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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水为保障，足见水利事业之重要也。
阜平是一个光荣的地方，曾为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首府，被称为“小延安”；1948年春，毛泽东、周
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来阜平，召开军事汇报会议，奠定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战略
基础，提出“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布了新中国成立的动员令⋯⋯，阜平有政治上的辉煌。
然而，阜平又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地方，穷山恶水，灾害频繁，“糠菜半年粮，靠吃统销粮”曾是千百
年来阜平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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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6年以后，阜平县的饮水工程，取得了很大进展。
党和国家为了解决山区人民的饮水问题作了很大努力，光是1986～1990年省、就拨给阜平饮水工程物
料补助费88.8万元，工业品卷35万元，共计123.5万元。
由县主管领导和县水利局有关领导组成饮水领导小组，县水利局还专门设了饮水股。
对全县所有村庄进行统筹安排，按着严重缺水的村先办，积极性高的先办，大村和人数多的先办的原
则，分期分批进行。
党和政府的关怀使阜平人民深受鼓舞，龙门庄乡领导和水利协助员深入群众做思想工作，调动了全乡
办饮水的积极性，龙门村高秀忠老人为了办饮水把自己准备做棺材的大杨树卖了200元钱投放在饮水工
程上。
全乡共自筹资金32.8万元（人均56元），铺设管路8.49万米，动土石方6.33万立米，投入工日4.15万个
，安装人户水龙头1480套，1986年龙门庄全乡68个自然村，5843口人吃上了自来水，成为全县第一个
实现自来水化的乡。
龙泉关乡黑崖沟村党支部书记陈万昌为了解决全村人的吃水问题，一心扑在饮水工程上。
这个村吃水要到2.5公里以外的一条沟里去挑。
雨季只好吃浑水，冬季冰雪封路难以挑水。
他先是带领群众在村头建了饮水点，随后又决心搞自来水人户，有的群众怕坏风水不让管道通过房山
根，他就积极做工作。
1984年11月14日，他清晨动身，去县城拉饮水工程的物料，因拖拉机出车祸，永远告别了黑崖沟的父
老乡亲，如今村民们一用自来水就想起这位村干部。
　　为了搞好饮水工程，县水利局对本局人员和乡协助员不断进行技术培训，每搞一处工程，都要求
工程有设计说明书和图纸。
工程投资预算表，设计中要采取多方案比较，采取既节省资金又使群众饮水方便的最佳方案。
饮水站工作人员经常深入缺水山庄，调查研究对工程精益求精。
例如：北果元乡崔家庄村的饮水工程，原设计投资15.15万元，后经反复审查比较，取消了原计划的提
水设备，缩小蓄水池尺寸等，把投资降低到13.05万元。
节约了2万多元。
在乡村饮水工程实施时，县水利局采取技术人员到现场严格按标准施工，竣工时由水利局、乡政府、
村民委员会联合验收，合格者交村里使用管理，不合格者责令所建单位返工，并追究施工人员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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