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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水流影 南北共映辉
—聚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北京—南阳对口协作成就展

本报北京电 （特 派 记 者范

志钦）仲景香菇酱、方城烩面、南

召蜂巢蜜、邓州黄酒、赊店老酒、

桐 柏 豆 筋 、西 峡 猕 猴 桃 汁 ……9
月 25日，南阳名优农特产品推介

在北京颐和园举办，引来众多游

客驻足咨询，充分展示我市农业

产业发展的新变化和乡村振兴

的新成就。

本次活动由南阳市商务局、

京（津）宛发展合作中心主办，现

场展出来自各县市区的调味品、

果蔬、杂粮、艾草制品、酒饮品等

46 个品种，外包装上的“国家地

理标志”“绿色认证”“有机认证”

“中华老字号”“河南老字号”等

标识熠熠生辉，图文并茂展示出

农特产品种植、加工、检测等环

节，彰显了南阳物产之丰饶、品

质之优越。

“ 这 个 是 展 品 ，不 售 卖 。 如

果您要买，可以用微信扫描手册

上的二维码，通过网上商城选购

900 余种南阳名优农特产品。”面

对游客们对南阳名优农特产品的

购买热情，展会工作人员一边客

串“讲解员”向其介绍“南水北调

源起南阳”，一边推介来自南水北

调中线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

的各类生态产品。不到一小时，

1000余本推介手册和百余只赠品

艾草香囊被游客一抢而空。

被誉为“中州粮仓”的南阳，

乡村地域广阔、自然条件优越、

农业资源丰富，粮食年产量常年

稳定在 140 亿斤左右，约占河南

省的 1/10、全国的 1%，拥有牧原

集团、想念食品、赊店老酒等为

代表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艾草、猕猴桃、香菇等生产规

模均居河南省第一，绿色有机农

产品基地面积、认证产品数量居

全国地级市之首。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农业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农业现代化

有了质的飞跃。市商务局工作

人员介绍，推介的展品经过严格

筛选，均为有特色、有品牌、有规

模、可追溯的优质特色农产品。

品 牌 农 业 带 动 品 质 生 活 。

“西峡猕猴桃汁入口甜润，味道

真不错啊！”北京市民李维对展

会的特色农产品赞不绝口。他

说，希望举办更多推介活动，扩

大南阳名优农特产品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让更多人了解南阳的

优质农产品。②8

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陈

娟 杨 萌）为庆祝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通水十周年，9 月 25 日，南

阳 在 北 京 颐 和 园 举 办 文 旅 展 。

南阳市文旅协会旅行社分会推

出 饮 水 结 缘 、缤 纷 南 阳 精 品 线

路，南阳市文旅协会景区分会对

北京市民推出门票优惠措施。

南阳旅行社以“南阳，一个

值得三顾的地方”为主题对北京

市民推出两条精品旅游线路。

一条为缤纷南阳、南阳纯玩

6日深度游。游览南阳卧龙岗文

化园、医圣文化园、南阳市博物

院 、渠 首 、船 游 丹 江 、丹 江 大 观

苑、西峡老界岭、西峡恐龙遗迹

园、石佛寺玉器交易市场、五朵

山、药益宝艾草生产基地。

一条是因水结缘、探南水北

调水源处 5日游。游览南阳卧龙

岗文化园、医圣文化园、西峡恐

龙遗迹园、西峡老界岭、内乡县

衙、丹江大观苑、船游丹江、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渠首、药益宝艾草

生产基地。

卧龙岗文化园、西峡恐龙遗

迹园、丹江大观苑 3 家景区联合

推出优惠措施：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南水北调沿线城市的居民，

到南阳卧龙岗文化园景区游玩享

受景区门票半价优惠；9 月 25 日

至 12月 31日，北京市民凭身份证

到西峡恐龙遗迹园景区门票免

费；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北京市

民凭身份证 1元购丹江大观苑景

区门票，11元住湖畔酒店。②8

南水滋润十年，南北协作双赢。

9 月 25 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

周年北京—南阳对口协作成就展在北京颐

和园开幕，全面展现协作成果，深化协作内

涵，增进协作友谊。记者奔赴活动现场采

撷一组花絮，以飨读者。

架好京宛合作桥梁

开幕式上，一部震撼人心的《你好，南

水北调》大型纪录片触动着大家的灵魂，拨

动着大家的心弦。工程建设背后动人心魄

的瞬间，工程建设者攻坚克难的工匠风采，

40 万名移民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深深感

染着现场每一位观众。

对口协作北京赴河南挂职干部、北京

市延庆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凯动情地说，

看了《你好，南水北调》，我们切身感受到南

阳人民为建设这样一项伟大工程作出了巨

大的牺牲。我们要感谢他们，支持南水北

调。“我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南阳发展

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多支实招、多办实事，

当好京宛合作的‘联络员’、推介南阳的‘宣

传员’、项目引进的‘操作员’，为南阳高质

量发展增添活力、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陈 琼）

南阳水好特产更好

调味品、果蔬、杂粮、艾草制品、酒饮品

等名优农特产品，带着南阳清新的泥土芳

香，越过千山万水，在京城闪亮登场。

在活动现场，西峡猕猴桃、桐柏豆筋、

邓州黄酒、社旗粉条、方城烩面等一幅幅特

色农产品图片，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展

台前人头攒动，索要资料和咨询的游客络

绎不绝。工作人员现场解说产品的优势，

为产品代言，扩大南阳名优特色产品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游客冯刚对南阳艾制品很感兴趣，在

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

进入网上商城挑选购买。“南水北调，源起

南阳。南阳的水清澈、甘甜，相信在这片土

地上长出来的农特产品质量也是杠杠的。

真心希望这次农产品推介让南阳的优质产

品能在北京乃至全国火起来。”冯刚说。

（本报记者 陈 琼）

“长枪短炮”聚焦南阳

讲述南阳故事，传播南阳声音。来自

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网、新

华网、中国新闻网等 10 多家央媒记者架起

“长枪短炮”，给予本次活动广泛关注。

诸多媒体通过不同角度，采访了我市

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故事，用镜头记

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稳运行 10年来所发

挥出的巨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作为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南阳人，这一

渠清水联结起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城

市。每次和朋友到颐和园玩，我都会骄傲

地跟他们说，你知道吗？团城湖里面的水

是来自我家乡的水。”央视总台记者陈怡博

表达出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本报记者 吕文杰）

“南水”浸润生态改善

颐和园内团城湖，因其湖心岛上曾有

一座城池形建筑而得名。现如今它不仅是

北京城的水源地，还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北京市内配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

65%北京城区居民的饮水重任。

当天，天鹅、野鸭等鸟类在团城湖水面

上游弋觅食，时而追逐嬉戏、展翅翱翔，时

而低空盘旋、交颈私语，水鸟齐飞已成为团

城湖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通水以来，团城湖水质越来越好，生态

变化明显，各种飞禽栖息数量也变多了。”北

京摄影爱好者张晓莲喜欢拍摄颐和园内各

处景观，她表示，通水之前团城湖水鸟非常

稀少，近年来不少水鸟从附近的水域迁徙到

团城湖，中华鸭子、熊猫鸭、黑天鹅、白天鹅、

大雁、鱼鹰都变多了，经常能拍摄到十多只

黑天鹅簇拥同游的画面。

（本报记者 吕文杰）

丹水颂歌荡气回肠

本 次 活 动 特 意 邀 请 了 南 阳 曲 剧 团 演

员，国家一级演员郝士强、史雪沛等人倾情

演绎曲剧《丹水颂》。

《丹水颂》讲述了南阳人民守护一渠清

水永续北送舍弃家园的移民故事。优美的

唱腔，精彩的故事，精湛的表演，深深地打动

了每一位观众，现场不时响起雷鸣般掌声。

演出结束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向

北京市民展现南阳文化，演员们自发从舞

台来到颐和园内的昆明湖，以湖水为背景

再次进行义演。郝士强表示，本次在颐和

园进行演出感觉十分荣幸，他希望能借助

此次演出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南阳，了解

南阳人民舍小家为大家，大义担当，敢于牺

牲的移民精神。②8
（本报记者 吕文杰）

水 相 连 人 相 亲 心 相 通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北京—南阳对口协作成就展花絮

南阳文旅在京发出金秋之邀

南阳名优农特产品香飘京城

本报记者 杨万里

“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史诗级

的浩大工程，我们有义务用光影的

形式记录南水北调的光辉故事、建

设成就。”周卫东说，南阳作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这里

的人民为工程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

献，书写了一曲无私奉献的时代赞

歌。

周 卫 东 告 诉 记 者 ，纪 录 片《你

好，南水北调》将镜头对准工程建设

背后的那些精彩瞬间，通过小切口

折射大主题、小人物彰显大情怀，用

影像展示工程建设者跋山涉险攻坚

克难的工匠精神，用故事铭刻移民

们“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用

波澜壮阔的场景讲述这项伟大工程

背后凝聚的国家意志和科技力量。

“在淅川县拍摄时，我们遇到过

很多感人的故事，至今让人记忆犹

新。”周卫东说，拍摄时他们取景走

进了一家位于丹水边的深山林场，

结果发现这家林场居然有一支庞大

的专业护林员队伍，这让整个摄制

组十分震撼。

“一家深山林场怎么会有这么

多专业护林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

选 择 默 默 地 坚 守 在 深 山 老 林 里 工

作？”经过了解，周卫东才知道，这些

人以前都有自己的工作，在库区周

边进行着养殖业、水产业等经营，而

且他们中有些人的经营还搞得风生

水起、十分红火。南水北调工程开

建后，为保障一渠清水永续北送，这

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库区的人们用实

际行动支持工程建设，毅然放弃原

来的经营活动，转行做起了专业护

林 员 ，用 心 血 汗 水 呵 护 着 一 湖 绿

意。

周卫东饱含深情地说，为了让

京 津 的 人 民 喝 上 纯 净 安 全 的 丹 江

水，南阳人民忠诚担当、大爱报国，

这也是他们摄制组一定要拍好这部

弘扬伟大南水北调精神纪录片的动

力所在。

一渠清水让京宛两地人相亲、

心相通。周卫东说，近期，6集的《你

好，南水北调》纪录片将在各地隆重

上演。接下来，围绕南水北调这项

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摄制组还会

制作同名的科教电影以及 100 集的

科技短视频，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

全面的南水北调工程，和工程为百

姓带来的民生福祉，让知水、爱水、

节水、护水的种子在青少年和广大

受众中生根发芽，让所有人了解国

之重器，感受中国力量，让南水北调

精 神 成 为 激 发 奋 进 力 量 的 不 竭 源

泉。②8

用 光 影 讲 述 动 人 故 事
—访大型纪录片《你好，南水北调》总导演周卫东

9 月 25 日，我市在

北京颐和园举办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

周年北京—南阳对口

协作成就展。当天，还

举办了南阳名优农特

产品推介活动，引来众

多游客驻足咨询。②8
本报特派记者 崔

培林 摄

本报记者 杨万里

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如今又在北

京市朝阳区挂职的年轻干部，侯卓

对伟大的南水北调精神又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

侯 卓 说 ，从 20 世 纪 50 年 代 开

始，淅川县先后淹没 506平方公里土

地，移民 40万人，舍小家、顾大家，献

出 了 家 园 ，关 掉 了 工 厂 ，割 舍 了 骨

肉，默默奉献，铸就了“忠诚担当、大

爱报国”的南水北调移民精神，体现

了淅川人民顾全大局、负重拼搏的

情怀和担当。

“确保一库清水北送，是淅川的

政治担当。”侯卓表示，伟大的南水北

调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生

动实践，是中国精神的真实表达。在

北京挂职期间，他将积极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大力弘扬伟大的南水北调精

神，向首都人民宣传淅川、推介南阳，

邀请更多首都人民到淅川看看转转，

看看淅川移民的新生活、新发展。

北京朝阳区自古是京畿腹地，

是 首 都 经 济 和 服 务 业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有 很 多 好 经 验 、好 做 法 值 得 借

鉴。侯卓说，面对新岗位、新任务，

他将迅速实现角色转换，立足岗位

实际，在招商引资、扩大开放、宣传

推介等方面，认真学习朝阳区的先

进工作做法和超前理念，然后结合

淅川实际情况，为淅川经济社会发

展 提 出 符 合 实 际 的 合 理 化 意 见 建

议 ，推 动 双 方 不 断 加 大 协 作 力 度 、

拓 展 协 作 领 域 、丰 富 协 作 内 容 、提

升协作层次，为南阳快速发展出力

添彩。

一条奔腾千里的中线长渠，不

仅是横跨南北的水资源生命线，也

是京宛携手共进的纽带和桥梁，让

南阳和沿线受水城市有了更紧密的

联系，有了更多交流碰撞、携手发展

的机会。

侯卓表示，自朝阳区对口协作

淅川以来，淅川的水质保护、生态建

设、教育卫生、文化旅游等工作，都

得到了朝阳区的鼎力相助和慷慨支

援，淅川的农副产品进入了北京超

市，淅川的教师到首都参加交流培

训，淅川的医疗单位与朝阳区医院

建立了协作关系，如此种种，体现了

北京人民的情深意长。

侯卓最后说，随着清澈甘甜的丹

江水源源不断流入北京，这份“血脉纽

带”将为两地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京

宛联系将更加密切，交流合作将更加

广阔，明天也一定会更加美好。②8

积 极 发 挥 桥 梁 纽 带 作 用
—访淅川县副县长、西簧乡党委书记、在京挂职干部侯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