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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告告··金金海海湖湖新新区区部部分分蔬蔬菜菜大大棚棚鸟鸟瞰瞰

在金海湖新区小坝镇蔬菜产业项目分红

仪式上，274户农户喜领蔬菜产业“年终奖”

16.4万元。

2018年6月，金海湖新区小坝镇蔬菜产业

项目正式投入使用，由恒大集团援建，投资

935万元，建成大棚304栋、冷库1个。项目基

地引进以色列灌溉系统，通过加强技术指导、

循环种植蔬菜，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助力

农民持续增收。此外，项目基地采取“产销对

接”“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模式，

由毕节长发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毕节雨

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农户除了参

与每年每栋大棚保底分红1000元以外，还可

以通过在基地务工的方式增加收入。2019

年，该基地解决50余户贫困户就业，除分红

外，还为贫困户发放工资60余万元。

贵州毕节金海湖新区在推进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中，以“绿色生态、高产高效、特色精

品”为方向，以“扩面积、优结构、提质量、创机

制、增效益”为发展路径，聚焦规划布局、精准

选择产业，以果蔬为主导产业推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步伐。2019年，新区共有种植业合

作社266个，主要种植蔬菜、食用菌、辣椒、马

铃薯、水果等产品，种植面积达8万余亩，销量

合计26800余吨，累计创收2.7亿元。

文/安相、刘宁

金金海海湖湖新新区区瓜瓜农农丰丰收收

蔬蔬菜菜大大棚棚里里的的瓜瓜农农正正在在采采摘摘

本报记者杨金志、何欣荣、杨有宗

2019 年 8月，备受瞩目的《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公布，其
中写道：“在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
小洋山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设置新片
区。”大治河，一个韵味深长的名字进入公众
视野。

打开上海市全域地图可以发现，黄浦江上
游有一个九十度的大拐弯，自西向东的大治河、
自北向南的金汇港自此引出，分别通海。因为两
条运河的存在，水道从一个直角变成了一个
“十”字；也因为这两条运河的存在，上海自贸区
临港新片区两面临河、两面临海，有了天然的地
理界线。

开挖于 1977 年的大治河，是上海有史以
来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40 多年来，它在航
运、灌溉、防洪排涝、垃圾转运、城市美化等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成
立后，大治河迎来了又一次新生，前景令人无
限遐想。

忆当年，千辛万苦引来幸福泉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上海因水而生，因
水而兴。与此同时，各种水害也时时侵扰着
上海。

原上海市水利局副局长宁祥葆曾参与当年
大治河选址规划，他说，上海地处太湖流域下
游，上有洪水威胁，下有风暴潮威胁，缺少完善
的排水河道，并由此带来土壤水分过大，土壤渍
涝严重等问题。

1977 年，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之际，上
海市做出重要决策：在黄浦江上游开挖运河。当
年 12月，隆冬时节，东海之滨的南汇、闵行、奉
贤等上海郊县却呈现出热气腾腾、气吞山河的
景象。上海的“大运河”开工了！

现大治河西闸站长夏建明是本地人，当年
只有十几岁的他也参与了工程的建设。“那时条
件艰苦，缺少大型机械，基本就是锄挖肩挑加小
拖拉机。”十多万民工奋战河场，装运泥土的数
千台拖拉机机器声轰鸣，河两岸上万个简易工
棚绵延数十里。

“可以说是全民总动员！”原上海市水务局
副局长汪松年回忆说，据统计，当时上海市各机
关先后组织 8000 多人次参加义务劳动，解放军
驻沪部队官兵 2000 多人次支援开河。

“宁吃千辛苦，引来幸福泉。”经过两冬一春
的奋战，1979 年，改革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壮丽
宽阔的运河也基本大功告成。自北向南较短的
那条河，根据当地地名命名为金汇港；自西向东
较长的那条河，则被命名为“大治河”。

为什么取名“大治河”？因为自古以来，治
国必治水。而在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
放之初，人们期盼着国家大治，对未来充满
信心。

大治河，是上海有史以来人工开挖规模最
大的河道。据统计，河道开挖土方量合计约 1 亿
立方米。大治河西段西起黄浦江闵行段，东迄浦
东新区航头镇，长约 7 公里，全部实地开挖；中
段和东段全部在今浦东新区，长约 35 公里，利
用原有老河二灶港、四灶港、新开港、六灶港加
以拓宽浚深，抵达东海。宁祥葆说，大治河的选
址非常科学，它位于上海浦东地区的正中央，兼
顾南北两岸；充分利用既有小河道，减少了工程
开挖量。

随着大治河竣工，上海的治水形势彻底扭
转。原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工程师
虞中悦说：“大治河与金汇港，将黄浦江水道
从一个‘直角形’变为‘十字形’，极大地提升
了排水效率和能力。”

原上海市水利局副局长史有德则用“纲举
目张”来评价这项工程：“上部宽 100 米，河底宽
60 米，这条人工运河是按照骨干河道的标准建
设，有了它，纲举目张，原有的小河道就能形成
网络。”

大治河主体工程于 1979 年竣工后，东闸外
通海河道当时暂未开通。1992 年到 1993 年，时
任南汇县县长的汪松年主持了大治河东闸修复
工程，同时开挖闸外河道。自此，大治河自黄浦
江至长江口东海全线贯通。

“既能引水，更能排水。”在史有德看来，大
治河工程的开挖及完善，实现畅通河网、改善
土壤、防盐治渍等多个目的。“大治河竣工后效
益显著，引排水和容蓄量扩大，调控自如，水源

充沛，南汇大部和奉贤东部 20 多个乡镇受
益，保证了淡水水源，同时又增加了一条五
级航道，可通航 300 吨级船舶，对振兴、发展
浦东南汇地区和奉贤东部地区的经济发挥
巨大作用。”

40 年，大治河见证时代变迁

大治河西端，连接黄浦江和大治河的水
闸叫西闸水利枢纽。它的南侧是六孔节制闸，
北侧一孔是船闸。秋冬时节，记者登上西闸闸
首看到，100 多米宽的河面开阔平坦，河流两
岸层林尽染，黄、红、绿参差多姿，和河水的淡
蓝交相辉映。

西闸站长夏建明已经在此工作了 30 多
年，他告诉记者，建闸既可以防洪，还可以保
障船舶的正常航行。“受潮汐影响，黄浦江水
位一天当中变化很大，而有了这个水闸，大治
河的水位就能常年保持在 2 . 7 米左右，保证
通航条件。”

随着闸门缓缓打开，一艘载有 12 个集装
箱的垃圾船从黄浦江驶入大治河，稍作休整
后，这艘船舶将向老港进发，把船上垃圾送到
那里的现代化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这一幕，
每天要在大治河西闸上演多次。上海每天产
生的城市生活垃圾，大部分都通过这条航道
进行清运。

最初，垃圾装运卸的全过程基本是敞开
的，垃圾容易散落、滴漏，污染环境。2010 年
世博会前夕，上海开始探索垃圾密闭化运输，
逐渐建成生活垃圾集装化运输系统。2019 年
7月起，上海全面实施垃圾分类，垃圾清运也
更加清洁、规范。

夏建明说，这些年来，通过西闸的船舶无
数，从小吨位的木制、水泥、铁制驳船，到一应
俱全的大吨位货机驳船。“通过西闸船舶的吨
位也从最初的四五十吨提升到了现在的五六
百吨。”

40 年间，西闸的通航效率也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最早的时候一艘船过闸要两三个
小时，过往船只要排大队。通过我们采用精细
化管理方法，目前船舶通过只需要三四十分
钟。”在大治河西闸管理室，监控大屏显示着
每一个闸门的实时画面，工作人员可以提前
观察、预判、下指令。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在太快，老船闸
不断“挖潜”也跟不上通航需求，大治河需要
一座新船闸。经过四年建设，在水闸南侧，由
中交三航局承建的新船闸于今年正式启用，

这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内河枢纽船闸。
船闸按照三级船闸标准建设，闸室长 350
米、净宽 27 米，可通行最大载重 1000 吨级
船舶，设计年货物通过能力为 2900 万吨。

“新闸启用，将有效提升长三角地区高等级
航道网综合集疏运能力。”项目负责人王国
柱说。

30 多公里外，大治河的另一头是东闸，
闸外约十公里处就是大海。东闸同样为六孔
设计，在水闸南侧还设置有一条 2 米宽的鱼
游道。“这主要是为鱼洄游产卵考虑的，鱼可
以通过这条小道回到淡水中产卵，40 年前就
能想到这些，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非常不容
易。”上海浦东新区水闸管理署副署长陈志莉
介绍。

陈志莉今年 52 岁，从 2000 年起就在东
闸工作。他介绍说：“东闸的主要作用，一是控
制水资源，使得大治河河水水位常年保持在
2 . 7 米左右；二是挡潮水，防止海水倒灌。”

“ 9 级以上台风来时，人在闸堤上只能
爬，站起来根本没法走。”每年夏秋季节，上
海经常遭受台风袭击，这也是东闸工作者每
年都要面临的大考。1997 年的一场台风，东
闸外河道水位涨到 5 . 99 米，比大治河水位
高出 3 米多。2003 年的“麦莎”台风，外河道
水位也涨到 5 . 5 米。“这毕竟是一个 40 年的
老闸，每逢极端天气我们格外重视。”陈志
莉说。

再忠诚的老战士，也总有退伍的一天。
陈志莉说，由于东闸距离入海口还有十公里
左右的距离，外河道水动力不足，存在排水
不畅的隐患。下一步，东闸东移将是大势
所趋。

新时代，绿水碧波环绕新片区

登上大治河工程养护船，记者从西闸到
东闸走了一趟全程。船在河中行，景在岸边
走，大治河两岸丛林茂密，绿化养护精细。宽
阔的水面上，除了垃圾清运船，各类干散货船
也是来来往往，“突突突”的马达声不时传来。
“浙江嘉善”“江苏连云港”“安徽庐江”……船
舷上的船籍标识，显现出长三角地区内河航
运的通畅发达。

在大治河中航行，最大的感受是河水清
澈明净，几乎见不到垃圾，这背后少不了保洁
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上海青浦水利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 30 公里河段的养护，公司员
工黄佳妮说，养护工作共配备有 8 艘打捞船。

“我们每天都会进行日常清洁，每艘船负责一
个河段，每天打捞的水草、水葫芦和各类垃圾
能达到十吨。”

绿色，是大治河的底色。作为上海市级
生态廊道试点项目的大治河生态廊道，规划
总用地面积达 2630 公顷，比上海市中心城
区的黄浦区还大，将成为人们休闲、度假、亲
近自然的生态场所。其中，总面积 555 公顷
的近期范围中，水域、耕地、林园等生态性用
地 445 公顷，生态功能包括河道绿道、农林
复合区、郊野公园、景观风貌区四个功能
类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治河有的功能在减
弱，有的功能则在加强。”在上海市水利工程
协会会长沈依云看来，随着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政策公布，大治河南岸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大治河承担的农业灌溉、取水饮水等功
能不像以前那么突出，但防洪除涝、内河航运
等功能将进一步提升。

根据规划，未来大治河可通行的最大船
舶，将从目前的 300 吨级升级为 1000 吨级船
舶或 90 标准箱的集装箱船。与此同时，大治
河全线航道护岸将新建，航道将进一步疏浚。

大治河是临港新片区的边界，但绝不是
阻隔往来的“护城河”。相反，这里的水陆立体
交通非常发达。林海公路桥、航塘路桥、沪芦
高速桥……航行在大治河，每隔十多分钟就
会穿过一座桥。新建的浦星公路桥是黄浦江
进入大治河的第一座桥梁，为单跨 230 米的
下承式提篮系杆拱桥，在上海地区同类型桥
梁中跨度是最大的，单块构件最大重量达到
250 吨，最大起吊高度离水面以上超过 60
米。今年 9月 14 日，新建跨大治河浦星公路
桥合龙，实现主桥结构贯通，这也是大治河上
最新的一座桥梁。

今日的大治河南岸，“临港速度”“临港效
率”“临港新政”一次次令世人惊叹。今年 10
月，地处临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进度提前，已
开始试生产，建成时间仅用了 10 个月；第二
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世界顶尖科学家
和全球优秀青年科学家济济一堂，上演最强
“头脑风暴”；11月，“临港新片区一体化信息
管理服务平台”启用，该平台通过集成服务和
并联审批，提高政务服务的便利程度；近日，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布 48 条措
施，聚焦海内外人才引进、人才住房保障等领
域，促进新片区人才集聚，推动人员自由执
业……

大治中国，大治上海。大治河，你见证了！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盖博
铭、王君璐）北京市房山区东瓜
地村，村口是石志利大夫的卫
生站。

走进卫生站，不足 20 平方米
的诊室干净明亮，药品分类摆放、
整齐划一。最让人惊奇的是，石志
利仍然用着一个木质老算盘，算
盘有几处断裂，用铁丝固定着，敲
打起来仍发出独特脆响。

“这是 1979 年老村医传给我
的‘家当’。”石志利抚摸着算盘
说，“这也是村民们和老村医对我
的嘱托，是一份传承也是一份责
任。”

年近六旬的石志利从小患小
儿麻痹，行动十分不便。靠着一根
拐杖、一个药箱、一颗初心，服务
村民 40载。

“老师，我爬上来了”

记者看到，从工作台到药房
仅有几步之遥，石志利要用 10 几
秒时间。由于常年抠着门框，门框
旁的白墙已经发黑掉皮。

“小时候，村里条件差，爸妈
背着我去几十里外看病，我非常
心疼他们。”石志利说，当时就想，
要是能在村里看就好了。

高中毕业后，身体的原因让
石志利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
时，有人敲开了他家的门。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生产
队的领导拿着村民捐的钱送到我
手上。”石志利回忆，村民们有的
捐 2元，有的捐 3元，这在当时是
一笔不小的数目。

队里决定，派石志利到卫校
学习，学成回来后给乡亲们看病。

“我知道学医对我来说会很
难，但我没有丝毫犹豫。”石志利说。

1978 年底，石志利来到卫校。父老乡亲们捐的钱，解决
了他短期的吃住问题，但每天上课要爬的 4 层楼梯，像横在
他面前的一座大山。

“老师，让我自己试试吧。”石志利一只手拽着扶手，一
只手拄着拐，艰难攀爬着一个一个的台阶。

终于，他爬了上来。
“老师佩服你的毅力，但可不只上一次啊。”“老师我

行，我能上来。”……就这样，石志利“爬”着上完了
卫校。

“始终带着感恩的心”

“您来啦，感冒药吃完没？”一位年轻村民刚一推帘进
门，石志利便大声询问。

“药吃完了大夫，再开一点。”年轻村民付了钱，拿着药
回了家。

“他叫崔鹏，他们祖孙三代人我都给看过病。”石志利不
仅记得全村每一位村民的名字，也熟悉他们的身体状况。周
边村百姓也会慕名来找他看病。

多年来，石志利还保持着一个习惯：药箱不离身。
1992 年，一个深冬雪夜，石志利在睡梦中被叫醒，一家

农户的孩子发烧近 39 度。一段平时走 10 分钟的路，因为大
雪，石志利足足走了 30 多分钟。到了农户家，衬衣都湿
透了。

“给孩子打了一针，守了一晚，烧慢慢退了。”等孩子好
转，石志利回家时，天都亮了。

石志利说：“是乡亲们给了我学习和谋生的机会，我始
终带着感恩的心。”

“再为村民服务 40 年”

几乎成本价售药，全年无休，有求必应……现在，石
志利还为村民们做健康科普讲座，为村民建立健康档
案，开通了健康服务热线。怎么对村民健康有利，他就怎
么做。

“不是买卖问题，是责任问题。”石志利说。
近些年，石志利出诊少了，一方面是村民健康意识提高

了，有不舒服的症状都会第一时间来看病；另一方面，村民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大一点的病痛开个小汽车直接去大医
院了。

如今，学习新知识成为石志利最渴望的事。他的书柜各
类书籍都有。他还有随时随地记笔记的习惯，把一些学习感
悟记下来。“我想照顾别人，就要强大自己。”

石志利说，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赤脚医生”，他的
初心就是用自己的知识服务村民，做百姓身边的贴心医生，
守护村民健康。

他表示，自己的愿望就是把身体炼得好好的，“再为村
民服务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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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治河：中国之治，大河见证

▲一艘载有集装箱的垃圾船正从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南公路桥下驶过。（9 月 25 日摄） （王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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