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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洛宁县马店镇关庙村果农正在抢收金珠沙梨。近年来，该县一直把金珠沙梨作为群众致
富增收的特色产业来培育发展，通过建设万亩金珠沙梨基地，从而打造中国“金珠沙梨之乡”，进一步推进
金珠沙梨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李峰 摄

□本报记者 赵振杰 马丙宇 刘亚鑫

12月 4日，小雪节气已过，辉县市沙窑乡

太行深山区，大山巍峨，连绵起伏。驾车畅行

于平坦宽阔的盘山柏油路上，车窗外峡谷直

跃入眼，林木接连闪过，掩映着红岩绝壁。

这条柏油路，正是新乡南太行旅游有限

公司投资2000余万元，提档升级新改造的景

区路，该路连接着南坪村、郭亮村，并延伸到

省外。路段以红、白两色喷涂标线，如一条蜿

蜒的彩带，盘桓在太行山深处。

冬日大山萧条，但崭新的柏油路面却孕

育出无限希望。当日，辉县市南太行万仙山

景区最后一段新改造道路完成标线喷涂，直

通山西省陵川县古郊乡昆山村，一个与辉县

紧邻、多年交好的村子。

提起这段路，昆山村75岁村民郝春生难

掩激动：“早些年爬山回村用吊篮吊物资，现

在路变好了，觉得感动又幸福。”

万仙山景区建设完成后，距离景区一步

之遥的昆山村群众又多了一条出山路。习惯

步行的郝春生一步一个脚印地见证了道路从

无到有、从坑洼水泥路升级成柏油路的过程。

“两省交界真是好，柏油马路实现了，我

给河南点个赞，祝福河南永灿烂！”这是郝春

生写的《赞河南》打油诗。

昆山村开办农家乐的宋培利，时常需要开

着面包车到南太行景区接游客，或到辉县城南

农贸市场购买食材。如今的路平坦畅通，作为

女司机的她，上山下山再也不发怵了。

夏天最高温度只有26℃的昆山村，是不

少人青睐的避暑胜地。因为又临近万仙山景

区，旺季时，人口不足 300人的小村子，游客

就能住上2000多名，几乎都来自河南。

“村里只有90多户人，但农家乐就办起了

38家。”昆山村党支部书记郝桃富说，为了方便

沟通，许多村民都办了归属地在新乡的手机号。

南坪村是万仙山景区的核心，在村里干

了十几年农家乐的郭成安，与昆山村不少人

相识。“游客爆满时，我们和周边商户都会推

荐客人去昆山村住。”郭成安告诉记者，这已

经成了“习惯”。

（下转第二版）

卫河保卫战

一条旅游路 带富两省人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郭天财：各地要针对今年麦播基础、当前苗情长势、土壤墒情和

存在问题，以“镇压控旺、促弱稳壮、肥水调控、抗旱防冻”为重点，扎

实做好冬前麦田管理技术措施落实，确保麦苗安全越冬，夯实来年

丰产基础。防御冬季麦田冻害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镇压控旺防冻。各类麦田都要普遍进行冬前镇压，尤其对播

期偏早、播量偏大的旺长麦田和秸秆还田整地质量差、地表坷垃多、表层

土壤暄松的麦田可在越冬前选择晴天上午10时至下午5时机械镇压

2~3次，以压碎坷垃、踏实土壤、弥实裂缝、提墒保墒，并抑制地上部茎叶

生长，促进地下根系发育，防御冻害。对土壤过湿地块、封冻地块等不宜

进行冬前镇压；对单根独苗的晚播弱苗要轻压，以免机械损伤麦苗。

（下转第二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民选

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会盟”，即齐

桓公为最大限度地减少黄河水患带来的损

失，召集各诸侯国签订彼此之间要保持黄河

下游通畅、安顺，不人为设立堤防的共同盟

约，意在协调各诸侯国对黄河河道和堤防实

施统一管理，事实上也是以盟约的形式建规

立法，达到多获水利少遭水患的目的。

作为河南省在豫北五市协同立法的首次

探索和尝试，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

议于11月30日审查批准的《鹤壁市卫河保护

条例》等“4条例1决定”，是鹤壁市人大常委

会和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协同豫北其他三市

就卫河立法的丰硕成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壮举，同时也带给我们强烈的现实启示：

共治必须有共识。河道畅则水流疾，梗阻

多则漫漶恣肆。上下游之间各唱各的调，洪水

来了就会各保各的盘。有了条例约束，在达成

共识的前提下，合力共治的局面自然而然也就

形成了。

会商才能成机制。面对洪水这种自然蛮

力，地区之间因利益之争往往各不相让，上下

之间也因站位不同难以定调，在会商的相互妥

协中找到折中办法，出台各方都愿遵从的条

例，依照条例办事，进而成为机制和自觉，减损

增益的局面就会成为常态。

稳大局一定要立法。鹤壁市处于卫河流域

关键段，防洪抗洪成为每年汛期的一个关键点，

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关键问题展开立法调研

和跨行政区域协作，最终形成了关键成

果，可谓稳了大局，安定一方，造福后世。

切实加强麦田管理 谨防小麦冬季冻害
——访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

本报讯 （记者杨青）12月4日，从省残联

传来好消息，鹤壁市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基

地、汝南县袁月英麦草画工艺品有限公司、南

阳宜佳户外用品有限公司3家单位入选全国

首批“美丽工坊”。

据介绍，“美丽工坊”是在中国残联原主

席张海迪的积极倡导推动下，由中国残联、

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发起的残疾妇女就业

增收项目。项目计划在“十四五”期间，通过

层层培育、推荐和选拔，推出 100家“美丽工

坊”，辐射带动 1万名以上残疾妇女就业增

收。

记者了解到，我省大力实施促进残疾人

就业三年行动，持续推动“美丽工坊”建设，加

强残疾妇女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援助，5年

来，全省实名制培训残疾人26.9万人次，帮助

实现就业20.9万人次，一大批残疾妇女通过

勤劳双手走上致富之路。河南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进一步加大支持“美丽工坊”力度，拓

展残疾妇女就业创业之路。

帮助残疾妇女就业创业

我省3家单位入选全国“美丽工坊”

依法方能共治点评

□本报记者 王侠

大雪节气将至，我

省小麦正处于冬前分

蘖生长期。由于今年

麦播期间土壤底墒充

足、播期总体适宜、出

苗质量较高，当前全

省 小 麦 长 势 总 体 较

好。但自麦播以来气

温 变 化 较 大 ，“ 火 箭

式”升温和“断崖式”

降温交替发生，加之

部分麦田整地播种质

量差、小麦播期拉长

导致旺弱苗并存，以

及厄尔尼诺气候的不

确定性，部分麦田遭遇

冬季冻害风险增大。

12月4日，记者就如何

防御冬季冻害，确保麦

苗安全越冬，专访了农

业农村部防灾减灾专

家指导组顾问、河南省

首席科普专家、河南农

业大学教授郭天财。

郭天财：冬季冻害是小麦进入冬季后至越冬期间由于寒潮降温

引起的冻害。根据历史经验，越区种植抗寒性差的偏春性品种麦

田、秸秆还田和整地播种质量差的麦田、播期早播量大的旺长麦田、

播种过晚单根独苗的弱苗麦田、播种前后未镇压的耕层暄松麦田、

土壤干旱或过湿的麦田、播种过深（超过6厘米）或过浅（不足2厘

米）的麦田、氮肥施用过多而钾肥施用不足的麦田，以及没有经过抗

寒性锻炼的麦田等遭遇冬季冻害的风险较大。麦苗遭遇冬季冻害

后主要表现为叶色暗绿，叶片像被开水烫过状，之后逐渐黄白干枯，

冻害严重的麦田甚至会造成主茎和分蘖死亡而影响产量。

记者：哪些麦田遭遇冬季冻害的风险较大？麦苗遭遇冬

季冻害的症状表现有哪些？

记者：如何有效防御冬季麦田冻害？

□本报记者 李萌萌
通讯员 孙小珂 付海波 李杨

11月 30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

议审查批准《鹤壁市卫河保护条例》和《安阳市

卫河保护条例》《新乡市卫河保护条例》《濮阳市

卫河保护条例》《焦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加强卫河（大沙河）协同保护的决定》。

《鹤壁市卫河保护条例》将于2024年 5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河南省在豫北五市协同立法的首次探

索和尝试。

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得众多河流东向

入海，也有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的诗家绝唱。

作为母亲河的长江、黄河自然如雷贯耳，黑龙

江、珠江也是尽人皆知，松花江、淮河等更是数度

被文化渲染，故事入脑入心。

河南地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

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卫河被协同立法呢？

保卫卫河保卫卫河
让鹤壁无限止损

2182平方公里的鹤壁市，下辖两县三区，地

域面积 96%属于海河流域，境内有淇河、卫河、

共产主义渠三条主要河流，三河在浚县淇门交

汇。

交汇之后，卫河“名正言顺”。

发源于山西省的卫河全长394公里，河南境

内总长286.5公里。

卫河在鹤壁市浚县新镇镇淇门入境，到浚县

屯子镇老关嘴出境，在鹤壁境内全长不过71公里。

然而，这并不算长的71公里河道，偏偏是卫

河的“咽喉要道”，遭遇洪水时，吞不下、吐不出，

让鹤壁人又恨又爱。

卫河浚县段曾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工运河开凿的先决条件就是地势平缓，

作为华北平原的组成部分，浚县自己符合这个

条件；地势平缓加上人工开凿的种种限制，让卫

河在平常年景“利民”，汛情一到却祸害两岸。

每年夏季，落差巨大的太行山洪水滚滚进

入卫河，进入鹤壁境内后因地势平缓而减速，沙

漏状的卫河“细腰”恰恰位于鹤壁，洪水无法畅

其流，于是，洪水演变成洪灾，鹤壁首当其冲。

卫河在鹤壁源短流急，宣泄不及，只能滞洪。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减少水害，卫河两岸

设置了良相坡、柳围坡、长虹渠、共产主义渠以

西行洪区、白寺坡、小滩坡、任固坡、崔家桥、广

润坡9处蓄滞洪区。

这些滞洪区覆盖了百万亩良田、五十万居

民和众多的村舍。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河发生较大洪水11次，

2021年“7·21”洪水，鹤壁市涉及6个蓄滞洪区

全部启用，浚县、淇县的13个乡镇（街道）241个

行政村及原浚县农场32万余人，46万余亩耕地

一片汪洋。

2021年“7·21”洪水，所有蓄滞洪区全部启用，

造成鹤壁直接经济损失356.3亿元。

卫河安澜是鹤壁人民最迫切的期待。

2021年 12月 17日，鹤壁市人大常委会携

手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晋城市、邯

郸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了三省七市卫河流域城

市人大协作助力生态治理和高质量发展首次联

席会议，共同签署《卫河流域城市人大助力生态

环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拉开了卫河

保卫战的序幕，成为协同立法开篇之作，进而守

护群众、守护卫河、守护家园的行动越发具体。

灾后重建灾后重建
蝶变跃升新村起

浚县县城城北 14公里便是王庄镇牛李庄

村，属于小滩坡蓄滞洪区，离圈里村分洪口仅有

1.5公里。

“危房重建、道路重修、树木重栽，被‘7·21’

洪水损毁的一切都焕然一新了。”经历了2年灾

后重建的牛李庄村已经今非昔比，牛李庄村党

支部书记何存明聊起村庄发展两眼放光。

“全村人口1464人，户均月收入5000元。”

何存明说，村内现有种植合作社、常德粮食收购

部、尚升服装加工厂、四十亩水果种植区，还规划

打造1000亩小麦育种基地、300亩产业园区和特

色水产养殖区。

“尽管遭灾了，可农民的生产生活离不开卫

河。”何存明道出了缘由，浚县的村庄、农田自隋

唐起便是依卫河而建。

村因河而建，更因河而兴。

春去夏来，灾区晚播的夏粮能否丰收？

2021年汛情后，鹤壁市人大常委会积极助

力农业灾后恢复重建和乡村振兴，并将之列为

人代会票决产生的第一项民生实事项目。

科学管理、防治病虫害，在全市上下的共同

努力下，鹤壁农业灾后恢复重建取得阶段性成

果，2022年，全市夏粮总产量 70.07万吨，较上

年增长0.95%，圆满实现灾后夏粮稳产丰收。

“这是党和政府帮助了俺们，有了好收成。”

牛李庄村的脱贫户张桂莲拿着刚蒸好的馒头要

让记者尝尝，“俺村的土地肥着呢，你尝尝俺的

馒头很好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穿越千年的时空隧道，镌刻岁月的历史书简，

在华北平原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悠悠卫河水

蜿蜒近400公里，串联起河流沿岸一座座城市，哺

育了两岸芸芸众生。

洪水过后，张桂莲家的每个门上还存有胶布

粘贴的痕迹。“为了少受点损失，洪水来临时村民

都拿胶布把门缝粘起来，想着总要起点作用。”张

桂莲笑着说，“撤离也是无奈，但保命最重要。”

卫河立法是为止损，止损之后则为兴利。

如今的牛李庄村一排排整齐美丽的院落，

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道路，一个个乡村产业正在

崛起，村美人和、宜居宜业，处处焕发生机。

立法破冰立法破冰
推进卫河保护迭代升级

卫河立法破冰起航。

“共渠西蓄滞洪区作为启用概率最高的蓄

滞洪区，建议将共渠西刘庄分洪口门改为闸堰

结合的分洪方式……”今年7月，在帮助提升鹤

壁市水利防洪能力情况汇报中，详细阐述了卫

河流域蓄滞洪区的升级改造内容。

为推动卫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区域协同高质

量发展，鹤壁市人大常委会积极推动卫河流域

保护立法，高规格成立了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组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分管副市长为

副组长的立法领导小组和起草专班，强力推进

协同立法工作。

事关几十万群众切身利益。2022年 1月，

省人代会期间，鹤壁代表团就卫河流域协同立

法向大会提出了立法议案，得到省人大常委会

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2023年年初，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和新乡市

人大常委会协同豫北其他三市就卫河立法达成

共识；3月下旬，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协助新乡市

人大常委会召开了卫河流域协同立法协调层面

第一次联席会议；4月中旬，鹤壁市人大常委会

赴恩施、湘西州对酉水河协同立法进行考察学

习，并形成高质量的考察报告。

今年5月，鹤壁市人大常委会牵头举办了协

同立法第二次联席会议；7月初，在省人大常委

会加开卫河流域协同立法专题会议之后，豫北

五市以“条例+决定”形式开展协同立法。

开门立法，聚沙成塔。

11月 30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

议审查批准《鹤壁市卫河保护条例》，全文共六章

四十五条，在结构布局、制度设计、条文安排等方

面，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因地制宜、体现特色。

从纵向看，《鹤壁市卫河保护条例》等“4条

例1决定”立足实际“量体裁衣”，注重协同立、共

同治、小切口、有特色，强化辖区的蓄滞洪区汛

前管理，将大运河文化保护有机融入法规，规定

卫河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要同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相结合，

深入挖掘利用卫河流域文化资源，传承和弘扬

大运河文化，丰富了水文化传承的内容。

从横向看，“4条例1决定”坚持求同存异、和

而不同。“4条例1决定”内容聚焦跨区域协作、水生

态保护和水灾害防治。通过规划衔接、立法、执法、

司法、监督等广泛建立区域协同制度，实现跨区域

协作。水生态保护方面，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严

格排污管理、污水管网建设、农业面源污染等作出

具体可操作规定。水灾害防治方面，强化防洪规

划、河道保护、防洪工程建管、联动清淤、汛期应急

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和制度。

“‘4条例1决定’的制定必将推动卫河流域

生态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打破行政区域概念，不

论上下游，不讲左右岸，以卫河流域协同立法为

契机，为我省协同立法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也为我市法治治河再添佳绩。”鹤壁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史全新表示。

如今的卫河河段，各项工程有序运用，发挥

了显著的防汛减灾效益，今年“7·5”暴雨洪水中

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文脉永续文脉永续
运河流淌兴千年文化

卫河不仅是润泽百姓的水脉，更承载着一

代又一代卫河人民弘扬卫河文化、建设美丽家

乡的期待和梦想。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浚县与大运河结

缘的历史已有千年之久。卫河（永济渠）浚县段

被誉为隋唐大运河永济渠中遗产最为丰富、多

样的一段。

2014年 6月，卫河（永济渠）浚县段作为大

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31个遗产区之一，正式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冬季的浚县古城静谧安宁，踩在古城的石

板路上，看牌坊林立的西大街，古风浓郁的世袭

翰林府、古县衙、文治阁等建筑，触摸运河沿岸

的人文脉络，一窥昔日繁盛与今朝风韵，每一处

景致都诉说着耐人寻味的故事。

“随着运河水质逐渐改善，运河边就更热闹

了，运河文化也‘活’了。”漫步浚县古城游玩的

市民说。

近年来，借势运河文化，鹤壁市强力推进旅

游业发展，重点推进隋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辛村考古遗址公园等景区建设，浚县游客集散

中心项目、智游·鹤壁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等相继

建成投用。

浚县着力挖掘本地特色文化，发展文旅新业

态，围绕社火文化、非遗文化、名人文化等，高品

质打造民宿、酒店等，组织非遗文化传承人上街

展示非遗文化，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片区。加强

文旅与农业、工业、康养等产业的融合，推出运河

古城体验游、两山朝圣游、非遗研学游、红色主

题游、乡村康养游等10余条旅游线路，年度直接

拉动消费 3600余万元，间接拉动消费约 2.6亿

元。

山水江河，既要一心一意谋保护，也要齐心

协力促进保护和发展协同。

卫河是豫北五市发展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山

同脉、水同源、人同宗、民同俗，从长远利益以及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出发，协同立法将依法助力卫

河保护实现从“五治”到“合治”、从“分治”到“共

治”的跃升，推动卫河保护治理达到最佳效果。

在鹤壁，《鹤壁市卫河保护条例》是全面改

善和保护卫河流域水生态环境，切实提升防治

水灾害能力，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具体

举措，也体现了鹤壁市人大常委会要将保护卫

河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在第十个国家宪法日之际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坚定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
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