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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再拉、最后一扣，你看这不就捞上来了！”7月
9日清晨，在淅川县香花镇宋岗码头岸边，说起水面清漂

的窍门，丹江口库区义务清漂员张小伟侃侃而谈。

曾经靠水吃水，污染了水，如今依旧是靠水吃水，却

成了水的好朋友。说起这几年的变化，张小伟直呼想不

到。

2013年，张小伟贷款数十万元购置了一艘崭新渔

船，在丹江口水库经营起一家餐饮船，生意非常火爆。

“一边养一边卖，一年挣十多万元不成问题。”张小伟说，

但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垃圾也随着餐饮船流入水库。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

守好一库碧水是所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通水前夕，为确保清水北送，淅川县先后关停 380
多家污染企业，取缔库区水上餐饮船及 5万余箱养鱼网

箱，全面取缔禁养区内 400家养殖场……

“渔船餐饮不能干，贷的款打了‘水漂’，这可咋

整？”张小伟回忆起那段时间，他和媳妇吃不下饭，睡不

着觉，心里没了底。“但是，守护绿水青山，咱淅川人还

是拎得清的！”张小伟毅然让自己重金购置的渔船彻底

歇了业。

虽然结束了“水上”生活，但几代人靠水谋生的张

小伟，深知只是上岸还不够，要想保护好这一库碧水，

必须真心守护。于是，他穿上绿马甲、戴上绣有“护水”

字样的红帽子，成了丹江口库区的一名义务清漂员。

从此，打捞上来的不再是丹江里的鱼虾，而是江中的漂

浮物。

“只要还干得动，咱就愿意为保护水质尽一分力。”

张小伟提了提垃圾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

为守好一库碧水，淅川县成立了 2000多人的护水

队和一支 30余人的专业清漂队，配备了 15艘清漂船只，

建立网格化的水污染防治责任体系，对库周区域进行全

天候保洁。

人不负碧水，碧水也定不负人。日益优良的水质和

生态环境，也让张小伟再次创业，短短半年时间，收入就

超过了 5万元。

现在的张小伟深切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真正含义。如今一有空闲，张小伟都要到库区边

转上一圈。“以往满是渔船、垃圾的水面现在水天一色，

成群结队的鱼儿多了起来，洁白的沙鸥在这儿成群栖

息，可有成就感！”

张小伟的变化，只是南阳建设生态文明的一个缩

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在南阳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以“两山”理念为指引，用生态底色

描绘发展绿色，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南阳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城市和产业园区减污降

碳协同创新试点市；

大气环境质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PM2.5、PM10、优
良天数实现“两降一升”；

28个国控断面达标率 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稳定保持Ⅱ类及以上水

平；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核心水源区和渠首所在地，绿色，是南阳这方沃土最靓

丽的底色；生态，是南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耀眼的名

片。未来，南阳将不遗余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

好，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幸福感、

获得感。③7

从渔船老板到义务清漂员从渔船老板到义务清漂员，，淅川人张小伟淅川人张小伟——

用心守望用心守望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李金玺

7月 10日早上 7时 30分，吃过早饭

的郭建敏迈着轻松的步子从家中出发，

从容地走向每天务工的地方。十多分钟

后她准时到达生产车间工位，开启新一

天的工作。

今年 53岁的郭建敏，是卧龙区蒲山

镇杨营移民新村村民。她务工的企业南

阳市德信行洲实业有限公司就开办在村

口，主要生产打蛋棒，产品直供美国客

商。

“我在这里上班将近 10 年，每个月

有 4000元到 6000元的收入，我很满足！”

提及如今的幸福生活，郭建敏先是开心

地笑着，但笑着笑着又流出了泪水。“前

些年，我家的生活太难了！”往事涌上心

头，郭建敏几度哽咽。由于家中遭遇变

故，经济十分拮据，一家人的生活不时需

要亲戚接济。“不过现在好了，外债还清

了，又添置了新房，孩子们成家立业，生

活也有了奔头！”

郭建敏说，生活的改变主要源自村

里的两项改革。

“我们村一是实施了土地流转，有了

租赁经济收入；二是建起了工业产业园

区，发展了园区经济。”接过郭建敏的话

题，杨营村党支部书记杨自军向记者作

了详细介绍。

2013年，面对土地贫瘠、小块田地分

散难以耕种的现实，杨营村在当地政府

支持下，大胆实施了“三变”改革，拿出每

人 1.4 亩承包地的其中 1 亩进行集中流

转。引进南阳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建

起了占地 750 亩的奶牛养殖场，每年收

获租金 50余万元。2015年，杨营村利用

移民村扶持政策，筹措扶持资金 1200万
元，在村口建起了占地 45亩的蒲山镇移

民产业园，先后引进南阳市德信行洲实

业有限公司、河南怀南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等企业入驻，每年实现厂房租金 50
余万元，同时，可安排 300余名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

记者在蒲山镇移民产业园看到，园

区企业都实行了弹性工作制，村民啥时

候有空啥时候来上班，家中有事情可随

时请假，极大方便了村民挣钱又顾家。

当天，杨营村两名刚高中毕业的女学生

也在“德信行洲”公司生产车间加工产

品，在等待高校录取通知书的这段时间，

她俩在这里打工挣学费，减轻父母的负

担。而郭建敏 70多岁的婆婆也没闲着，

她在艾制品生产车间粘贴商标，每月有

一两千元的收入。

如今，杨营村年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0万元，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

前的 4700 余元增加到 2.9 万余元，成了

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民日常生活用的

自来水、沼气等全部免费。

“现在我们吃得好、住得好。”郭建敏

说，如今的生活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改变。

一则最新消息可以印证南阳乡村振

兴取得的丰硕成果。近日，全省 2023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考核评估情况通报显示，南

阳位居全省第一方阵“好”的

等次，排名全省第一。③7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陈杰超 文/图

郭建敏在车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