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记八届省政协主席安启元推动渭河综合治理

心系渭河 造福人民

□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6月，汛期又到了！

陕西人关于汛期的记忆，多是由

渭河承载的。数年前，渭河沿岸水灾

频繁，特别是2003年8月的特大洪水导致

56万人受灾，102万亩农田和55个村庄

被淹。

整整十年！有人踏遍渭河两岸，数次

往返于陕西、北京之间，提建议、提规划、

提方案，誓言要将洪水彻底治住。

他就是安启元，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政协陕西省第八届

委员会主席。在沿岸百姓心中，他是

心系渭河、造福人民的好书记、好领导。

今年 4月 23日，他因病去世，生命

的指针永远定格在这个春天。

斯人已逝，但洪灾远去、精神永存。

在安启元的家乡临潼零口塬上，在渭南、

宝鸡、咸阳、西安……那些他曾走过的

地方，河水仍奔腾浩荡，但两岸早已

旧貌换新颜，一派生机盎然。

心头大事

在不同场合谈及渭河综合治理，

安启元总会讲到一位瓜农的故事。

1995年，渭河出现灾情，时任中共

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前往灾区。从渭南

下车，沿河堤往下游走时，他遇到了

一位瓜农。

瓜农给自家的瓜定价两毛五一斤。

水灾前一天，有位客商来收瓜，出价两毛四，

瓜农没卖。然而，一夜之间，几亩瓜地被

洪水淹没。“舍不得一分钱啊，结果什么

都没有了。”瓜农向安启元哭诉。

“对啊，只是为了一分钱啊。洪水

导致当地的贫穷，令人难以想象。”安启元

数次感慨。

明明是天灾，却让百姓一年的辛劳

化为乌有，这个责任该谁来承担？

第二年，渭河又发水了，渭南市

临渭区北的西庆屯村、华县北的吊庄村

受灾严重。在一线指挥时，看到遍地

淤泥、房屋塌陷、满目疮痍的景象，

安启元深受震动。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

他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说：“我的心都要

碎了……”

从任省委书记起，安启元一直坚持

“抓大事、抓落实”的工作原则。了解

渭河水灾情况后，对从小喝着渭河水、

吃着秦川粮长大的安启元来说，渭河

综合治理工作就成为心头的“大事”。

安启元学地质出身，当过石油、

地 震部门负责人，是位地质专家，但

渭河治理属水利学范畴，不是他熟悉的

领域。彼时他要主持全省工作，分不出

精力专做研究，但治理渭河这件事时时

萦绕在他心头。他下乡时，会找时机

考察渭河存在的问题；开会时，常宣讲

渭河治理的必要性；进京时，有机会便与

有关业务部门同志交流治理看法。

1998年，安启元当选省政协主席，

同年被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走马上任第一年，他就组织省政协委员

和水利专家就渭河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加上前期积累，渭河治理的办法在他

脑海中逐渐清晰。

找到了治理方法，走哪个渠道解决

呢？1999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

来陕考察水利建设情况。作为水利部

前部长，钱正英在座谈会上说起重估

三门峡工程的事。当时参加会议的

省政协副主席朱振义联想到渭河治理，

便把治理方法先与钱正英进行沟通，得到

了她的支持。自此，安启元找到了解决

问题的“正式渠道”。

六年六提

“办一个事很难的，你没有一点毅力，

没有一点精神是办不成的。”安启元的

“一点毅力”，体现在他连续六年提交渭河

治理相关提案上。

1999年，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

安启元提交了《建议把渭河治理列入

“十五”计划》的提案，这是他首次在全国

两会期间提交渭河治理相关提案。

2000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

安启元提交了《综合治理渭河流域》的

提案。由于提案涉及已建成的三门峡

水库工程，其中提到三门峡高水位蓄水

对渭河下游造成直接影响，引起了各方

关注。

2001 年、2002 年，全国政协九届

四次、五次会议，安启元继续提交渭河

治理相关提案。

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

安启元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

发电、降低潼关高程》的提案。在同年

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来自陕西

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安启元的呼吁下，

也向大会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谁也没想到，当年夏季，陕西全省

连降暴雨，造成渭河流域50多年来最为

严重的特大洪灾，安启元的预判变为

现实。三门峡工程的重估和渭河治理

规划引起了国家领导、水利专家的高度

关注，有关业务部门对安启元的提案

内容进行仔细调研、论证。

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

安启元提交了《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

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提案，再次

引起关注。面对多个部门的详细回函，

安启元的回复则更直接：“纸上说了不算，

没有实际行动，没列入项目，没有拨款，

不满意。”

为集智聚力、扩大影响，安启元

主 导的渭河治理相关提案多为联名

提案，一件提案常常要动用二三十名住陕

全国政协委员的力量。除提案外，安启元

还连续四次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以

书面或口头发言形式，谈论渭河的战略

意义、渭河水患的重大影响、治理渭河

的紧迫性，以期引起有关部门和各方的

关注。甚至在其他一些会议上，有中央

领导同志参加的，安启元都逮着机会

“讲渭河”。

安启元的声音也引来了媒体的

目光。一个时期内，从中央电视台等

中央媒体，到新京报、三联生活周刊等

省外媒体，再到华商报、三秦都市报等

省内媒体，对渭河治理规划、三门峡

工程的利与弊轮番报道，在全国层面

炒得沸沸扬扬。

有人问他怎么一件事情连讲六年，

他说：“提个意见就能办，哪有那么容易。

我只认准一条，提到解决为止。”

心中乐园

去过安启元办公室的人，都对他

保存的5瓶水留有深刻印象。水被灌装

在贴着标签的透明玻璃瓶中，3瓶清澈，

2瓶浑浊。

在省政协工作期间，安启元曾先后

5次组织委员前往渭河调研，这 5瓶水

就是最后一次考察时取的。

那是2004年7月下旬，受全国政协

委托，住陕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对渭河上、

中游流域进行详细考察。在渭河发源地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鸟鼠山，一行人发现

了三眼泉水，分别名为吐云泉、遗鞭泉、

禹仰泉。泉水清澈，大家便各自取了一瓶，

带回去留作纪念。在渭河入黄河处，

委员们又踏着淤泥，从河里提回了一桶

黄泥水。

渭河全长 818公里，下游的泥水还

能不能清澈如初？

2005 年 12 月 16 日，国务院正式

批复《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

中央财政投入确定为229亿元。

十年持续关注、连续六年提案，

治理渭河的“良方”终于面世了！在接受

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安启元感慨地说：

“国家给予高度重视，凝聚了各方力量，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当书记时没干成

的事，在政协干成了！”

斗转星移。眼下，经过中央和全省

各级政府一次次大力度治理修复的

渭河，不光抗洪能力大幅提升，在生态、

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效益也逐渐显现：

渭河城防段达到百年一遇以上防洪

标 准，农防段达到 30 年到 50 年一遇

防洪标准。此外，还建设了西安草滩段

渭河生态景观区、咸阳兴平十里荷香景观

长廊、杨凌渭河湿地公园、宝鸡百里画廊

渭河生态景观带、渭南渭河生态公园等

生态景区。

如今，沿渭河行走，防洪林蜿蜒葱绿，

防洪堤修缮一新，前来休闲、运动、打卡

的群众络绎不绝，渭河治理带来的巨变

真正做到了惠及广大群众。

“渭河现在春天是花园、夏天是绿园、

秋天是果园、冬天是田园，一年到头是

乐园。”两年前，在接受省政协口述史

采访时，安启元高兴地说。

75人话75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75载
栉风沐雨，75载一路同行。历史

的长河滚滚向前、奔腾不息，总有

一些人、一些事历经岁月洗礼

而历久弥新，如点点星火闪耀

光芒、传递温暖。

为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

成立75周年，回顾陕西历届政协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各界

人士，紧扣中心任务，在促进改革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留下的

闪光足迹，本报即日起刊发“75人
话75年”系列报道，深情讲述陕西

故事、政协故事、委员故事，

激励广大政协委员同心建功

新时代、阔步奋进新征程。

开栏语

广 交 各 界 朋 友 反 映 各 界 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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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祖国一起成长”
主题演出活动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记者 范思翔）6月1日晚，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等共同主办的2024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活动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新疆、广东、四川和港澳台等地的千余名

青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共度“六一”国际儿童节。

主题演出以“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为主题，分为“生而向阳”“灿烂时光”“一路

绽放”“春风雨露”“同心圆梦”五个篇章。演出序幕拉开，在璀璨的舞台上，孩子们

身着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手牵手快乐地起舞，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民族

团结画卷。音乐舞蹈剧《追梦·传承》以展现时代的变迁，激励广大青少年铭记

历史、发奋图强、建设祖国；情景节目《融画小精灵》将华阴老腔、皮影戏、儿童

舞蹈等艺术元素跨界融合，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情景秀《目望

苍穹》将香港青少年的武术表演与内地青少年的流行舞蹈相结合，赢得观众阵阵

掌声……主题演出通过音乐情景剧、民族歌舞、多媒体戏剧表演、国风时装秀、京剧

新编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讲述了新时代青少年儿童与祖国一起成长的故事。

据介绍，“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主题演出活动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

福利会、国家大剧院于2019年创办的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品牌公益项目。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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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6 月 2 日，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主办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京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

并发表主旨演讲。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发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号召，为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

在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共同交流学术研究

成果，很有意义。

与会嘉宾表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贯通传统与现代、

过去与未来，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也是催人奋进的

目标愿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增强担负新时代

文化使命的责任感紧迫感，增强文化自信，深入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出

更多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学术成果，更好推动学术和

文化繁荣。要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

化学理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要提升学术创新能力，立足中国田野、研究中国实际、发展

中国理论，汲取国外有益学术成果，培育高水平社科人才

队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会前，与会嘉宾参观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工作回顾暨科研成果展。

新华社北京 6月 2日电 （记者
宋晨 徐鹏航）这是人类探索月球的

历史性时刻！6月 2日清晨，嫦娥六号

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

预选着陆区，开启人类探测器首次在

月球背面实施的样品采集任务，即将

“蟾宫挖宝”。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响起热烈的

掌声，嫦娥六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

在鹊桥二号中继星支持下，成功着陆在

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预选着陆区。

自5月3日发射入轨以来，嫦娥六号

探测器经历了约 30天的奔月之旅，在

经过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等

一系列关键动作后，完成了这世界瞩目

的“精彩一落”。

相比于降落在月球正面，降落在

月球背面可谓环环相扣、步步关键。特别

是此次任务的预选着陆区——月球

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落差可达十多

公里，好比要把一台小卡车成功降落到

崇山峻岭中，每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

充满着中国航天人的智慧和创造。

“渐次刹车”减速接近月表——

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实施动力下降，

搭载的 7500牛变推力主发动机开机，

逐步将探测器相对月球速度降为零。

其间，组合体进行快速姿态调整，逐渐

接近月表。

“火眼金睛”选择理想落点——

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通过视觉自主

避障系统进行障碍自动检测，利用可见光

相机根据月面明暗选择大致安全点，在

安全点上方 100 米处悬停，利用激光

三维扫描进行精确拍照以检测月面障碍，

最终选定着陆点，开始缓速垂直下降。

“关键缓冲”确保安全落月——即将

到达月面时，发动机关闭，利用缓冲系统

保障组合体以自由落体方式到达月面，

最终平稳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

盆地。

月背着陆时间短、难度大、风险高，

放眼世界也仅有我国的嫦娥四号探测器

曾在 2019年初成功实现月背软着陆。

此次嫦娥六号不仅要实现月背软着陆，

更将按计划采集月球背面的月壤，走

别人没走过的路。

2004 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批准

立项。从嫦娥一号拍摄全月球影像图，

到嫦娥四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

软 着陆；从嫦娥五号带着月壤胜利

归 来，再到如今嫦娥六号即将月背

“挖宝”……20年来，中国探月工程不断

刷新人类月球探测的纪录。

成功着陆月背，只是开始。后续

着陆器将进行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

等状态检查与设置工作，随后正式开始

持续约 2天的月背采样工作，通过钻取

和表取两种方式分别采集月球样品，

实现多点、多样化自动采样。

同时，本次任务还将开展月球背面

着陆区的现场调查分析、月壤结构分析

等科学探测。让我们继续期待嫦娥

六号“再接再厉”，不断传来更多好消息！

成功着陆！嫦娥六号将开始世界首次月背“挖宝”

八届省政协主席安启元 （资料照片）

新华社上海/香港6月1日电 （记者 郭辛 许晓青 贾远琨）1日16时许，

由中国东方航空公司C919国产大飞机执飞的MU7192航班，自香港特区飞抵

上海，顺利降落在虹桥机场，机上承运了从香港前往上海实习的百余名香港青年

学子。

这是C919首次执飞跨境商业包机。航班于当天上午自上海虹桥机场出发，

11时许抵港。随后，启航仪式在香港机场举行。

C919曾于去年12月中与另一国产客机ARJ21首次访港，在香港机场进行

静态展示，香港各界超过500名代表登机参观。C919还于维多利亚港上空作

飞行演示，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观看。

“仪式具有标志性意义！”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点赞去年12月和

今天C919两度飞抵香港，不但让香港青年加深了对国家航空发展的认识，也

增强了大家对国家的认同和自豪感。

“今天C919载送香港青年到上海体验内地职场生活，同时亲身了解国情与

国家发展。我相信对所有同学来说，这一次体验将毕生难忘，也终生受用。”他说。

沪港青年会主席杨永铿在致辞中表达了对香港青年乘坐C919参与实习

计划的自豪，他认为这一实习计划对促进青年交流与成长有重要意义，并祝愿

实习港青未来如C919般展翅高飞，为沪港发展作出贡献。

据了解，东航选派了一年多前参加C919商业首航时的部分飞行员、乘务员

执行本次包机航班。13时许，C919在香港机场腾空而起，客舱内一片欢腾。

香港科技大学二年级学生于嘉颖说，期待通过走访参观上海特色景点及

企业，亲身体验上海的建设与发展，真正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此次搭乘中国

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C919前往上海，更让她近距离感受中国航空业的飞跃和

国家科技实力的崛起。

约两小时后，C919顺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一场隆重的“水门”欢迎仪式，为

飞机和贵客“洗尘”。

据介绍，抵达上海的百余名香港青年实习生将在上海开展实习、参访和

交流活动。上海方面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周末活动，包括参观华东无人机基地、

洋山深水港等，带大家“上天入海”。另安排参观世界会客厅、世界技能博物馆

等，开拓港青全球视野。实习期间，上海主办方还将启动“良师益友”计划，由50名

沪港两地企业家代表担任香港青年学子的“导师”，为他们在上海的实习生活

答疑解惑，并提供回港后续事宜的指导。

C919飞机自2023年5月28日圆满完成首次商业载客飞行，至今已向首家

客户中国东方航空交付6架，开通了上海到北京、上海到成都、上海到西安的

往返航班。预计到2024年底，东航C919机队将达到10架。

C919是由中国商飞严格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设计、制造和适航审定的

大型客机，载客158至192人，航程4075至5555公里，能够执行中程航线任务。

目前，C919的全球订单已经超过1000架。

C919首个跨境商业包机飞抵上海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全国妇联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2024年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本次守护行动聚焦儿童和学生用品的关键质量安全问题，开展生产、流通、

使用安全隐患全链条治理，针对新型网红产品、学生相关产品、婴童产品等重点

儿童和学生用品，大力增强家长和未成年人群体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六部门将联合加强未成年人用品生产源头管控，加强学生校服等产品质量

管理，压紧压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共同强化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隐患全链条

治理。

六部门部署开展
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

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记者 罗沙 冯家顺）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务院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共同建设的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案事例库6月1日正式上线。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事例库依托现有人民法院案例库，专门收录以上9家

单位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事例。通过入库案事例，统一涉未成年人案件裁判

规则和尺度，规范和推广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工作经验和做法，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据最高法介绍，社会各界可以从入库案事例中了解人民法院以及相关部门在

维护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各方共同推动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

机制，为未成年人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人民法院案例库首页，点击“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案事例库”入口，即可进入页面。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事例库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