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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范志钦）

8 月 8 日，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 长 李 鹏 带 领 相 关 部 门 负

责同志深入镇平县、唐河县

和龙升工业园，就肉食品加

工 产 业 链 群 进 行 调 研 。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李 长 江

参加。

李鹏一行先后到上口香

实业有限公司、南商农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嘉琦模塑

科技有限公司等处，实地察

看企业生产、产品研发等情

况，详细了解企业上半年生

产经营情况。李鹏指出，牧

原集团要充分发挥龙头带动

效应，细化市场需求，与链群

企业进行清单式对接，拓展

合作空间，助推链群企业快

速膨胀、做大做强。②9

本报讯 （记者杨万里）8
月 8日，2022年南阳市“全民

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暨中原武术大舞台展演·南

阳市太极拳比赛活动举行。

副市长阿颖出席并宣布活动

启动。

启动仪式上，志愿者宣

读了“全民健身倡议书”，进

行了体育项目展演，来自我

市城区的 49 支体育代表队

534 名运动员参加了启动仪

式。同时，各县区和单位还

将在分会场通过网络赛事、

科学健身指导课、体育教学

直播等方式参与活动，引领

和 激 发 全 民 参 与 健 身 的 热

情，加快推进体育南阳和健

康南阳建设，让运动为南阳

发展增光添彩。②9

发展全民健身事业

壮大肉食产业链群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方

旭 刘 影）一纸风行坐知千里

外 ，小 屏 在 我 尽 览 天 下 事 。 8
月 8 日，南阳报业传媒集团一

站 式 富 媒 体 消 息 服 务 成 功 首

发，实现文本、图片、音频、视

频、位置、联系人等信息内容的

智能发送和智能交互。

一站式富媒体消息服务，

聚合智能信息、５Ｇ消息、企业

服务号、Ｐush消息等多渠道触

点，构建丰富的富媒体模板，能

够提供文本、图片、音频、视频、

位置、联系人等信息内容的智

能发送，同时可以进行智能信

息交互。

一 键 直 达 ，全 场 景 、全 终

端、一站式企业消息服务，消息

即服务，让用户和企业体验变

得更便捷、更动感、更“酷”！（业

务合作热线：13503777100）②9

智能集成 精准分发

“5G·富媒体”消息首发

本报记者 范志钦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起南阳；一

路奔流，水润北国。

2021 年 5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淅川陶岔渠首枢纽工程、丹江口

水库视察，听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

设管理运行和水源地生态保护等情况

汇报，动情地吟咏“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强调，要从守护

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

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

于南阳而言，守护好一渠清水，是

历史使命，是时代课题，更是责任担当。

时光回到 2014 年 12 月 12 日。甘

甜清澈的丹江水自陶岔渠首闸门倾泻

而出，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正式通水。至今，南水北调中线

一期工程累计向京津等沿线城市输水

超 500 亿立方米，直接或间接受益人

口超过 1亿人。

1952 年，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视察

黄河时，首次提出了南水北调的伟大

设想。他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

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南水北调的惊天伟构横空出世。

1958 年，由 3 万多名青壮年组成

的淅川民兵师，开始了修筑丹江口大

坝的大会战，蓄水成就了亚洲第一大

人工湖——丹江口水库。

1959 年 3 月，兴建丹江口水库，淹

没区 8008名青年响应国家号召，落户

青海支援边疆建设。随后搬迁长达 20
年之久，淅川共迁出移民 20.2万人。

2002 年 12 月 27 日，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正式开工，大坝由 162 米加高

到 176.6 米，蓄水水位由 157 米提高到

170米。淅川县移民 16.6万人。

两次搬迁，淅川总计移民36.8万人，

成为我国水利移民第一大县，淅川移民在

中原大地上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

地和核心水源区，我市坚决扛稳水质

保护政治责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南阳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全力以赴保通水、保水质、护运行、

促发展、惠民生，谱写了守护一渠清水

北送的“担当进行曲”。

——坚持突出重点，渠首开展“三

清一查”、入河排污口整治、基础设施

能力提升等专项行动，实行日预警、周

排查、月研判、季讲评，创新“互联网+
护水”机制，对重点部位实施 24 小时

实时监控。

——强化全域提升，强力实施污

染防治攻坚“十大专项行动”，全力加

强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大造林大绿化，

搭建“两山”擂台赛，国储林项目“3+
3+N”模式全国打响并推广，汇水区森

林覆盖率已提高到 55%以上。

——注重绿色转型，加快产业、能

源、交通运输、用地结构调整，坚持产

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注重高端嫁接

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

局未来产业，加快推动装备制造、绿色

食品、文旅康养等产业向千亿级迈进。

当前，南阳正以高效生态经济为

引领，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推动生

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走正走好水

源地高质量跨越发展之路，守护一渠

清水永续北送。②9

南 来 之 水 润 北 国

（上接 01版）要加快推进城市

更新提质，我们唯有众志成城，

全面学习襄阳、宜昌城市发展

的 先 进 理 念 。 坚 持 高 起 点 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

高效能管理，以城市更新提质

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城建十大

工程，强力推进“四改一治”，不

断提升城市承载力、吸引力、竞

争力。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提

升城市规模能级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强化市本级意识，按照

“精筑城、强功能、优管理、兴产

业、广聚人、惠民生”的要求，加

速中心城区快“起高峰”。

如何抢抓“窗口期”，为城

市未来发展留足空间；如何打

造一河两岸，推动中心城区全

面进入“白河时代”；如何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打造“历史＋现

代”的城市内核，如何破解融资

难题，加速推进 16 个片区开发

改造；如何全面提速城市“数字

大脑”和企业云、政务云、民生

云建设，全力打造新型智慧城

市……这些都是相关部门推进

城 市 更 新 提 质 的 必 答 题 。 市

委、市政府既然已确定目标、方

法和路径，我们唯有雷厉风行，

高效落实，以舍我其谁的锐气，

激情干事，奋发进取，全力加快

城市更新提质步伐，让我们的

城市更宜居，人们的生活更美

好。②5

媒互动全

为什么城市更新提质这么难

云
悦
读

本报讯 （记者于晓霞）我

市近日印发《南阳市中心城区

门牌编码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引发了广大市民关注。

根据《细则》，中心城区实

行统一科学有序编码，以光武

路与仲景路交叉口为原点，向

四周序列编码。街道左右两侧

建筑物按照南单北双、东单西

双的规则，每 4 米编制门牌号

码一个，临街无门面则预置空

号，同时兼顾适应发展、逐步过

渡和相对稳定原则，方便市民

好记好找。

门牌编码按照建筑物的分

布层次特点进行编排，编制的

门牌号码分为 4 类，即主号（xx
路 xx号）、副号（xx路 xx号副 xx
号）、支号（xx路 xx号支 xx号）、

户号（xx 路 xx 号 x x 号楼 xx 单

元 xx号）。

门牌编码一般方法：建筑

物（群）紧邻道路的，以主入口

位置编制主号，主入口位置不

具备编码条件时，按次入口位

置编制主号。一栋建筑物有多

个独立入口紧邻道路时，各入

口分别编制主号。

自建民房集中区域门牌编

码方法：所处区域内街、巷有规

范名称的，按照街、巷名称对自

建民房予以编码。例如:xx街 xx
号。所处区域内街、巷无规范名

称的，按照与其相交道路路口中

心位置门牌编码命名街、巷，命

名后按街、巷名称对自建民房予

以编码。例如:xx路 xx巷 xx号。

所处区域不具备按街、巷编码条

件的，按照所处区域特有地名编

码。例如:xx庄 xx号。②9

城区门牌编码有新规范

以歌寄情，唱响世纪工程
—访《南水北调》MV作曲张宏光

饱蘸渠首千顷水 绘就奋进万里路
—大型纪录片《你好，南水北调》拍摄启动暨“南水北调”专题

音乐作品宣发仪式侧记

特派北京记者 陈琰炜 柏伴雪

8 月 8 日的北京中国农业电影电

视中心，是属于南阳的高光时刻。大型

纪录片《你好，南水北调》拍摄启动暨

“南水北调”专题音乐作品宣发仪式在

这里举行，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全国媒

体广为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

地南阳，在深情讲述中，奏响时代之

歌。

通向会 场 的 道 路 两 侧 画 面 引 人

入胜，为与会嘉宾和全国观众打开一

扇走进南阳的文化之窗，“南阳，一个

值得三顾的地方”成为深入人心的南

阳形象宣传语，令人心向往之。

随着仪式大幕开启，各界代表依

次上台，以致辞、朗诵、歌唱等丰富多

彩的形式，描绘着他们眼中的南阳精

神，那些属于时代记忆的移民故事一

一浮现，触发感动。见微知著，睹始如

终 ，在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中 勇 于 担

当、大爱报国的移民故事，在服务

“国字号”工程中，扛牢生态保护政

治任务，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水

清、民富的南阳实践，在后移民时代

不断开创发展新路，加快致富步伐的

移民迁安故事，蕴含着奋进力量，让更

多人对南阳增添一份敬佩与感动、祝

福与向往。

感动的力量持续发酵，中国农业

电影电视中心中国三农发布主持人黄

莉、著名表演艺术家岳红和移民迁安

代表陈大定、寇元钦携手带来“节水优

先”的倡议书，让大家对水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有了更加深邃的思考、更加自

觉的行动。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致富经》

栏目制片人、主持人刘栋栋饱含感情

地说：“相信创作团队带着一份感情、

一份责任、一份力量去拍摄的纪录片

《你好，南水北调》会增添几分温暖、几

分厚重、几分深度。”全场响起热烈的

掌声，大家共同期待，这部由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指导，中国农业电影电视

中心联合南阳市委、市政府共同出品，

由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各省市水利部

门、宣传单位协助拍摄的大型纪录片，

能够在饱含深情的光影呈现中，勾勒

时代记忆，弘扬伟大精神，厚植家国情

怀，赋能奋进之路。②9

8月 8日，在开机仪式上，儿童朗读大型纪录片《你好，南水北调》主题歌《神州天河》歌词。特派北京记者 陈琰炜 摄

本 报 北 京 电

（ 特 派 记 者 陈 琰

炜 柏伴雪） 8 月 8
日 下 午 ， 大 型 纪

录 片 《你 好 ， 南

水 北 调》 剧 本 研

讨 会 在 京 举 行 。

南 阳 市 委 宣 传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与 剧

本 主 创 人 员 、 国

家 知 名 编 剧 、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建 设

者 等 共 聚 一 堂 ，

为 剧 本 创 作 拓 展

思路再提升。

围 绕 主 题 立

意 ， 与 会 人 员 展

开深入探讨，提出

诸多建设性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南

水 北 调 工 程 是 一

项 重 大 的 国 家 工

程 、世 纪 工 程 、历

史工程，移民群众

作 出 了 巨 大 的 牺

牲，奠定了千秋伟

业的基石。剧本创

作 要 站 在 历 史 的

高 度 和 时 代 的 角

度去思考，处理好

宏大和微观、严谨

和活泼、局部和整

体、历史和当下的

关系，通过纪录片

的拍摄推出，唤醒

记 忆 ，传 承 精 神 。

南 阳 将 组 建 专

班 ， 深 度 配 合 摄

制 组 ， 共 同 把 纪

录 片 打 造 成 具 有

故 事 性 、 科 普

性 、 艺 术 性 的 精

品佳作。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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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影礼赞伟大移民精神
—访《你好，南水北调》总导演高光磊

特派北京记者 陈琰炜 柏伴雪

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些时刻，会因

为某种触动而引发深刻的思考。在国

家一级导演高光磊的记忆中，南阳之

行，历历在目：“南阳移民非常了不起，

他们忠诚担当，大爱报国，成就了南水

北调世纪工程，这些伟大的精神需要

加以传播。”

为了这份感动，高光磊用了一年

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决定拍摄大型

纪录片《你好，南水北调》后，她带领团

队六易其稿，商定框架大纲，出了 3 版

分集梗概，最终形成拍摄脚本。创作过

程中，既忐忑又振奋的心情不时冲撞着

她的心，是因为题材的重大，更是因为

内心的情感。“这部纪录片题材重大，内

容海量，涉及多个领域，如何将烟波浩

渺 的 内 容 凝 练 成 一 部 6 集 纪 录 片 ，

难！如何在众多优秀前作的基础上，

找准定位，拍出与时俱进的精品力作，

引发更多共鸣，难！”高光磊感慨道。

而支撑她迎难而上的，是题材的

魅力、内容和故事，这其中，有 3 张照

片，最具有代表性。

第一张照片，是淅川县移民车队

的照片。当时有村民因祖坟被动，指

名要移民干部安建民下跪磕头，这位

退伍军人抽了 10 支烟后，扑通跪在坟

前连磕了 3 个头。而他，只是无数移

民干部的一个缩影。“他们，还有所有

参与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人民，历史

应该记得。”

第 二 张 照 片 ，是 北 京 秦 城 泉 复

涌。2021 年，北京地下水位达到 20 年

来最高水平，干枯 20 年的秦城泉再度

喷 涌 。 北 京 人 民 切 身 感 受 到 南 水 北

上润京津的生态红利，感激之情深藏

心 中。“ 南 水 北 调 为 沿 线 地 区 发 展 注

入无限生机和无尽活力，也给人们思

想带来改变—从人定胜天到人水和

谐共生，这种文明的进步，时代应该记

得。”

第三张照片，是穿黄工程。南水

北调工程创造了多个“中国之最、世界

之最”。穿黄工程，开创历史穿越大江

大河的最大口径输水隧道……“我们

希望用影像进行科普，这些，未来应该

记得。”

随着拍摄的启动，这部 6 集大型

纪录片，将用光影生动讲述南阳在世

纪工程中大爱报国的感人故事与伟大

精神，为更多人开启一扇了解南阳的

文化之窗。②9

特派北京记者 陈琰炜 柏伴雪

8 月 8 日，MV《南水北调》，在北京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宣发。大屏上，

千里长渠始南阳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

乐境深远的旋律、唯美大气的画面令人

沉醉，MV一经推出便引起强烈反响。

看到作品引发共鸣，MV 作曲张宏

光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南水北调是

世纪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

文艺工作者，非常希望尽可能地展现

好、弘扬好、传播好。”

作 为 闻 名 遐 迩 的 国 家 一 级 作 曲

家、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音乐研究

院院长，张宏光的精品力作不胜枚举，

《阳光路上》《向天再借五百年》《精忠

报国》《等待》等一大批大气磅礴、气势

恢宏的音乐作品被广为传唱。本次受

邀为《南水北调》谱曲，张宏光欣然接

受。他说：“为时代而歌，是文艺工作者

的根本遵循，世纪工程铸辉煌，千秋伟

业惠民生，为弘扬伟大的南水北调精神

尽一份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忆创作过程，张宏光形容，有漫

长的思考过程，有灵感乍现的开心瞬

间。他翻阅大量资料，打开移民搬迁

的国家记忆，用音乐的视角探寻移民

精神，在自我感动中确定了明亮的基

调，把那些或宏大或微小的感动，都化

作一个个音符，在起伏的音律中去传

递人民情绪，引发更多人共鸣。

听到现场有人和声而唱，张宏光很

开心:“音乐，最重要是要有辨识度，能让

听众记住最核心的表达。”在MV《南水北

调》中，他最希望大家传唱的是：“啊！南

水北调，举世之作，与日月同辉，与时代

凯歌。南水北调，国之良策，天地之间，

唱出华夏气魄。”这是作曲家的愿望，也

是音乐的魅力所在。②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