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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全区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新闻发布会
区档案馆第三会议室召开。区城乡水务局有关负责同志出
席，并回答了记者提问。省、市、区多家媒体单位的新闻记
者参加了发布会。

发布会上，区城乡水务局副局长杨兰芳介绍了市中区相
关工作开展情况。“十三五”以来，市中区共投资约1.7亿元
先后实施了市中区峄城大沙河上游段治理工程、小型水库除

险加固、新台高速供水管道改线、5座闸坝除险加固、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等重点水利工程，推动了市中区现代水务建设迈
上新的台阶。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市中区列入河长制管理
的河流共34条，列入区级湖长制管理的湖库6座，镇级湖长
制管理的湖库18座。对枣庄江源供水中心税郭水厂实施了改
扩建，受益人口约2万人。对全区的18个村建设管网延伸和
实施村内管网改造，工程受益1.88万人。市中区坚持“安全
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全力抢险”的工作方针，积极
推进小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新建水库管理房15座。现有的惠
营、汇泉两个污水处理厂共处理污水 22346.74 万吨。目前，
两厂扩建已完成，实现蓄水运行。

下一步，市中区将继续加强对小型水库的管理，保障小
型水库的安全运行，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
市中区将对小型水库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一
是明确小水库工程产权和管护范围，二是明确管护主体和安
全管理责任，三是落实管护经费，四是落实水库管理队伍，
五是健全水库安全管护机制。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职能清
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运行规范、良性发展”的小型水
库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小型水库管护到位和工程
安全。

杨兰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

后，小型水库管护由水库所在镇政府统一管理，明确职责权
限，定职、定岗、定责。各镇对辖区内小型水库安全负总
责，对水库防洪、安全运行实行统一调度。

针对市中区小型水库工程特点，按照所有权、管理权和
经营权适度分离的原则，采取专业化集中管理及社会化管理
的管护模式，每个镇择优选择一家物业公司，由区城乡水务
局同各物业公司签订水库日常管理合同，对管理队伍履职情
况进行跟踪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制定科学合理的聘用经费
拨付计划，保证管护人员基本工资按时发放。

区河道湖泊服务中心主任邵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小
型水库是保障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造福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
基础设施。市中区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职能清晰、权责明
确、管理科学、运行规范、良性发展”的小型水库工程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规范资金投入、使用、管理与监督，搞好
小型水利工程的管理与维护，落实管护经费，提高水库的市
场化运作水平和综合利用功能，使之长期安全地发挥防洪减
灾、农田灌溉等效益，确保小型水库管护到位和工程安全。

邵磊介绍到，在小型水库管护资金来源、使用方面，自
2020年起，小型水库管护资金已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考核

“生态河湖”部分的重要内容。由各镇政府按年度提报水库维
修养护计划和经费预算，经区水务、财政部门审批后，由区

水务部门进行委托或招标，选择具有相关资质的维修养护单
位实施工程维修养护，年度结余经费滚存使用，确保经费全
面用于小型水库日常维修养护。

邵磊讲到，小水库作为市中区防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全区中小型水库全部确定“水库安全度汛三个责任人”
以及“水库大坝安全责任人”，并邀请专家对全区中小型“水
库安全度汛三个责任人”进行了业务培训。在汛情来临之
前，区城乡水务局在各镇街自查的基础上派出六个工作组，
分组进行实地检查。检查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建立台账，完
善资料，严格落实防汛职责，扎实完善防洪隐患和薄弱环
节，切实做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对全区小型水库调度运用
方案、大坝安全管理 （防汛） 应急预案进行重新修订，各镇
按照预案认真开展应急演练工作。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
值守制度，每天明确1名局领导带班，安排4名工作人员专职
负责汛期值班值守。实施信息报送制度，及时关注掌握雨
情、水情、工情等信息，及时预警，快速发布、高效应对。
主汛期将至，区城乡水务局将以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为契机，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动
力，厉兵秣马，严阵以待，以更加富有成效的行动，守一方
安澜、保百姓平安。

全区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新闻发布会举行
记者：正航 任颖

7月16日，全区供水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区档案馆第三会
议室召开。枣庄市供水总公司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并回答了
记者提问。省、市、区多家媒体单位的新闻记者参加了发布
会。

发布会上，枣庄市供水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韩文
君介绍了市中区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公司投资858万
元，完成建设北路、卓山路等6条主次干道的供水管网配套工
程；实施北郊水厂升级改造工程，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正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8月底启用后，净水能力提升至5万
立方米/日；实施东郊水厂清水池建设，现已开工建设；完成

汇泉东路、清泉东路的管网铺设，解决城区东南部用水问
题；安装中兴大道管廊加压泵，解决了矿山公园西区等城区
北部常年水压低的问题；投资70余万元对水厂、泵房老旧设
备进行了更新改造，提升了生产效能和安全，确保了城区供
水的安全稳定。同时相继完成建设路铁道口管道暗漏维修、
北郊水厂出水管线置换、文化东路东沙河过河管等13处老旧
管道改造，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暗漏问题。通过漏失治理相
当于近3年再造了一个日供水量4.3万吨的水源地，有效提升
了供水保障能力。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供
水服务紧密结合，组建“小黄车”便民服务队，对破损的水
表盖板、阀门盖板、管道漏水，第一时间发现，及时组织人
员维修，对工作中群众现场反映的问题，及时转办，极大方
便了群众解决用水问题；在现有微信、支付宝等缴费方式的
基础上，积极对接多家银行开展水费代收业务，并按上级要
求接入“爱山东·枣庄”APP缴费系统接口，满足了不同群体
缴费需求；进一步简化报装流程，将用户办理报装业务所需
提供的资料由原来的7项精简为1项，接水工程通水时限从原
来10个工作日压缩到2.5个工作日；疫情期间，勇于担当国企
社会责任，向区卫健委捐赠400只额温枪价值188000元，向
立新社区捐赠3个道闸价值9000元；无偿完成远东环保观察
点、龙庭路降尘消毒防疫喷淋点安装施工；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为抗疫工作捐款共计17000元；组织24位骨干民兵到社区
参加防控。同时，市供水总公司积极有效应对极端天气，

2019年大旱，各水源降到历史最低水位，水量可维持供水时
间不足一月，公司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在人员、供水设备
满负荷运行的同时，通过科学调度、多方协调统筹调配水
源，不仅没有定时定量供水，而且大部分供水区域仍都是足
压供水，保障了全区工业生产、商业经营和城区居民用水的
安全稳定，平稳地度过了枯水期。针对今年初40年一遇的极
寒天气，总公司迅速行动，制定方案，拨付专项资金 30 万
元，备齐防冻物资，组织31个防冻排查小组，连续3次集中
行动，出动近千人次，对全区38452个水表井和 1235个消防
栓进行防冻保温作业，抢修供水管道60余处，更换控制阀门
300余个，确保了极寒天气下供水的安全稳定，冻表率较2016
年的低温寒潮下降92%，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在助
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枣庄最美职工”李帅熙“用生
命保供水”的事迹被省、市、区多家新闻媒体转发，枣庄日
报抖音号转发该视频点击量短短数日突破6000万次，被山东
省委宣传部作为“抖一抖山东人”和“山东正能量”专题推
荐。

下一步，枣庄市供水总公司将紧紧抓住改革改制发展的
新机遇，立足主业，加快三产高质量发展，形成“供水为
主，多种经营，发展三产，反哺主业”的良性发展模式，为
全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供水保障。

枣庄市供水总公司党委委员秦宝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说，2019 年，总公司投资 3257 万元对北郊水厂进行升级改
造，工程于2019年年底开工。目前，整体工程已经完工，设

备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厂区环境整治，预计8月底
新的净水工艺将投入运行。水厂升级改造后，净水能力将由
现在的3万立方米提升至5万立方米，能够解决北部城区高峰
时段水压低的问题，改善城区供水结构，提高供水保障。

枣庄市供水总公司督查中心主任宁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说，东郊水厂始建于2001年，2002年6月30日投入运行，提
高调蓄能力，并能够实现定期清理、消毒，总公司计划投资
600万元，在现有清水池西侧新建一座4000立方米清水池一
座。目前，该工程设计已经完成，清表已于6月上旬结束，6
月8日开工建设，现正进行土方开挖，受连续降雨影响，沟槽
区连续排水，预计工期 5 个月，11 月底完工。工程完工后，
东郊水厂调蓄能力将提高一倍，城区供水保障得到进一步提
升。

枣庄市供水总公司经营管理处处长卢新宇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说，枣庄公司总公司是公益类民生企业，为了更好地保
障我区供水安全稳定，公司大力发展三产，使三产服务于主
业，反哺主业，现已形成“供水为主，多种经营，发展三
产，反哺主业”的良性发展模式。之前，由于管网等供水设
施老旧，供水保障能力有待提升，三产的良性发展为公司积
累的充足的资金，目前，公司正按计划逐步对全区老旧管网
等供水设施进行更新改造，在治理漏失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有效保障了市中区供水安全稳定。同时加大水源地建设
和供水厂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供水质量和供水保障能力。

全区供水工作新闻发布会举行
记者：正航 任颖

张思德（1915—1944），四川仪陇人，共产主义战士，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张思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33年
12月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经担任过中央警备团警备班长和毛泽东的卫士。在
一次反六路围攻的战斗中，他右腿先后两次负伤仍强忍剧
痛，冲入敌阵，缴获了敌人两挺机枪。在长征途中，他曾两
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千辛万苦。1944年9月5
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
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 窑
洞，牺牲时年仅29岁。

1944 年 9 月 8 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备团 1000 多
人，在延安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
自参加追悼会，献了花圈，亲笔题写“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
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悼念讲话，对张思德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境界给予了高度赞扬。

王麓水（1913—1945），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人，少年时
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班长、排长、指导员、党
的总支书记、团特派员、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
鲁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山东人民解放军八师师长兼政
委等职。曾参加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战。1940年，王麓水率
晋西支队到鲁南，先后解放峰县、邹县、台儿庄、阎村等重
要城镇，打击日寇，消灭土顽，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抗
战胜利后，王麓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鲁南阻击国民党军
队争夺滕县县城战斗中，亲临前线，观察地形，不幸中弹牺
牲，时年32岁。

噩耗传开，泰山垂首，黄河呜咽，鲁南大地沉浸在悲恸
之中。

董必武、谢觉哉、陈毅、罗荣桓、肖华、许世友、舒
同、赵健民等领导人分别为王麓水题词。

董必武同志题词：
身是萍乡一雇工，
参加革命显英雄。
鲁南解放开新局，
痛惜城郊未竞功。
谢觉哉在挽词中写道：
一字一泪一悲歌
十七参军卅二死
功在人民名在史

泰山岩岩长仰止
陈毅同志题词：
麓水同志以善战爱兵爱民见称，故阵亡之日闻者莫不流

涕，不愧模范党员，永垂不朽！
叶挺 （1896—1946），广东归善县 （今惠阳区） 客家

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北伐名将、新四军重要领
导者之一，著名军事家、政治家。

叶挺年轻时代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参加国民革命
运动，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
国民革命军第４军独立团，任团长，所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直
接掌握的一支武装部队。在战争中，他率部长驱直进，攻无
不克，战无不胜，连战皆捷，屡建奇功，被誉为“北伐名
将”，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为第４军赢得“铁军”称
号。 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听从党的指挥，
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同时参加广州起义，
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又出任新四军军长，
率领所部数次粉碎日军对皖南的“扫荡”，打了许多胜仗，沉
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受到国共双方的嘉奖。

毛泽东曾称叶挺将军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
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抗战期间，毛泽东曾称赞新四
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赞扬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
劳。”

“皖南事变”后，叶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非法关押，在叶
挺出狱第二天后，首先向党中央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亲自批准同意。他的挚友周恩来赞他
是：“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
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
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

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奉命乘
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时，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他殉难
时年50岁，被称为“四八”烈士。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
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1946年4月18日，“四八”烈士的遗体由晋绥边区的兴县
运到延安。4月1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题写了一副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
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痛，化成力量，一心
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为“四八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
会，流着泪作了烈士生平报告，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的文章。作为叶挺的挚友，他悲痛地
说：“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四军立下
了汗马功劳！”

朱德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
陈毅作《哭叶军长希夷同志》。
1946年，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临沂城召开山东各界

追悼“四.八”烈士大会。会场内主席台两侧，悬挂着陈毅写
的挽叶挺一幅挽联：

东至齐鲁，勉维大业；
西望关陕，痛失元戎。
另写挽“四.八”烈士联：
浓雾阴沉重庆道；
大星陨落黑茶山。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家”的称号。
罗炳辉（1897—1946），云南镇雄（今属彝良县）人，是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早年参加讨袁护国之役、北
伐战争，战功显赫。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领导吉安起义，后任红十二军军长兼福建军区司令员、红九
军团军团长，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参与指
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并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中，他先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
挥兼第新四军第二师师长，淮南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副
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在苍山县兰陵镇
病逝。

毛泽东评价他是“正派耿直”，“在滇军中是革命的”，
“战争经验丰富，有军事才能，很会打仗”的战士。

“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反袁到北伐，起义赣江红。
抗日君迈进，饮马江南北。苏鲁驰劲旅，日伪告溃灭。六载
苦纠缠，疾病多磨折。革命不自惜，一朝痛永诀。”这是陈毅
所写《悼罗炳辉将军》中的一节，概括了罗炳辉奋斗的一生。

1950年，人民政府为罗炳辉建造了宏伟的陵墓，周恩来
亲题：“人民的功臣罗炳辉同志不朽！”

朱德亲题：“炳辉同志纪念，革命彻底，死而后已，精神
不死，万古长存！”

刘少奇亲题：“炳辉同志千古，志在革命，功在人民。”
任弼时亲题：“永垂不朽！”

陈毅亲撰挽联：“罗副军长炳辉千古：为被压迫阶级争自

由、剧战久经、到死不离民众，当反革命势力已陨灭、丰碑
特建、勒铭永记殊勋！”

1989年，中央军委授予罗炳辉将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3
位军事家之一。

续范亭（1893—1947），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人，著
名抗日爱国将领、诗人。曾任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主任、
山西新军总指挥、晋绥行署主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他是从追求三民主义转向信仰共产主义的光辉典范，为实现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了一生。在重病期间，他申请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12日病逝。次日，中共中央追认他
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以此引为本党的光荣”。

毛泽东敬送挽联：“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
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
含悲!”这是对续范亭毕生追求真理的高度评价和崇高敬意。

刘胡兰（1932—1947），女，汉族， 山西省吕梁市文水
县云周西村人。著名的革命先烈，优秀共产党员。

刘胡兰虽然只活了15岁，但她却留下了很多英雄事迹。
打小起，贫苦出身的她就爱憎分明，早在抗战时期，10岁的
刘胡兰就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
哨、送情报。因为表现突出，她14岁就当上了区妇女干事，
还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预备党员。

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刘胡兰回云周西村领导工作，期
间她配合游击队，处死了反动恶霸。后反动派率军突袭云周
西村。上级命令刘胡兰转移，但是，为了帮助更多群众和党
员转移，刘胡兰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不幸被叛徒告密
而被捕。

反动派抓到刘胡兰后，实施了种种威逼利诱，但都没有
成功。在敌人铡刀面前，她异常镇静，大义凛然地说“怕死
不当共产党员”，后英勇就义。

就这样，年仅15岁的刘胡兰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
1947年3月，毛泽东被刘胡兰的英勇事迹所感动，挥笔

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1957年1月，毛泽
东为刘胡兰重新题写了“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毛泽东”三行
大字，镌刻在云周西村刘胡兰纪念馆的汉白玉石碑上。

邓小平同志题词：“ 刘胡兰的高贵品质，她的精神面
貌，永远是中国青年和少年学习的榜样。”

2009年9月，刘胡兰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特约通讯员李群收集整理）

为有牺牲多壮志
——追忆中共革命英烈事迹（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