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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档案管理‘十防’须落实到位，深层次开
发亟待加强……”近日，市档案执法监督检查联合执法
组的工作人员宣读了对嵩县档案局的现场检查笔录，
并公布评分：98分。这是我市近日开展档案执法系列
活动的一个缩影。

近日，市档案执法监督检查联合执法组先后对伊
川县、吉利区、孟津县档案管理机构进行执法检查后发
现，档案库房老旧短缺导致不少档案迟迟难以入库、档
案宣传形式单一、公众知晓度不高等问题较为普遍。
目前，居民对档案的利用率逐步提高，部分档案管理机
构尤其是县级档案管理机构经费有限、人员较少，难以
提供满意服务。

联合执法组工作人员说，目前居民对档案的利用
集中在时限较长的各类证明、合同文书等方面，各县存
在土地利用、人事、财会档案管理水平高，其他档案管
理水平相对较低的现象。

目前，我市各县（市）区档案局所属档案馆均已开
放，居民可持有效身份证件或介绍信查阅相关档案。

（苏楠 吕莲慧）

我市开展档案执法
监督检查活动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昨日上午，甘肃敦煌研究
院专家来洛，用高清相机、三维扫描仪等仪器对世界文
化遗产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进行数字信息采集，为
搭建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旅游研发展示平台做
准备。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吴健
介绍，他们目前所做的是国家科技部提出的课题——

“丝绸之路（中国段）文化遗产资源地理信息系统暨文
化旅游平台研发展示”，该课题于2012年启动，计划用
3年时间全面采集丝绸之路中国段沿线各个文化遗产
点的文字、图像及地理信息，最后将各种信息整合在一
起，构建一个三维系统，让游客在进行丝绸之路文化遗
产游时，无论是游前、游中，还是游后，都能从该平台获
取各类所需信息。

我市的采集点为：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博物
馆、龙门石窟、白马寺、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和汉魏故
城遗址。

为搭建丝绸之路（中国段）
文化旅游研发展示平台

敦煌研究院专家
来洛采集信息

本报讯（记者 鲁博）昨日，河南省民营经济发展
服务中心中原企业家联盟在我市成立。

该联盟由我市相关企业发起成立，经省工商联民
营经济发展中心审批，是跨地区、跨行业的省级联盟
组织。联盟由中原经济区内的中小微企业组成，目
前已有正式会员企业217家、个人会员800余名。该
联盟成立后，将开展金融投资、项目运营、行业服务、
教育培训、法律援助等相关服务工作，助力中原经济
区建设。

省工商联副主席李振、省侨联副主席刘东晓等出
席成立大会。

中原企业家联盟
在洛成立

今年的“11·22诚信日”即将闪亮登场，与之有关
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准备中。比如，11月9日的《洛阳
日报》就报道：“筹备已久的2014洛阳诚信建设经验交
流会将于本月下旬举行。”字里行间，能看出从上到下
对今年诚信日的重视。

笔者由此想到，何不以今年为起点，通过几年的努
力，让“11·22”叫响全省乃至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像打
造牡丹文化节那样，将这个“洛阳自己的节日”打造成
洛阳的另一个“金字招牌”？

不客气地说，从2007年创立以来，“11·22诚信日”
“墙内开花墙内也不香”。不说外人知之甚少，就是在
洛阳，了解的人也不是很多。笔者就曾在上班路上随
机问过一些市民和商户，很少有人听说过它。

一个由洛阳独创的节日，一个主题重大、意义深远
的节日，不应该是如此的境遇，也不应该一直遭受这样
的待遇。

实际上，洛阳目前已经具备叫响“11·22”的有利条
件——

天时。诚信已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名副其实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也给“11·22”扬名
立万创造了机遇，并给它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好气候。

地利。千年帝都、牡丹花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这些为洛阳所有的响当当的“金字
招牌”，将成为“11·22”“怒放”的“催化剂”。

人和。从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能像今天一样唤醒
洛阳人的发展危机意识、奋起直追意识、团结一致意
识。凝心聚力、务实重干已成为当下洛阳人的共识。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只要我们奋发努力，就一定
能将“11·22”打造为洛阳的另一个“金字招牌”。

《河洛谈》欢迎广大读者对洛阳的大事小情发表真
知灼见。投稿地址：洛阳市开元大道218号报业大厦20
楼洛阳日报评论部。邮编：471023。电子信箱：deng-
dehong@163.
com。官方微博：@
洛阳日报。微信公
众账号：lyrb0379。

将“11·22”
打造成“金字招牌”

啸 尘

年内，从我市水质最好的大型水库——故县水库向市区引水工程
将开工建设，项目兼顾向沿线的洛宁、宜阳供水。预计2016年9月底，
故县水库一库清水将流向千家万户。

故县水库从1951年勘测至1993年竣工，40多年里三次下马、四次
上马，最后一次施工前后跨度15年。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我们带
您走近这座熟悉又陌生，且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库，回顾那段
波澜壮阔的建设史。

四十年筑坝波澜壮阔四十年筑坝波澜壮阔
引清流入城福泽民生引清流入城福泽民生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李峰 张森 文/图

故县水库：

筑坝治黄：
“四上三下”，拦洛河治水患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水患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
腹大患。作为黄河一级支流，洛河调蓄对黄河防洪至
关重要。新中国成立两年后，洛河勘察选库就被提上
议事日程。然而，这项泽被后世的工程，历经了“四上
三下”的波折，勘察设计和建设过程跨越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四个不同的历
史时期。

1958年，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故县水库第一次
上马。按照“一年滞洪，两年建成”的要求，洛阳地区抽
调民工上万人，拉开水库大会战。到1960年，全国遭
受自然灾害，资金、物资供应困难，加之设计标准低、技
术落后，水库被迫停工，成为大坝建设史上的第一次

“上马和下马”。
1969年，国家要求故县水库复工，以减轻黄河下

游洪水威胁。同年，洛阳地区组建“故县水库民兵师”
再次进驻工地，在否定爆破方案后，重新勘探选择坝
线。仅仅一年后，全省为集中力量上黄河小浪底工程，
故县水库又因故停建，成为第二次“上马和下马”

1973年，故县水库第三次上马，并被列为国家重
大工程项目。到1975年，地质条件发现新问题，需要
补充勘探，坝型迟迟难以确定，加之资金紧张，故县水
库再次停工缓建，成为第三次“上马和下马”。

1975 年 8 月，台风引发淮河流域特大暴雨，造成
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汲取教训，故县水库被
列为水利部直属直供项目，1978 年开始了第四次兴
建。此后大坝建设再未中断。

《故县水库志》的大事记中记载：1980年，大坝截
流。1983年，补充地质勘测和坝高复核论证完成，决
定修建混凝土重力坝。1991年，大坝下闸蓄水。1993
年10月，历经“四上三下”的故县水库大坝工程全部竣
工。125米的故县大坝成为当时全国十大高坝之一。

据了解，故县水库大坝因突出解决了在复杂地质
条件下筑混凝土高坝难题，被水利部评为“优秀设计金
质奖”。如今，故县水库与小浪底水库、三门峡水库、陆
浑水库“四库联调”，共同保障了黄河安澜。

洛阳驰援：
战天斗地，共患难结深情

“磨剑十年建奇功，巍峨巨坝矗立雄，斩断洛水平
湖现，河图再绘锁蛟龙。”1991年2月，时任水利部部
长的杨振怀在故县水库下闸蓄水前赋诗感慨故县水库

建设的艰辛和成就。下闸仪式上，当闸门缓缓落下，数
千名建设者和群众振臂欢呼，在场的不少人悄悄抹去
眼泪。

在故县，流传着一首民谣：“上了高山坡，两眼泪索
索，上不完的山，下不完的坡，过不完的沟，趟不过的
河。”在这样复杂的地形中施工，同样的工程量人们所
付出的劳动量，要比平地施工多出两倍。1958 年至
1975年，故县水库前三次上马，均由河南省和洛阳地
区主导，尽管因为资金短缺、地质复杂等困难相继停
工，但在平整场地、修筑道路、完善生活设施等方面，为
第四次施工创造了条件。其间，我市几乎全民动员，施
工高潮期水库民工超过3万人。

如今，在故县镇寻峪村边，还能发现很多废弃的窑
洞。67 岁的老支书刘双学告诉我们，寻峪村是个盆
地，水浇地旱涝保收。1958年大坝第一次上马时，为
了保护耕地、减少工棚建设费用，数万民工在山坡上打
窑洞居住。而在大坝下游沟口，仍保留着一座废弃的
横跨洛河的铁索桥。当时，工人肩挑背扛，把一袋袋水

泥、一包包沙子运到坝上。
跟着刘双学的脚步，我们在大坝以东不远的绝壁

上，发现了一条人工凿出的挂壁山路。这条路嵌入岩
壁，一侧是岩石，一侧是峭壁，峭壁之下滔滔的洛河水
向东奔流。如今，这条仅容一人行走的道路已经人迹
罕至，但它仍能瞬间把我们带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刘双学说，这是没有用任何机械，全靠人力一锤一
钎凿成的，在地质勘探和爆破人员疏散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

移民搬迁：
万人迁徙，离故土建家园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每一项大型水利工程的背
后，都有移民做出的巨大牺牲。故县水库淹没区30平
方公里，涉及洛宁县12平方公里11个行政村6000多
口人、卢氏县18平方公里11个行政村1.1万人。

“如果没有到过移民搬迁现场，就无法真切体验
迁移的震撼：祖坟前的长跪，一捧家乡土、一瓶家乡
水的随身珍藏……”故县镇政府公务员李晓旭回忆，
故县盆地是洛宁较好的农业区，灌溉条件好，人们都
不愿离开。

1987年，气象部门预报，度汛标准按50年一遇洪
水做准备。故县和下峪两个乡的6个行政村需要迅速
搬迁。由于河水阻隔，道路迂回，搬迁进展迟缓。当年
7月，汛期临近，为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协调
济南军区出动舟桥部队，在下峪镇西施村和河东村架
起了两座浮桥。仅仅一周时间，附近4个村250多口
人搬迁完毕，大量搬迁汽车、拖拉机、架子车通过浮桥
运送人员和物资。

在搬迁过程中，由于故县镇区恰好位于水库底部，
原来所有单位都搬迁至现在的寻峪村。“在几次大的突
击性搬迁中，全民上阵，大打‘人民战争’，洛宁全县参
与移民的干部超过 3000 人。”李晓旭说，按照“边搬
迁、边安置、边建设、边生产”的原则，移民安置点的基
本生产生活设施均做了全面规划，搬迁群众实现了搬
得出、稳得住。

引水工程：
绿色发展，保水质惠民生

故县水库建成后，在主要承担防洪、发电功能的同
时，先后成立养殖公司和旅游开发公司兼顾经济效
益。而故县水库大坝建设时，预留了取水口，为取用水
库水源做好了工程准备，但长期以来均被闲置。

近年，国家要求逐步减少地下水取水量，严格管控
年度开采总量，在此形势下，开发利用地表水势在必
行。根据引水工程规划，故县水库引水项目将从故县
水库取水口引水，经洛宁、宜阳进入市区，输水线路全
长130.08公里。工程通水后，每天可保障洛宁县5万
立方米供水规模和宜阳县7万立方米供水规模，其余
水量全部供给市区。

今年5月，故县水库管理局曾组织了一次系统的
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检测的50项监测因子中，47项
符合国家地表水一类水质标准。故县水库养殖公司副
总经理李要林说，过去20年里，库区绿化和水土保持
逐年推进，两岸已从过去裸露的黄土坡变为郁郁葱葱
的水利风景区。此外，库区为了保护水质，并未扩充养
殖规模，旅游资源也未进行深度开发，因此故县水库才
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

目前，市政府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报送的关于将
故县水库调整为饮用水水源地的请示已获批。这意味
着，今后库区将会进一步限制养殖规模和旅游开发，高
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行业将被限制投资，逐步实现绿
色发展。

今年，故县镇对库区沿岸的3000多亩土地进行了
统一流转，发展林果产业，实现水土保持和经济利益的
双赢。同时，我市将与洛河上游的卢氏等地加强协作，
保护洛河水质，确保“一河清水入库、一库清水进城”。

故县水库全貌

人工开凿的挂壁山路

大坝泄水发电

群山共拥一泓碧水群山共拥一泓碧水

库中半岛层林尽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