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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堂木一拍说书来，说说焦作和淅
川；本来两地八不挨，现在亲密又无间。

话说豫西南淅川县，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底蕴深厚、积淀丰富。

这里曾经是楚国故都、范蠡故里。
2300多年前屈原在这里创作了楚

辞《国殇》，让子孙后代记住了这位楚辞
大家，却忽略了淅川这个豫南古县。10
年以前，可能很多焦作人连淅川这个县
名都没有听说过，现在，两地突然变得
亲密无间了。

这是一条大渠将两地手挽起了手，
在南水北调工程中，两地人民为这个世
纪工程作出了特殊贡献。

什么特殊贡献？那就是拆迁和移
民。

人间最难事，故土难离情。拆迁和
移民，一触即戳心。

淅川和焦作两地人民牺牲了自己
的利益，成就了南水北调。

城区大拆迁，焦作是先遣。人民素
质高，赢得领导赞。

万人拆迁，万无一失。拆迁史上，
创造奇迹。

焦作城区万人迁徙，以“万无一失”
零事故赢得了国家领导人点赞。

2009年7月10日，习近平同志作出
重要批示：河南省焦作市在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
和谐征迁，确保南水北调工程顺利实施
的做法很有特点，很有成效。

焦作的刚性政策柔性操作，涉及搬
迁人口2.26万人，其中仅城区征迁就近
万人。

焦作市为南水北调焦作工程，研究
出100余项关系征迁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项。

凡是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有对口措
施：就业再就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
住房保障、教育就学、社会救助、法律
服务、征迁对象应征入伍、水气安装、
人口计生、体育服务、电力通信等 14
个方面优先的46项优惠政策，这些事
无巨细的拆迁细则让群众吃上了“定
心丸”。

焦作市在中心城区段规划建设了
11个安置小区，保证万人住房不漏一
人。

我被聘人民日报河南分社，参与南
水北调采访工作，亲眼看到两地人民作
出的巨大牺牲。

焦作战役宏大，恩村、于村、王褚、
定和、墙南等特大村人民舍家搬迁，场
面宏伟，令人泪目。

我是焦作人，感恩淅川心。南水北
调来，山阳得红利。

作为一个焦作人、一个南水北调的
采访者，我要对淅川人民深鞠一躬：南
水北调对焦作而言，除了饮水思源，还
有更大的意义，那就是改变了焦作的生
存环境。

焦作市是中线工程总干渠唯一从
中心城区穿越的城市。

唯一，就是最特殊、区别于京津豫
其他任何地方。

南水北调对焦作的机遇就像壮汉
遇到了美女，南太行的威武由于有了渠
水而变得委婉。

这对焦作打造“精致城市”提供了
基础。水是生灵，地面缺水疼了祖辈焦
作人。

现在，南水北调工程在焦作市区形
成50多万平方米的水域面积和180余
万平方米的绿地，这一生态屏障，对沿
线生态环境、对局部气候的改善、对城
区空气的净化，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南水北调对国家是百年大计，对
焦作是千秋大业。我们可以骄傲地宣
示，焦作现在已经是有山有水的山水
之城。

当焦作人民在享受南水北调的红
利时，作为工程建设的记录者，我要给
乡亲们讲讲淅川移民感天动地的故事。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
家”；从此故土在梦里，祖宗淅川成牵
挂。

时间已过去10年，翻出当年采访手
稿依然感动自己。

2012年9月，南水北调的移民工作
圆满画上句号。在这个历史时刻，淅川
两年多惊心动魄的移民故事，再次让人
热血沸腾。移民舍“利”取“义”的崇高、
16万多人大迁徙的悲壮、英雄一跪的震
撼，仍然让我泪流满面。

移民群众可爱：在“小利”和“大义”
面前，移民舍“利”取“义”。

说到舍“利”取“义”，淅川县香花镇
刘楼村赵福禄的牺牲可谓巨大。他10
年前在丹江边开个小饭店，专做丹江
鱼，特色叫响后，生意迅速扩大，搬迁前
他已经投入600多万元，每年收入80多
万元，为了国家利益，他毫无怨言带头

签了搬迁协议。
中国自古有“土地、老婆不让人”之

说，让移民抛家离舍远走他乡，这是个
异常痛苦的抉择。淅川大石桥乡张湾
村，背靠山、面临河、国道穿门过，是个

“农田九十倾，不靠老天爷”的鱼米之
乡。当这个村被选为移民试点村时，
1533名村民“万众一心”反对搬迁。看
到工作队员进村，先放狗咬，再有护村
队员拿着棍棒组成“铜墙铁壁”。乡长
向晓丽2009年春节趁夜色“潜入”村内，
不料还是被发现。不到20分钟，几百名
村民集合到位，有人持棍，有人掂砖，有
人举凳，有人拿着三节手电。在人浪冲
击、谩骂恐吓、挤压推搡甚至屋外放火
的示威中，向晓丽不急不躁，忍辱负重，
用理解和群众对话。事后她说：“老百
姓远天远地搬家，要求新地方要比老地
方好，这一点也不过分。”

用真心、动真情、说真话、办实事，
移民干部的真心感动了村民。2009年
8月28日，1533名村民无一拒迁，成为
移民最稳定的新村之一。

如果没有到过南水北调搬迁现场，
你永远无法体验人群整体迁移画面的
震撼：祖坟前的长跪、一捧家乡土、一瓶
家乡水、放过新媳妇花被的衣柜、供奉
祖先的条几，还有人手持一棵伏牛山的
野柞树，连着老土的须根。

祖业别离，人群携老扶小，哭声悲
壮，那个场面真的是眼不忍看，耳不忍
闻，一生独见此一回。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

库区的一道红线就是去与留的分
界线，红线上下10厘米就是亲情的隔裂
带。后洼村有祖孙三代人，按红线划
分，爷爷和孙子移民中牟，儿子留在淅
川，从此一家撕裂，亲人天各一方。

淅川县移民局局长冀建成对我们
说，每当移民搬迁，就会看到一些狗跟
在车队后面不肯离去。这些狗是有些
移民无法带走忍痛留下的。他曾亲眼
看到一只狗的主人几个月后回来探亲，
狗见到主人后嘤嘤颤叫跟在身后。无
奈，狗主人给狗留下20多个馒头，抹了
一把眼泪走了。

“北上一口水，淅川几滴泪。”一位
移民干部给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为
什么北边用水，要我们移民作出牺牲？
但是16.2万移民没有一个人说过这样
的话，他们知道这是国家工程，这就是
移民的最高境界。” （下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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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本报资料照片本报资料照片））

栏主邓少勇：焦作日报社退休干部，高级记者，河南省优秀新

闻工作者，焦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在职时获奖作品近200

篇，在人民日报河南分社“打工”时参与采写刊登在《人民日报》的

英模人物吴金印、史来贺、李文祥、谢延信、沈战东、马俊欣、杨华

民、李博亚和南水北调等多篇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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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定，生于1979年，武陟县人，共
产党员。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现为
职业画家，主攻山水画，兼修花鸟、人物
画。现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焦作
山水画研究会理事、武陟县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武陟县中国画名家画院副院
长。其作品在河南省第九届、第十届中
国画艺术展览中获优秀奖，2012 年参加
第四届“亚洲杯”新意美术作品展获优秀
奖，2013年应邀参加“纪念毛泽东同志诞
辰120周年”大型书画展等。

（本栏作品均由王安定作）

安定近几年坚持面向生活，在
写生中印证传统的源泉及归宿。他
常常否定自己，力争创新和追求个
性，其章法跳脱，笔墨洒脱，在实践

中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画风，在研
习和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探索的
成果。

——卢小刚（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名家名作】

王安定（照片由本人提供）

【专家点评】

秋 高（国画） 杨 淼 作

富贵长春（国画） 常 胜 作

夯 实（漫画） 顾培利 作

莲叶何田田（国画） 郑清珍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