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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降水量仅 473 毫
米；今年1月至今，全县降
水量为216.4毫米，不足常
年同期均值的一半。目
前，全县 15 座水库仅 3 座
有少量蓄水，25条河流基
本断流，12 万亩庄稼绝
收，2.48 万人出现不同程
度饮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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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夏季易出现极端天气等
原因，包括上海虹桥、浦东在内的华
东、华中地区12个机场航班大规模延
误或取消。据有关消息，这种情况可
能持续至本月中旬。

如果遭遇了航班延误，乘客用什
么办法能把损失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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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新闻

八一前夕，新安县南李村镇民营
企业家江长治再次带着慰问品，到部
队慰问。这样的拥军慰问，他已坚持
了 25 年。提起部队，他总是深情地
说：“我是一名退伍兵，军队培养了
我，不能忘本！”。

怀揣梦想投军营
1966 年 3 月，江长治出生在南

李村镇江村一个农民家庭。1983年
年底，17 岁的他怀揣着对军营的梦
想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从军期
间，由于勤奋好学，业务精湛，江长治
荣立三等功一次，受到嘉奖十多次。

6年的军营生涯，也锻炼了他钢
铁般的意志。

艰苦创业不忘本
退役后，江长治先后在几个单位

干过临时工，整日奔波劳累却仅仅能
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穷则思变。2003 年，他承包了
镇屠宰场，靠优质服务和诚信经营打
开了创业之门。数年后，他又承包了
正村镇屠宰场，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
的“名人”。

2009年冬，新安遭遇暴雪，南李

村镇到驻新安某部的道路被大雪覆
盖。为给部队送肉，他在雪地里连拖
带拉，按时将50公斤肉送到驻军，原
本20多分钟的路程他硬是走了1个
多小时。

二十五载拥军路
从1990年开始，每年八一节、春

节等节日，江长治都要走进驻地军
营，送去慰问品，有时是牙膏、牙刷、
毛巾、脸盆，有时是几箱方便面、矿泉
水。“东西虽不多却是我的心意，我与
部队的情意别人理解不了。”江长治
说。

如今，25年过去了，江长治慰问
部队的数量由1个扩大到10个。除
慰问新安驻军外，他还到周边的洛
阳、宜阳、洛宁、小浪底等地慰问驻
军。今年7月中旬，他又出资邀请文
艺演出队为驻新安武警某部送上了
一台文艺演出和一部空调。

2012年，江长治被市授予“双拥
先进个人”称号。去年，他又获评“优
秀复转军人年度新闻人物”，并荣获

“五一劳动奖章”。今年，他又荣获河
南省第四届优秀复转军人提名奖。

（郭建立 温冬梅）

一名老兵的拥军情结

近日，在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年产500套2.5兆瓦风力发
电三排滚子主轴轴承项目部分设备已安装完毕，正在进行最后调试。作为
新安县确定的2014年十大工业项目之一，年产500套2.5兆瓦风力发电三排
滚子主轴轴承项目建成后，年可创产值 2 亿元，实现利税 2969 万元，安置就
业100人 左小雷 摄

“真不敢相信，家门口竟有了一处世界级遗
产。”最近，新安函谷关申遗成功的消息，让该县
北关村村民张小平一直处在兴奋中。

张小平自小就生活在函谷关周边，对函谷关
有着深厚的感情。“以后，肯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
人前来参观，要好好学点英语了！”张小平说。

和张小平一样，在申遗成功后，新安人正围
绕身边这一“世界级遗产”做着最诚挚的努力。

函谷关迎参观热潮

“函谷关现在可是咱家门口的‘明星’了。”导
游小陈说，自从函谷关申遗成功以后，每天都有
大量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

7月29日，《香港文汇报》记者到新安函谷关
采访，“真不愧是‘丝路第一关’。回去以后，我们
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函谷关”。

除了众多媒体记者，函谷关现在还接待众多
周边县市乃至外省的游客。他们中既有画家，也
有摄影家，还有徒步旅行者……

“目前，函谷关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但已
经有了超高的人气。对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

客，我们都全力做好接待工作。”新安县文物局
局长吕克勇表示，目前，函谷关对外开放工作正
紧张筹备中。不远的将来，函谷关将正式走向
世界。

打造“汉关古城”，在保护中加
以利用

函谷关申遗不是目的,而是加强保护的手段
和途径。在函谷关申遗成功后，该县文物、旅游、
文化等部门正积极谋划这一世界级遗产的保护
和开发工作。

“申遗成功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函谷关保护
的新起点。”吕克勇说，立足保护，科学利用，这才
是函谷关申遗的最终目标。

“我镇将努力打造‘汉关古城’文化产业园，
发展配套旅游、酒店、手工艺品等服务业，努力将
文化效益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为城关镇冲刺全
省百强乡镇打好基础。”对于函谷关的未来，该县
城关镇党委书记已有清晰的思路。

目前，新安县部分旅行社已制订方案，让导
游系统了解与函谷关有关的历史文化，力争让每

一位游客从视觉、听觉等方面全面地认识、了解
函谷关。

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

去年，中央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
略构想；今年，“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
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部分，新安县
将抢抓机遇，积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紧盯国家即将出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
划》，认真研究、科学编制对接方案，明确新安县
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和重大举措。”新安县委副
书记、县长王玉峰说，新安必须充分发挥现有的
产业结构与沿线城市互补性较强的优势，积极促
进产业的转移和升级。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成于两
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把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
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
奇，又为区域合作共赢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新形势下，新安将进一步敞开胸怀，为谱
写丝路新篇章做着最诚挚的努力。 （王婉）

函谷关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保护利用新起点

新安函谷关：
由“丝路”踏上“思路”

本报讯 热浪翻滚，高温少雨，禾苗枯萎。这
是近期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的真实写照，但记者
近日在新安县仓头镇云水村看到的却是另一番
景象：玉米粗壮结实，穗粒饱满，一派丰收在望的
喜人景象。

云水村庄稼长势喜人的背后离不开该村

“腾龙渠”的“保驾护航”。2008 年，天遭大旱，
作为小浪底库区移民后靠村的云水村，不等不
靠，结合邻村水库地势高、本村地势较低的实
际，经过全村 300 余人 120 多天的艰苦奋战，于
2009 年 4 月在峭壁绝崖、山岭沟坡上修通了一
条 4100 米长的“腾龙渠”。自此，该村 1000 余

亩山岭地告别“望天收”历史，成为随时可灌溉
的良田。

村党支部书记郭金升算了一笔账，“腾龙渠”
建成以来，小麦亩产较 2008 年之前平均增产
275公斤，玉米增产300公斤左右。6年下来，全
村累计多产粮20余万公斤。（郭建立 许金安）

云水村6年累计粮食增产20余万公斤

修成腾龙渠 告别望天收

旅游市场受影响不大
近日，作为旅游热门城市的上海、南京、杭州、青

岛、连云港、武汉等12个机场出现大面积航班延误，这
种情况可能持续至本月中旬。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航班延误或取
消对我市旅游市场影响不大。

“由于大部分航班都只是延误，并未取消，再加上
不少游客可以选择铁路等其他交通工具，因此旅客出
行受影响不大。”我市某旅行社负责人周丽萍说。

可考虑购买航班延误险
旅游业内人士表示，在航班延误多发季，旅客出行

时可考虑买一份航班延误险。
“遭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航班延误时，如果旅

客购买了相关保险，就能向保险公司要求一定金额
的赔偿。”周丽萍表示，航班延误险的购买手续很简
单，保险公司官网上都有这项业务，旅客可在网上
直接购买。

需要提醒的是，购买航班延误险需注意理赔条件，
如有的公司规定需要向机场取得延误原因和延误时间
证明才能获得赔偿，有的则不用开具延误证明，可直接
在线理赔。消费者在购买前最好了解清楚，避免因理
赔麻烦让保险成鸡肋。

乘客还可以这样“减损”
除了购买保险外，还有哪些措施可降低损失呢？
业内人士建议，首先，尽量选择同一家航空公司往

返。因为一旦发生航班延误，同一航空公司的航班比
较容易协调，处理反应也比较迅速。

其次，尽量订购一天中较早起飞航班的机票。记
者从洛阳机场了解到，近期受影响出现延迟情况的航
班多为下午和晚上，早班航班受影响较小。因此，如
果不是天气因素的影响，越早起飞的航班，其延误的
可能性越小。

最后，旅客应尽量通过航空公司官方网站，或是航
空公司的售票点购票，并留下准确并保持通畅的手机
号码。这样，便于突发情况时，航空公司可以及时与乘
客取得联系。 本报记者 戚帅华

遭遇航班延误
乘客如何“减损”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城关镇寺
湾村蛤蟆潭提灌站的白墙上，写着这几
个大字。建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几度
废弃的蛤蟆潭提灌站，今夏“挽救”了寺
湾村近400亩田地。

“今天再浇一回，俺家的一亩多玉米就
保住啦！”看着蛤蟆潭提灌站的水顺着渠直
接流到自家地里，寺湾村村民王强笑了。

与柏树村只有葱苗大小的玉米苗不
同，王强家的玉米苗已经快长到2米高。

原来，今年 6 月，村里集资 1 万余
元，对提灌站进行整修，又买来水泵和管
子，每天早上开泵往渠里放水，12 个村
组轮流浇地。“真是没想到，废弃的提灌
站成了救命水。”村民王军说。

目前，汝阳县已启动抗旱工作行政
首长负责制和抗旱Ⅱ级橙色预警机制：
累计投入抗旱人数11万余人次，出动送
水车 405 余台次，灌溉农田 10 万余亩
次；县、乡、村三级共投入抗旱资金500

万元，组织群众新打饮水井600余眼，掏
挖水井800余眼，修复吃水工程200余
处，修复灌溉工程720余处。

本报见习记者 朱艳艳 特约记者
康红军 袁喜宝 文/图

我市已有126个乡镇遭受旱灾

今年1月至今，汝阳县降水量不足常年同期均值的一半

昨日中午，汝阳县柏树乡柏树村村
民王关喜匆匆吃完午饭，便急忙骑着摩
托车赶回村口。虽然当天的天气预报是
阵雨，但仍没有一点要下雨的意思。

村里正在打一眼 20 米深的井，王
关喜是打井队的一员。近半个月来，他
天刚亮便来到打井现场，一直忙到天擦
黑儿。

“7 月 20 日动工，估计再有十来天

就打好了。”王关喜说，今年六七月，县城
供水开始紧张，几名村干部一商量，便凑
了8万元打井，没让村民出一分钱。这眼
井打好后，能解决 4 个组 800 余口人的
吃水难题。

柏树村党支部书记李爱巧说，他们正
向县政府申请资金，等资金一到位，就可以
修建蓄水池、铺设管道，直接把水通到村
民家中。

自从得知村里要打井，今年69岁的
桑巧“跟等着抱孙子似的”。

桑巧家住柏树村后岭组，家有 6 口
人，每次到外村打一桶水，只够吃一两
天，“饿了还能忍忍，渴了真是忍不住
啊”。

城关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洪平和
说，今年6月，镇政府就开始向旱情比较
严重的洪涧村、郜园村送水。

为吃水，村干部凑钱打井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为保田，村民集资整修提灌站

柏树村村民在打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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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凑钱打井 整修提灌站自救

昨日从市民政局救灾科获悉，我市大
范围干旱灾害持续，重度干旱区域不断扩
大，汝阳、栾川、嵩县、伊川、洛宁等南部和
西部山区旱情持续加重。

据民政部门最新统计，干旱灾害已造
成汝阳、洛宁、嵩县、栾川、伊川、偃师、新
安、孟津、宜阳、涧西、西工、洛龙、高新、伊
滨14个县（市）区126个乡镇受灾；160多
万亩秋作物遭受不同程度干旱，其中76万
多 亩 成 灾 ，20 多 万 亩 绝 收 ；因 旱 造 成
47728 人、23254 头大牲畜出现临时性饮

水困难；农业直接经济损失2.7亿多元。
针对持续加重的旱灾，各地区积极采

取措施，组织抗旱自救。宜阳县抓好抗旱
保秋及田间作物管理，开展引水、送水、打
井、找水等工作，确保“能浇一亩是一亩”；
嵩县下拨救灾生活资金15万元，加快实施
抗旱应急饮水工程，并合理利用水源，抗旱
浇地；偃师市自 6 月 16 日开始引水，支持
沿渠 3 个镇的灌溉工作，共引水 20 多天，
灌溉面积1.5万亩，截至目前，该市累计灌
溉面积19.6万亩。（李冰 刘惠卿 石萌皎）

大范围干旱灾害持续，重度干旱区域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