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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底，南水北

调中线一期工程累

计向濮阳市供水

8.16 亿立方米，

直 接 受 益 人 口

370 万 。 2019 年

以来，濮阳市逐

步建成城乡一体

化 供 水 网

络 ，成 为 全

国最早全境

饮用“南水”

的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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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拧 开 水 龙

头，清澈的“南水”流出。

这里是河南省濮阳市

台前县吴坝镇，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在河南供水网络

的最东端。

“我们距市区100多公

里，能吃上甘甜的丹江口

水库的水在以前是奢望。”

居民武明杰说。

濮 阳 水 资 源 严 重 短

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

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同

时，濮阳处于黄河故道，地

下水苦咸、高氟现象严重。

“习近平总书记说，南

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

局 、长 远 发 展 和 人 民 福

祉。”濮阳市水利局党组书

记、局长石孝广说，该市在

全国率先建成城乡一体化

供水网络，全市370万人饮

水同源同质，全部用上“南

水”。

濮阳率先在全国完成“南水”全域覆盖——

“煮汤不放盐”的日子一去不返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刘汉泽 李墨 余宽宏 张灿 河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甜水远征”梦想成真

“没水垢了，净水器没啥用了。”谈起“南
水”，清丰县大流乡刘圈村村民刘瑞更说出了直
观感受。

他说，之前家里的净水器滤芯四五天冲洗
一次，“现在用几个月都不脏”。

刘瑞更是喝了几十年“苦水”的人。“以前的
井水苦涩，咸得煮疙瘩汤都不用放盐。”他说，外
地亲戚来串门喝不惯村里的水，拉肚子是常有
的事。

因为水质不好，村里连家禽都养不起来。
“鸡长不大，容易病。猪也长得慢，养着不划
算。”他摇摇头。

“水资源匮乏、地下水超采、水质不稳定，濮
阳人没有吃‘好水’的先天条件。”濮阳市水利局
农村水利科科长王百斋介绍。

“为了喝一口好水，我们努力了几十年。”清
丰县高堡乡水利服务站站长李少卿是名“老水

利”。他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质特别差
的一些村庄实施“甜水远征”工程，尝试从几公
里外水质稍好的地方引水，但后续维护成本高，
最终没能成功。

“‘南水’来了，濮阳农村长期吃的地下苦水
得以置换，‘甜水远征’的梦想，终于成了真！”王
百斋感慨。

370万人都有“南水”吃

在濮阳市南水北调办公室，一幅管网运行
图格外引人注目。

从南水北调总干渠35号分水门到濮阳城
区，长约80公里的管网被红色标记；从城区到
各县市区，长约145公里的管线被蓝色标记。

“这条蓝色的管线是我们实现城乡一体化
供水网络的关键。”濮阳市水利局副局长田晓炜
介绍，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濮阳城区于
2015年5月喝上“南水”。

但180多万农村居民的饮水状况没有改善。

他说，过去，濮阳农村饮水主要依赖地下
水，大多采用乡镇、联村或单村供水厂（站）向农
村居民供水，水质不优、供水保障水平不高等问
题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2019年起，该市
逐步打破农村分散式、碎片化供水，推行“以县
（区）为单位、城乡一体化”供水模式。

石孝广介绍，濮阳为此新建了5座县级水
厂，将城市供水主管网向“下”延伸，同时盘活改
造乡村原有的供水设施和水厂站所，与新建的
泵站、阀井、管网等工程统一规划、统一管护。

2019年，清丰县、南乐县作为该市先行试
点，供水工程当年即建成通水；2021年12月，范
县中州水厂建成投运，标志着城乡一体的供水
网在该市全域覆盖，370万人都有“南水”吃。3
年间，濮阳共投入和引入社会融资贷款30多亿
元，建成、改造供水管线1573公里。目前，全市
3条主管线联通全市，9座县水厂覆盖城乡，76
座配水厂直供乡村。

“南水”救了养鸽企业

空心挂面是范县的“非遗”特产。在范县颜
村铺乡钟麻口村，几乎家家都会做手工空心挂
面，村民的庭院也是产业发展“主阵地”。

走进村民钟道勇家中，3米多高的架子上，
洁白、光滑如瀑布般的挂面面香扑鼻。

“换了南水北调的水，俺这挂面的口感升级
了。”钟道勇说，他们制作挂面要经过和面、揉
面、盘条、醒面等10多道工序，水是重要原料。
现在做出来的挂面比之前更细腻、更爽滑，来买
的人更多。

清丰县大流乡中信鸽业有限公司，是当地
肉鸽养殖龙头企业，年出栏鸽子40万只。

“鸽子对水质敏感，本地水又咸又碱，给养
殖带来了很大损失。”企业负责人谢克让说，投
产之初，鸽子吃深层井水，每年次品鸽高达
30%，始终找不到原因。后来，村里用上了“南
水”，鸽子的死亡率和次品鸽大幅下降，肉鸽品
质提高了。

“我们这才意识到，问题出在水上。这口
‘南水’，不光救了这些鸽子，也救了企业！”谢克
让说。

清丰县大流乡刘圈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灿 摄）

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站稳人民立场、胸怀“国之大者”

——以“忠诚担当、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广水精神引领千强镇发展

始终牢记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以省级工业园的高水平开放支撑千强镇发展

始终做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五城建设”的高效率推进统领千强镇发展

··杨寨篇杨寨篇

坚持在持续学习、提升能力上久久为
功。始终坚持“跳出杨寨看杨寨”，把自身
放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更高格局来思考谋划

“五城建设”，积极到外地参观考察先进发
展经验，为推动杨寨高质量发展取经学习。

坚持在强化责任、执政为民上久久为
功。近年来，杨寨全镇上下始终围绕“五城
建设”总目标，持续开展“明职责、对目标、
提能力、创品牌”活动，每年度印发《“五城
建设”工作要点》，对重点任务“画图作战”，
并成立专班推动工作，确保全镇各项重点
工作干一件成一件，成一件优一件。

坚持在勇于担当、破解难题上久久为
功。杨寨镇全体干部坚持为事业而干、为
发展而干、为未来而干，以勇于担当、敢于
担责的精神状态不断攻克难关。杨寨镇围

绕“实施大拆迁、开展大安置、改善大民生、促
进大发展”的工作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征地
安置工作。

坚持在求真务实、狠抓落实上久久为
功。近年来，杨寨镇建立了领导干部驻企包
保服务制度，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
难。协调解决镇区公司在租赁厂房、用电、用
气等方面问题；帮助新落户企业项目协调立
项投资备案、能评等工作。

当下有为，未来可期。
杨寨镇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担当实干、踔厉奋发，
将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企业和群众，以“镇域
优”促“全域兴”，腾飞的杨寨正在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千强镇建设生动实践的新篇章。

（撰文：杨青组）

广水市杨寨镇：加快“五城建设” 推进千强镇发展
2024年9月20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重

磅发布了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国信中小城市指数
研究院2024年全国千强镇研究成果：广水市杨寨镇以湖北省第4
名的优异成绩位居2024年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第245位，较2023
年前进18位，比2022年前进38位，连续三年实现大跨越。

杨寨镇的巨大变化，是全省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我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强调：“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施‘一
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区域发展新布局。”随州市第五次
党代会提出，“要培育镇域经济小老虎”“支持杨寨等镇率先挺进
全省十强镇和全国百强镇”。广水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支持杨
寨镇建设高质量省级杨寨工业园区的意见》，明确表示支持杨寨
镇先行先试、敢闯敢试，更好发挥杨寨镇在全市改革发展中的示
范性、引领性、带动性作用。

面对上述一系列重要战略机遇，杨寨镇坚持“小镇域、大格局”
“小镇域、大发展”“小镇域、大担当”，跳出杨寨看杨寨，立足全局谋
发展，积极对接全省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战略布
局，全力融入随州打造全省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发展布局，在广水
建设“风机名城、现代农谷、文旅胜地”中担当重任，以永不懈怠的奋
斗姿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贡献杨寨力量。回顾近几年
历程，杨寨的发展变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写下了生动注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杨寨镇立足实际，始
终做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造性
提出“五城建设”，并加以高效率推进。

致力打造产业之城。充分发挥杨寨“低碳冶
金、循环经济、清洁能源、现代物流”四大产业优
势，抢抓机遇、提升能级，致力打造中南地区再生
资源加工利用基地、湖北省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鄂北地区先进钢铁材料制造与应用示范基地、鄂
北区域性物流中心。通过大力度培育产业，极大
地增强了镇域经济和园区经济综合实力。与
2020年相比，全镇规模工业总产值由56.14亿元
增长到115.03亿元，财政收入由2.05亿元增长
到10.7亿元，招商引资由8.4亿元增长到59.34亿
元。

杨寨的产业发展之路引起了广泛关注，2024
年9月20日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
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24全国千强
镇发展报告》专门提到：广水市杨寨镇自1970年
代以来专注于冶炼行业，以华鑫冶金为龙头企业，
形成了钢铁冶金产业集群。华鑫冶金的崛起不仅
激发了当地的产业活力，还吸引了众多上下游企
业入驻，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钢铁冶金产业
链。同时，杨寨镇不断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
交流，进一步扩大了产业集群的规模和影响力。

致力打造开放之城。立足杨寨工业历史悠
久、工业基础厚实、企业人才聚集、开放氛围浓厚
的发展现状，千方百计汇聚要素、增创优势、借力
发展，打造充满活力、商贾云集的开放之城。

着力放大园区优势。在省、市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仅用6个月时间，于2022年6
月成功获批新设省级杨寨工业园。同年8月，杨
寨工业园被纳入第二批省级承接低碳冶金产业
转移示范区。

着力放大物流优势。投资1800万元对多年
闲置的汇通铁路货场进行资产回收盘活，实现了
年吞吐量100万吨的满负荷运营，扩建后力争达
到年吞吐量500万吨。

着力放大交通优势。投资2500万元对发展
大道、投资1600万元对府前大道及玉成路、投资
1700万元对黄杨线及京猫线公路、投资3200万
元对鸡杨线铁路涵洞进行改造。投资1500万元
的冶金大道延伸工程、投资1500万元的友谊大
道新建工程正在征地之中。

致力打造幸福之城。杨寨镇坚持产城融合、
共同缔造理念，以省级工业园建设为载体，构建
人文生活圈、适宜生产圈、绿色生态圈，打造宜居
宜业宜商的幸福之城。

全面提升宜居宜业水平。投资6000余万元
建成幸福公园，引进投资8000万元建成宏德广
场商业体。

全面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先后获批授牌“广
水市第二实验初级中学”“广水市第三实验小学”
和“广水市第三人民医院”，吸引更多的教育医疗
资源向杨寨倾斜。

全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高度关注困难弱
势群体，全面落实国家帮扶政策，建立日常性关
爱救助机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确保应保尽保、
应纳尽纳、应救尽救。

致力打造绿色之城。杨寨镇认真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坚持走高质量发
展之路，促进城乡绿色化、园区循环化、工业低碳
化发展。近年来，杨寨镇被授予省级森林城镇、

“擦亮小城镇”建设美丽城镇省级试点镇，杨寨镇
大布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杨寨镇左榨
村、丁湾村入选省级生态村。杨寨工业园新煌公
司成为全省循环经济标杆示范企业，华鑫公司热
轧带肋钢筋产品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绿色设计
产品名单，所有企业实现了“废气超低排、废水零
排放、固废不出厂”。

致力打造平安之城。杨寨镇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打造和谐稳定的平安之城。全
方位抓实安全生产。突出抓好道路交通、建筑施
工、油气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防控，聘请省
机械工业协会专家到杨寨指导，坚决遏制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深层次抓好社会治理。常态化推
进扫黑除恶斗争、禁毒工作，严厉打击整治电信
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推动“平安杨寨”迈向
更高水平。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
道理。近年来，杨寨镇在继续发挥作为全国重
点镇、全省“四化同步”建设试点镇、全省经济
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的综合优势
同时，大力度推进省级工业园区高质量建设、
高水平开放。

注重转变发展方式。抢抓国家“双碳”
战略，变废为宝，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促
进园区循环化、工业低碳化发展。截至目
前，杨寨工业园已进驻低碳冶金相关企业
21家，拥有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企校联
合创新中心1家。

注重提高发展质效。坚持低投入高产
出，着力引进节水节地节材高效益企业项目。
近年来，杨寨推动华鑫公司投资17亿元实施

大规模技术改造、新煌公司投资3.5亿元新建
14万平方米循环经济产业园、中耐公司投资
1.5亿元新上先进生产线。

注重选择发展路径。突出建设产业生
态圈，扩容聚链壮群，加速培育产业链、循环
链、价值链。依托华鑫公司引进优特钢配套
项目。依托新煌循环资源产业园，引进再生
循环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00亿
元以上，税收8亿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200
余个。

注重更高发展目标。围绕园区优势产
业，力争“十四五”末，园区钢铁产能达到
350万吨，年产值达到160亿元，年税收达
到10亿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达到200万
吨，实现年产值150亿元以上，税收15亿元
以上。如今的杨寨，已是一座宜居宜业宜商的幸福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