（右）在湖北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教学楼共同
演唱《烛光》。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璐 吴宇睿 摄）

解决拿地难、成本高、流程繁

湖北项目建设“五办”经验获全国推广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丽琼、通讯员

肖潇）推行工业用地“五证同发”，为重
点项目设首席服务员……9月8日，在
福建厦门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营商环境
论坛”上，我省项目建设“五办”服务模
式入列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大创新实
践案例，并将在全国推广。

2022年起，项目建设“五办”服务
模式在宜昌开展试点。宜昌市通过集
成办、集约办、容缺办、智慧办、精准办，
将原本管理项目建设变为服务项目建
设，为解决“拿地难、成本高、流程繁”等

问题找准突破口。
例如，宜昌对城建中的城市建筑小品

等4大类项目豁免发放施工和规划许可，
共豁免办理540个既有建筑加装电梯、90
个农贸市场改造、186个环卫设施提升等
项目，通过容缺办让民生项目真正惠民
生。该市还设置136名“首席服务员”，为
重点项目全程提供“伙伴式”服务，总投资
逾百亿元的宜都东阳光低碳高端电池铝
箔项目22天达到进场施工标准。

一系列制度创新加快推动项目建
设。2023年，宜昌全市新签约亿元以

上项目993个，协议总投资7173.8亿
元，超额完成全年目标，签约项目个数
及投资额均居全省第三。

省营商办负责人介绍，湖北坚持以控
制成本为核心，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
纵深推进营商环境革命，优化营商环境

“29条”、流程图、“五大行动”等系列政策
措施相继出台。全省政务服务事项可网
办率达99.8%，九成以上事项可全程网
办。随着《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湖
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等20余部
地方性法规规章发布，我省法规制度供给

持续优化。同时，湖北坚持抓好各项惠企
政策落实落地，全力以赴为企业降成本。
今年前7月，已累计为各类经营主体减负
658亿元以上，同比增长15.44%。

悦纳身边每一个孩子
成全每一个独特生命
——记光谷第十二小学党总支书记李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倩倩 通讯员 李厚芬

2019年，李伶以校长身份来到
武汉市光谷第十二小学（简称“光谷
十二小”）时，学校初创，学生大部分
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师向她“诉
苦”，学生太难教了。

当时，她组织了一场全校大讨
论，最终提炼出一句话作为学校的

“师德观”：悦纳来到我们身边的每一
个孩子。

五年过去，学生平等接受高质量
教育的声名鹊起，学校招生规模翻
番；40多位特殊孩子进步飞速，吸引
医学专家调查循证。今年9月，李伶
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关注人的发展，就不会注
意生源的问题

初到光谷十二小，这里的学生触
动了李伶对儿童成长与发展的追问。

他们有的聪慧，有的稚拙；有的
好动，有的性静；有的与父母在一起
时阳光自信，留守在家时孤独、渴望
爱；还有的是“来自星星的孩子”……

“以前没有生源差这个说法。只
看考得好坏，就有功利思想；关注人
的发展，就不会注意到生源差的问
题。”李伶说。

大讨论上，全体40多位教师逐
个发言。每位老师讲完，李伶当场总
结，最终集结所有人的智慧，提出“悦
纳来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孩子”，要
求老师们接受并善待孩子们，师生一
起喜悦地对话、交往与生活。

很快，这成为老师们的行动指
南——

学生作业潦草，班主任李心怡家
访时，了解到她家里开了炒饭馆。孩子
妈妈难为情地说，“家里条件就这样，幸
亏孩子懂事，每天帮家里削土豆……”

从此，李心怡常常特意路过学生
家，有时辅导孩子的作业，有时和家
长聊聊孩子的进步。

教师朱毅聃班上的小轩（化
名）不爱说话，优势不明显。一次，
朱毅聃到理发店剪头发，正好看见
店里忙碌的小轩。她立即对身为
理发师的轩爸说：“我过来就是想
办张卡！” （下转第6版）

“卫星看‘南水’润民十年间”全媒体采访启程

十年巨变再逐浪
>>>第3版

一杯“南水”的中国力量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会君 胡弦 许应锋

202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南阳市淅
川县乘船考察丹江口水库。 （新华社发）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提
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
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资料图片）

8月 31日清晨，北京市海淀区
居民黄刚拧开水龙头，接水、烧水、泡
茶，水质清澈，茶味纯正。

黄刚已在京学习工作近20年。
他回忆说，刚来时，烧水壶用久了容
易结水垢。

今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迎来通
水10周年。

现在，首都人民每3杯水中，就
有2杯来自丹江口水库。

有了这杯“南水”，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沿线1亿多人不再为饮水发愁，
许多地方告别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
水的历史；

有了这杯“南水”，华北受水区通
过生态补水，多地浅层地下水位至少
上升1米，滹沱河、白洋淀等一大批
河湖重现生机；

有了这杯“南水”，京津冀协同发
展、雄安新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有
了持续水资源保障。

一杯“南水”，民生之水、生态之

水、发展之水。

一张蓝图绘到底
这个“伟大而浪漫的畅想”

几乎贯穿了整个新中国史，终
于建成正在润泽一亿多人的世
纪工程

8月 19日傍晚，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来到位于十堰市的丹江口水
库。这里湖面澄澈，是“南水”的“水
井”所在地。

最早谋划这杯“南水”的，是毛泽
东主席。

十堰市博物馆，一张张泛黄的老
照片记录着领袖的雄韬伟略。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
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行走黄河
岸边，面对干旱焦渴，毛泽东主席
说。这一天是1952年10月30日。

4个月后，毛主席视察长江，从
武汉顺流而下，借水的事始终萦绕心
头。水源地选在哪里？主席摊开地

图，将目光投向长江最长的支流汉
江，手中的红蓝铅笔，落到了汉江和
丹江的交汇处。

回顾这段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感
慨：“毛主席这个伟大而浪漫的畅想，是
有科学根据的。建设新中国的奠基工
程中，水利占重要位置，治国先治水。”

1958年9月1日，一声炮响，10
万建设大军战天斗地、移山填海，拉
开建设丹江口大坝的序幕。

从这一刻开始，不管国内外形势
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
挑战，把这一伟大畅想变为现实的步
伐从未停歇。即使发生三年自然灾
害、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也始终在推进。

十堰市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张
瑞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最开始，
指挥部设在一条采砂船上，干部、工
人睡河滩，后来才有了油毡草棚。”

1967年，大坝下闸蓄水。1974
年，丹江口水利枢纽一期建成。

水蓄起来了，如何调到北方？

时间来到1980年7月22日，邓
小平视察丹江口水利枢纽。从此，关
于调水的研究和论证，伴随改革开放
的进程不断深化。

2002年，南水北调整体规划出炉，
确定东、中、西三条线路，规模之大、涉
及面积之广、覆盖人口之多，史无前例。

2003年12月，中线工程启动。
数十万建设者矢志奋斗，一座座庞大
的“水上立交”横空出世，或上天跨淮
河，或入地从河床下穿黄河，攻克了
一个个世界级难题。

2014年 12月 12日，中线工程
通水。世界规模最大的渡槽群、遍布
沿线的自动化设备，让相隔千里的长
江、淮河、黄河、海河连在一起，构建
起新时代中国大水网。

通水10年间，中线工程累计调
水超过660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半
三峡水库的蓄水量。

从“伟大而浪漫的畅想”到“一泓清
水北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几乎
贯穿了整个新中国史。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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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着牛仔裤、T恤衫，头戴棒球帽，手
拎黑色背包，独自走出襄阳刘集机场。

“贡卡姆桑（藏语‘你好’）！”
听到背后传来这句家乡话，他一怔，循

声望去——发现一名男子手捧鲜花，笑盈满
面。他接过男子递来的鲜花，激动地说：“格
拉（藏语‘老师’），真的是您！”

他叫尼玛格桑，18岁，来自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琼结县，作为大一新生前往湖北文理
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报到。

手捧鲜花的男子名叫纪官升，28岁，系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人，5年前毕业于湖北
文理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此时，是2024年9月7日夜。
2014年，襄阳市对口帮扶支援的琼结

县提出教育帮扶支援需求。湖北文理学院
主动接下重任，迅速组建第一批“格桑花”支
教团队，奔赴雪域高原。

2018年，品学兼优的湖北文理学院大三
学生纪官升入选第七批“格桑花”支教团队，
担任琼结县中学5个班的音乐、地理老师。

彼时的尼玛格桑就读于琼结县中学七
年级，出生于雪域高原的他天生有一副空灵
的好嗓子。唱歌是他的挚爱。

“第一次听他唱歌，把我镇住了！天籁
之音！他的歌声仿佛不是唱出来的，而是从
蓝天白云间飘来的。”纪官升说。

从此，纪官升对尼玛格桑多了一些偏
爱，有时是精心指导，也有时是虚心请教
——在学习藏语歌曲《烛光》时，纪官升担心
发音不准，经常把尼玛格桑邀请到音乐教
室，两人一遍遍唱，一遍遍改，深情的歌声回
荡在校园里。“如果他是一只梦想翱翔天际
的雏鹰，我愿意教他起飞。”纪官升说。

半年的支教任务结束之际，尼玛格桑说：
“老师，我一定要考上您的学校。”纪官升说：
“一言为定，我在襄阳等你。” （下转第2版）

8月19日，李伶在西藏山南市培
训当地校长、教师。 （受访者供图）

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教育

事业发展纪实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
《论教育》，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

关于教育的重要文稿47篇，其中部分
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
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
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
计、党之大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作出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
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下转第5版）

习近平同志《论教育》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