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新时代好家规好家风，四川正
开展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集评选活
动，本次活动由四川省纪委监委机关、四
川省委宣传部主办，征集时间为5月10日
至7月20日。

5月2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收到多个优秀好家
规。

5月10日，在眉山市举办的第二届
“510（我要廉）”廉洁文化宣传月活动启
动仪式上，同步宣布了第二届“天府好家
规”征集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
通过群众自荐及推荐、组织报送、媒体采
访挖掘等方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好家训
好家规。由封面新闻开通全媒体征集渠
道。用户登录封面新闻APP，从首页【互
动】板块封面活动进入“四川省第二届天
府好家规征集报名”。

报名须提交的信息包括：家族名称、
家族地址、家规文字介绍及1张家规相关

照片，推荐理由、联系方式等信息，同时须
确保所提交的文字及照片内容为原创，并
享有相应的著作权。无违法犯罪记录且
符合报名要求的家庭均可参与报名。

以“忆江南”词牌名撰写家训

目前，征集活动已收到来自各地的
不少好家规推荐，比如：泸州市龙马潭区
曾氏家训“十五劝”，成都市锦江区窦氏
家族家训“道德，大道不明，德行不立 明
道之人，自然利他 ”等，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

来自泸州市龙马潭区曾氏家族的家
训为“十五劝”（忆江南词牌）：劝忠劝孝
劝善劝睦劝学劝勤劝俭劝正 劝敬劝慈
劝婚劝戒劝乐劝礼劝族。

据介绍，曾氏家训“十五劝”，是以
“忆江南”词牌名撰写的家规家训，每一
“劝”均是一阙优美的“忆江南”词句。内
容涉及忠孝、善睦、学问、勤俭、正派、敬
老、文明、婚嫁、戒律、心态、礼仪、族亲等
方面，要求曾氏子孙特别是曾氏祥公房
系（该房系主要繁衍于赤水河两岸的贵
州和四川境内）子孙必须严格遵守，不得
逾越。里面很多的家规祖训，即使放在
今天，仍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教育性，如其

中的劝孝、劝俭、劝正、劝戒、劝乐、劝礼
等家规家训。

窦氏家族来自成都市锦江区，他们
上传了家规内容“道德，大道不明，德行
不立 明道之人，自然利他 ”。

同时，征集通道还收到了来自成都
市金牛区、锦江区等地的其他家族的优
秀家训家规。

将严格审核候选家族或家庭

据了解，征集完成之后，将进入活动
的评审阶段，对征集到的家训家规，综合
网上投票及专家评分，提出“天府好家
规”及“十佳”候选名单。同时，对纳入候
选的家族或家庭成员是否存在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是否有负面社会舆论和网络
反映等进行严格审核，并将在省级各大
主流媒体（含网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
公示“十佳天府好家规”评选结果。

评审之后，将通过开展主题活动，以
生动的艺术形式及丰富的多媒体手段，
充分展现“天府好家规”背后的动人故
事，积极倡导全民弘扬好家规，大力营造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良好社
会氛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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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第二届“天府好家规”征集评选活动火热进行

目前已收到各地不少好家规推荐

内蒙古河套灌区：天下黄河为何唯富一套？
经过两千多年发展，河套灌区目前引黄灌溉面积达1100万亩

黄河流经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345公里，绕出了一个“几”字弯，灌溉出
丰饶的河套平原。河套灌区就位于这
里，它是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也是
亚洲最大一首制自流引水灌区。

所谓“一首制”，就是只设立一个引
水口来引水，它取决于灌溉水位、水量、
水沙和河床及河岸的稳定性等条件。
100多年前的河套灌区至少有“八首”引
水，可为什么后来变成了“一首引水”？
整个灌区的灌排体系又是如何运作的？

如何引水？
从“多首制”到“一首制”

眼下，河套灌区的夏灌工作正在紧
张进行，灌区内的小麦已进入生长关键
期，也正是用水的高峰期。

河套灌区处于黄河“几”字弯的最顶
端，东西长250公里，南北宽50余公里，
是一个超大型灌区，目前引黄灌溉面积
达1100万亩。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河套灌区的
发展和黄河紧密相关。“天下黄河唯富一
套”（意指自古黄河泛滥成灾，只有河套

地区受益）这句谚语中的“一套”，指的就
是河套平原。

“河套灌区始于秦汉，兴于清末，形
成于民国，发展于1949年之后。”据当地
水利专家介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灌区
不断扩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引水方式。

据史书记载，100多年前的河套灌区
至少有“八首”（引水口），但由于八条开
口渠都直接从黄河引水，黄河主河道的
水流常常摇摆不定，因此“八首”都不是
坚固永久的闸门工程设施。

上述专家表示，这种情况就造成引
水时不能准确地调控渠道中的水位水
量，每当黄河来水量陡然增大时，洪水就
会漫过渠堤，淹没大片的良田沃土，形成
洪涝灾害。因此民间有谚语：“天旱引水
难，水大流漫滩。”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46年，时任绥
远省水利局局长的王文景大胆地提出

“一首制”的想法：修建“一首制”拦河坝，
再开挖一条总干渠，将旧有干渠全部改
接于总干渠上，统一由总干渠引水灌溉。

10多年后，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
程兴建完成，230千米的输水总干渠开挖
通水，从此结束了河套灌区无坝多口自
流引水的历史。由此，河套灌区引水条

件得到根本改善，灌溉面积逐年增加，河
套灌区迅速向特大型灌区挺进。

如何用水？
从大水漫灌到“引黄滴灌”

黄河水引过来后，如何利用并且提
高使用效率？

在成为一个特大型灌区之前，历朝
历代都曾出台政策，鼓励开发水利，以水
利促进农业。

1949年后，国家制定出台一系列惠
农政策，也极大调动了灌区群众兴修水
利的积极性。

兴修水利，就是为了提升灌溉效
率。然而，受制于当地的年均降雨量以
及蒸发量，农业灌溉主要依靠黄河水，用
水方式也存在一些不合理。

当地水利专家介绍，由于黄河水灌
溉间隔时间长，不能很好地保障作物生
长需要，还要用黄河水将土壤中的积盐
淋洗下去，河套灌区过去一直以来都是
采用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造成水资源
的严重浪费。

近年来，河套灌区开始在大范围推
广实施“引黄滴灌”工程，即利用原有渠
道和湖泊，将黄河水引到蓄水池进行沉

淀，再经过泵站提水加压、管道输水等环
节，将水源输送到田间地头的滴灌毛管
浇灌农作物，实现了水肥一体化。

巴彦淖尔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滴灌模式显著提高了水肥利用率，大
幅度节约了农业灌溉用水与化肥用量，
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与改善农业生
态环境，对于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以
及农业种植管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如何管理？
“国管”和“群管”相结合

除了在用水方式上的改变，管理制
度的不断完善，也让河套灌区焕发新的
活力。

据悉，河套灌区灌排工程管理分为
“国管”和“群管”两部分。所谓“国管”，
就是由国家和政府管理，国管工程管理
单位为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
而“群管”的主体则是普通的群众和用水
户，他们负责管理支渠和分干沟以下的
灌排工程，并组织受益农户管理田间工
程。目前，河套灌区共有农民用水户协
会261个，成为基层农田水利建设和管水
用水的主导力量。

管理模式的不断完善，让河套灌区在
全国400多个大型灌区中表现十分亮眼。

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河套灌区被水利部列为全
国20个示范灌区之一，2019年成功入选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今年5月，在水
利部公布的第一批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试点名单中，河
套灌区永济灌域入选试点灌区。

如今，巴彦淖尔市政府正强力推进
河套灌区成为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基
地，那里的葵花籽、番茄、小麦、牛羊肉、
乳制品等农畜产品，正借力“天赋河套”
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踏出国门、走向
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苟春
李佳雨

工 程 档 案

河套灌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
部的巴彦淖尔市，是黄河上游的大型
灌区，也是国家重要的粮油生产基
地。该灌区地处我国干旱的西北地
区，降雨量少、蒸发量大，灌区年引黄
河水量约50亿立方米，占黄河过境水
量的七分之一。

申遗成功时间：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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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灌区内发达的渠系。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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