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有“五山四岭一分川”之说，
即山区和丘陵占全市面积的近九
成。面对旱情，如何保障山区群众正
常吃水，成为我市“抗旱保卫战”的首
要内容。

11 日，记者在嵩县采访时了解
到，该县部分山区群众吃水并不困
难，因为山坡上修建的集雨水窖，对
解决当地人畜吃水问题起了大作用。

小水窖解决吃水难题
11日，在嵩县何村乡，记者驱车

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脚下的这座
山，被当地人称为“南大岭”，是豫西
伏牛山区的一部分。

山坡上露出的一个个水泥包远
远望去像许多倒扣的碗，让人既感新
鲜又觉疑惑。同行的嵩县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说：“这些‘扣碗’是集雨水窖，
当地群众吃水全靠它。”

在何村乡箭洼村胡岭自然村，十
几个埋在土里的水窖围绕着这个坐

落于半山腰的小村庄。在村民吴岳
保的家里，一拧水龙头，水就哗哗地
流了出来。

“这水都是‘扣碗’里的水，接了
根管子，从水窖直接引到家里。别看
今年旱，水管还没停过水。”今年 69
岁的吴岳保说，水窖里的水有的是从
山上的水沟里引流来的雨水，有的是
从提灌站里抽上来的水。今年虽然
旱，但他们家四口人吃水不成问题。

建水窖留住“天上水”
沿着吴岳保家的水管往山上走，

我们找到一个藏于山坡上的水窖。
由于前几天降下甘露，水窖里的水位
又上升约30厘米，高度约1.3米。该
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里面的水
够一家四口人吃一个月。”

“县里的水窖形状基本一样，底
部为圆形，直径4米；越往上越细，高
也是4米。”该负责人介绍，水窖旁边
有个水池，用来收集并沉淀从山坡上

引流下来的雨水。当水池里的水位
到达一定高度时，沉淀后的水就会通
过管道流入水窖，再流向各家各户。

嵩县位于伏牛山区，地下水开采
难度大，再加上山区人口居住分散，
过去群众吃水很成问题。“遇到严重
干旱，很多人要跑到3公里以外的山
沟里挑水吃。因此，我们下决心要

‘留住天上水’。”该负责人说。
从1999年至2014年，利用山坡

的坡面、路面作为集流场，该县建设
了11749个集雨水窖，其中今年新建
500 个，解决 4.9 万多人和 1.25 万多
头牲畜的饮水问题，发展节水灌溉面
积2625亩。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计划连续3年修建集雨水窖，解决山
区 人 畜 吃 水 问 题 ，今 年 已 经 建 成
1200个。

变“靠天吃水”为“安全饮水”
“没有建水窖的时候，我每天早

晨都要走两三里山路到沟底挑水，山
路又滑又陡，经常摔倒。那时吃水实
在太难了！”在嵩县何村乡姜岭村，63
岁的村民张女坦言，自从家旁边的山
坡上建了水窖，村里人家房顶上的排
水管接上塑料软管，管子直接通到水
窖里，吃水就不愁了。

不过，靠天吃水并不是长久之
计。今年农历新年之后，农村安全饮
水工程已经覆盖张女家，如今她家已
吃上自来水。该县水利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计划到明年年底前，“南大
岭”上的箭洼、安岭、姜岭、东洼、后
屯、吕岭、桥头7个村，将全部通上自
来水。

本报记者 郝洋 实习生 王玉
珠 文/图

嵩县建设万余个集雨水窖，解决山区部分群众吃水问题

“扣碗”留住天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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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高冰南）昨日从市招办获悉，今年我
省高招本科升学率创历史新高。目
前，高职高专批文理科计划缺额总数
为 120618 个，明日 8 时至 18 时征集
志愿。

7日，随着本科三批录取结束，我

省高招本科批次录取工作落幕。今年
我省普通类本科录取288273人，比原
计划扩招7604人，全省高招本科升学
率达44%，创历史新高。

10日，高职高专批正式投档录取，
今年共有 1180 所院校参加高职高专
批次的录取，计划招生255789人。文

科第一志愿不足计划数的招生单位
891个，约占文科招生单位数的81%；
计划缺额 65879 个，约占文科计划数
的50%。理科第一志愿不足计划数的
招生单位 961 个，约占理科招生单位
数的84%，计划缺额54739个，约占理
科计划数的44%。

明日 8 时至 18 时，省招办将对高
职高专批计划余额公开征集志愿，考
生 可 登 录 省 招 办 网 站（www.heao.
gov.cn）、河 南 招 生 考 试 信 息 网

（www.heao.com.cn）查询。16 日将
投放征集志愿档案，高职高专批录取
工作结束。

高职高专批明日征集志愿

我省高招本科升学率创新高

从1980年起，她自费在家属院开设两个报栏和一个少年阅览
室；国家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实施后，她先后资助 46 名失学儿
童；她先后用省吃俭用节余的10万余元，为10余所学校、幼儿园
免费购买图书报刊……她，就是黄河设计公司地质勘探院退休干
部、85岁的陈昌明。

开设阅览室，开辟第二课堂
走进黄河设计公司地质勘探院家属院的少年阅览室，在这个30

平方米的屋子里，陈列着1000多本图书、杂志等。一位身材瘦小的老
太太，正陪孩子们看书，她就是陈昌明。（上图）

1984年，陈昌明在家属院找来一间闲置的房子，自费开设了
这个少年阅览室，为孩子们开辟第二课堂。

为丰富图书种类，她利用出差时间，到郑州、北京等地买书。
阅览室每周开放两次，除让孩子们看书外，她还帮助他们解决学
习中的难题。

从1992年起，她与辖区学校约定，在学生上自习或放学前，把
书摆在教室供学生阅读，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陈昌明的女儿在郑州工作，几次要接母亲过去生活，都被倔
强的老太太拒绝了。“我去了，我的阅览室怎么办？不去！”

30年来，先后有6万多人次来这里借阅图书。“我们都曾是在这
里看书长大的孩子，现在我的孩子也来这里看书。”37岁的姜春英说。

从 1982年起，陈昌明在家属院内设置了两个报栏，自费订了
《中国少年报》《少年百科知识报》《少年科普报》等供人阅读。

赠书订报刊，送去精神食粮
进入黄河设计公司地质勘探院之前，陈昌明从事教育工作。
1980年，她无偿为学校买书、订报刊。起初，师生们以为她是

书店的推销员，书店的店员以为她是学校的图书采购员，闹出不
少笑话。1988年，她从单位退休后，继续坚持向学校捐书。如今，
图书、报刊的价格不断上涨，但她始终未改初衷。

“当看到孩子们接过新书，我的心情是别人无法体会的。”陈
昌明说。30多年来，她向全市15所中小学、幼儿园赠书4200多
册，赠订报刊1300余份，赠送玩具100多件。

黄河设计公司地质勘探院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朱恒泰说：“她现
在年纪这么大，还坚持给学校送书，为学生送精神食粮，很不容易。”

心系贫困儿童，为希望工程添砖加瓦
1994年，陈昌明在《洛阳日报》上看到有关贫困山区的孩子无

力求学的报道后，心想：“我小时候就是因家里穷上不起学，不能
让这些孩子被‘穷’字绊住腿。”

当时，她拿出1840元，来到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将钱捐给嵩县
田湖镇的3名失学女童。此后，她每年都要拿出4000多元，资助
失学儿童。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我的理想就是把下一代教育好。”陈昌
明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多年来，陈昌明获得全国少年儿童校
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园丁奖、河南省希望工程
建设奖、河南省希望工程爱心人士等多项荣誉。

本报记者 王晓丹 实习生 孟璐 文/图

陈昌明：
给孩子们送去精神食粮

山村旁的水窖村民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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