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特CC 11112021年7月 1日 星期四 责编 屈茸 彭光灿 美编 陈文静

2019年，铜梁区水利局副局长
尹远明带头找新水源、做群众工作，
随着人和村集中供水工程的完工，
1000余户村民用水问题得到解决，
在汩汩水脉润泽下，人和村转变成了
和谐村、幸福村。

在水利岗位10余年，尹远明始
终对群众用水之苦感同身受。2006
年7月，铜梁区曾发生多年不遇特大
干旱，3个村3000多名群众无水可
吃，他通过组织送水、另找水源等方
式解决群众用水困难。

为彻底解决全区饮水安全问题，
他十年如一日，深入基层，走村串户
了解饮水现状，掌握第一手资料，根
据缺水现状实际，周密计划具体农村
人饮工程建设地点。

除了开展农村人饮工作外，
2019年1月，尹远明牵头实施铜梁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试点工作，积极
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顺利完成
24个镇街水厂合并。

杨华良是城口县水利局农村水利
科负责人。自1990年7月参加工作以
来，他始终扎根水利基层一线，成功从
基层员工晋升为高级工程师，用兢兢
业业的工作生动地诠释了何为“工匠
精神”。

2018年12月，杨华良在工作中不
慎摔倒受伤。经过半个月的住院治疗
后，医生建议在家至少躺7个月，但杨
华良休养了4个月就闲不住了。“2019
年正是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时期，农
村安全饮水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我得回去。哪怕拄着拐杖，坐在办
公室帮同事们做好前期工作，后期的
项目落地也能轻松很多。”杨华良说。

2017年，为了解决岚天乡三合村
水源问题，身患低血糖的杨华良经常
忙起来顾不上吃饭，带着工作人员克
服山高坡陡等多种困难，最终保障了
村居生活用水。

50岁的刘宏健，曾是湖南省水利
厅特约的知名水利专家。

2009年，她随丈夫工作调动，来
到重庆市长寿区水务局（现水利局）从
事水利项目建设主管方面工作。作为
一名水利高级工程师，她多年身兼双
职，规范建设管理程序，组织实施全区
集中供水工程，并倾情培养水利技术
人才，扛起全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和
运行管理的责任和重担。

2011年，全国开展水电站增效扩
容试点工作。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
水碾电站作为长寿区水务局下属国有
企业，设备陈旧老化，每年实际发电量
已不到设计量的50%，电站经营效益
逐年下滑濒临破产。为了“救活”水碾
电站，刘宏健积极向上级争取到改造
资金，还牵头组织了施工图设计优
化。最终，水碾电站改造项目将改造
成本从总投资1144.50万元降低到了
768万元，成功实现了节省工程投资、
保证工程质量、提高工程经济效益的
三个成果。

刘劲梅是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五
岔水文站站长，1984年从事水文工作，
1985年来到五岔水文站，迄今已守护
綦河30多年。

2020年6月22日10时，江津区綦
江五岔站洪水橙色预警发布。11时50
分，市水文总站将五岔站洪水橙色预警
升级为綦江流域重庆段全线洪水红色
预警。这是重庆历史上发布的首个洪
水红色预警，也是五岔水文站迎来建站
以来最大洪水。面对超历史洪水，刘劲
梅不断向上级上报实时水位和流量。

“水文站早一点把洪水的信息报出去，
沿途的政府和百姓就能多一点处置的
时间！”刘劲梅说。

30多年来，刘劲梅所驻守的水文
站没有发生过一次安全事故，没有放掉
一次洪峰，没有漏发一次水情报文。“这
是我这30多年最大的成就。”刘劲梅
说。

今年47岁的李敏是涪陵区水利
局河道科科长，也是区河长办工作负
责人。他长期从事河流保护、水资源
及河道管理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治
水、管水、护水经验，更善于在实践中
找问题，在问题中动脑筋解题。

李敏曾积极建言献策，促成区、乡
镇、村三级河长体系的建立，涪陵也得
以于2017年在全市率先实现所有区
领导均担任区级河长，率先建立区、乡
镇两级河库警长体系，这些举措作为
涪陵水利先进经验在全市得到推广。

目前，涪陵区打造了数据资源共建
共享、动态监测与实时预警、指挥调度
智能快捷、实战处置科学高效的“互联
网+”河长制管理系统平台。这套系统
平台建成后，长江、乌江涪陵段主要区
域实现了高空视频监控全域覆盖，水
利、环保、港航、渔政等涉水部门都可以
通过平台共享监测数据、信息，同时为
各级河长指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今年59岁的黄仕文已经担任红
山二级水库巡查管护员12年，他的足
迹遍布水库周边每个角落，正是他高
度的工作责任感保障了武隆红山一
级水库的安全和上百名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2020年 7月15日，武隆区后坪
乡普降大暴雨，降雨量达到140.3毫
米。已经巡查完两轮水库的黄仕文
回到家坐立不安，又立即穿上雨衣来
到水库边。凌晨4点过，水库上游的
河道因山体垮塌被堵塞，河水无法通
过河道下泄，全部流进了水库的借水
隧洞，水库水位急剧上涨，一级水库
水位也在渐渐上涨，并逐渐蔓延到房
屋周边……

黄仕文来不及多想，一边给乡政
府和武隆区水利局打电话报告，一边
在雨中挨家挨户敲门，把村民从睡梦
中喊醒。最终，确保了百余名百姓的
生命财产安全。

3年前，刘岸松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战，先后在丰都县三建乡脱贫攻坚一
线和市扶贫办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奋
勇向前、攻坚克难。

在三建乡，为了尽快摸清当地水
资源分配和水利工程建设情况，刘岸
松主动放弃周末休息，集中20天就走
遍了全乡8个村社、4个水厂、123口山
坪塘和水池，调研分析出三建乡生产
生活用水不易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
药开出药方。他还通过收集数据挂图
作战、定期巡查监管工程等工作夯实
筑牢了水利前哨，有序推进了水利扶
贫。

在市扶贫办工作期间，刘岸松深
入基层调研扶贫信访案件和舆情处突
10余起，暗访督导20余个区县，积极
参与做好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配合
工作和区县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相关工
作，全程参与了全市脱贫攻坚“百日大
会战”等重大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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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初审、候选人网络点赞、现场考察采访、候选人事迹报道、专家评审等工作，第二届“重庆水利实干家”评选结果于6月30日揭晓。
活动评选出10名水利行业献身一线、清贫坚守、尽职敬业、苦干实干的水利实干家。他们体现了水利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当工作中

的实干家”的政治担当和事业追求，激励和引导全行业、全社会崇尚实干苦干，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第二届重庆水利实干家评选结果揭晓

实干创造美好未来

“人生如高压锅，压力越大，成熟越
快。”这是王精华的口头禅，他在水利战
线上奋战了近10年，始终专注做好“水
文章”，让水资源更好地服务地方发展。

2012年，王精华调任忠县水利局
党组书记、局长。如何尽快适应新工
作？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山坪塘整治
是老百姓家门口的民生工程，王精华决
定以山坪塘整治为突破口。他先后创
新“七重七抓”举措推进山坪塘整治，探
索出“三变”治水，让“浊水变清水、死水
变活水、水体变水景”……

截至2015年底，忠县共投资3.25
亿元用两年时间整治了4063口山坪
塘，兑现了“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庄严
承诺。同时，山坪塘整治工作获得重庆
市“禹王杯”考核一等奖，受到水利部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办公室全国通报表
扬。十载磨一剑，专做水民生。王精华
创新水利基层体制改革，强力推进重大
水源工程建设，探索“三变”治水和河长
制工作，使“浊水变清水，死水变活水，
水体变水景”，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和全县经济社会
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保障。

32年来，田伟深耕水利工作，先后
奋战在水利工程管理、水政管理、水土
保持、重点工程、农村水利和防汛抗旱
等多个岗位，因为“一专多能”和对专业
的坚持，被同事们称赞为“田技术”“多
面手”。

早在1990年5月，潼南县的水政
水资源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田伟作为
潼南县水电局新设水政股首批工作人
员，积极参加建章立制、取水许可、水政
执法等工作，助力了全县的水政水资源
工作取得良好开展。

多年来，田伟“痴心”农水，帮助扶
贫惠民生。2005年3月，受组织委派，
田伟来到市水利局农村水利处，参与到
水利扶贫、农田水利、农村饮水安全等
工作。

2019年以来，田伟全身心投入防
汛工作，积极参与全市水旱灾害防御政
策机制设计、技术方案指导和防汛调度
支撑，抗御重庆“20·8”历史罕见洪水期
间，指导铜梁区安居古镇运用设防10
年一遇洪水堤防，成功防御超20年一
遇洪水。“挖掘水利工程潜能，保护好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水利人的责任
担当。”田伟说。

2020年12月18日，伴随着一道
闸门缓缓下落关闭导流洞，国家172
个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的重庆市观景
口水利枢纽工程顺利完成下闸蓄水。

为了将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建
设成优良工程，自2016年工程开工以
来，张绍炜作为重庆市观景口水利开
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带
领团队不断积极探索管理创新、技术
创新，率先探索采用EPC总承包建管
模式，在全国水利行业率先采用微盾
构顶管施工技术，主导应用大坝填筑
密实检测附加质量检测法、清水混凝
土施工工艺、新型纳硅混凝土涂层和
CBS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技术等行
业先进新技术、新工艺，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在从事水利行业的38年中，张绍
炜先后主持建设了重庆大学城水厂、
土主污水处理厂、朱家岩水厂和观景
口水利枢纽工程。“作为一名水利人，
水利人的价值就是在这一个个利民
工程中得到体现和升华。”张绍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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