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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第一口“母亲水窖”的润物有声，到通过解决用水问题为妇女增权赋能，20年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持续开展

的“母亲水窖”项目，不仅让项目地村民“吃上水”“健康用水”，还过上了“水滋养的幸福生活”。

“母亲水窖”，在精准扶贫道路上结出累累硕果，也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着解决方案。

幸福花儿遇水绽放幸福花儿遇水绽放
————““母亲水窖母亲水窖””公益项目走过公益项目走过2020年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莹莹赵莹莹

本报讯 （记者 赵莹莹） 记
者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获悉，3月
24日，由该基金会主办的“健康
中国行·重走长征路”智能医疗
基层公益活动，在江西省赣州市
于都县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沿着红
军长征路线，在江西5个县市15
个乡镇开展肺结核等肺部疾病公
益医疗活动，通过流动医疗车下
乡、人工智能医疗物资捐赠等方
式，表达对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
真情关爱，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首站肺部疾病公益筛查
活动，在赣州市于都县潭头村开
展。本次活动全程将以移动医疗
体检车为载体，重走红军长征
路，深入老区乡镇开展肺部疾病
公益筛查活动。在为基层百姓提
供公益健康服务的同时，还将联
合卫生健康部门，针对基层医疗
机构肺部疾病筛查治疗工作展开
调研，切实解决基层医疗机构预

防肺部疾病的技术瓶颈，提升基层
健康管理和卫生服务水平。

当天，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
席王家瑞登上流动医疗车，详细
了解人工智能辅助医疗技术在肺
部疾病诊断方面的运用与推广情
况，并向为革命老区群众提供高
质量医疗服务义诊的医生们表示
敬意。

王家瑞表示，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广泛凝聚各方
资源力量，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以公益项目为平台，传递党的
温暖与关怀，让人民群众享受切实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杭元祥表示，在于都这
块红色土地、长征精神的发源地启
动“健康中国行·重走长征路”公
益活动，是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的实际行动，是践行“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重
要要求的实际行动。

智能医疗基层公益活动在赣启动

阳春三月，全国多地已是春暖
花开，塞外小城崇礼仍是一派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
2022 年，这里将承接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单板滑雪、越野滑
雪、冬季两项等赛事。

作为2022年冬残奥会前的最
后一个雪季，国家冬残奥各支集训
队在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日前，
记者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就单板滑雪、越野滑雪等雪上运动
队的备战情况进行“探营”。

早上7点左右，单板滑雪队的
运动员们起床洗漱，佩戴好假肢后
进行简单的拉伸运动。吃过早餐，
他们在教练带领下热身，然后便开
始一次次从赛道上俯冲而下。

运动员热身队伍中，记者看到
了在做准备活动的孙奇，他曾在
2018年残奥单板滑雪荷兰世界杯
两站赛上两次摘得金牌，为我国残
疾人单板滑雪项目取得了“零”的
突破，并在平昌冬残奥会比赛中获
得障碍追逐项目金牌。

除了孙奇，中国残疾人单板滑
雪队里个个都是高手。

19 岁的纪立家左前臂截肢，
2016年开始进行单板滑雪项目的
训练，2018年进入国家队。虽然
他年纪不大，但已获得过世界杯分
站赛、亚洲杯、全国残运会等比赛
冠军，被认为是北京冬残奥会该组
别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性格内向的岩温的，是来自云
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小伙儿。左腿残
疾的他，5年前开始接触冰雪运
动，现在已是一位滑雪好手。无论
在寒风刺骨的滑雪场，还是在挥汗
如雨的健身房，他总是充满斗志，
一丝不苟地完成所有训练，有一股
永不服输、勇争第一的劲头。

3月下旬，中国残疾人单板滑
雪队的集训告一段落。自去年6月
起，持续训练了9个月后，队员们
得以短暂调休。紧接着，将是更加
紧锣密鼓的训练。

记者问孙奇：“这里谁最优
秀？”

孙奇不假思索：“我！”

记者又问纪立家：“冲刺阶段是
否有压力？”

纪立家说：“压力肯定有，但是
我对自己说，别想太多，干就完了！”

根据北京冬奥组委发布的竞赛日
程，北京冬残奥会共设残奥高山滑
雪、残奥冬季两项、残奥越野滑雪、
残奥单板滑雪、残奥冰球和轮椅冰壶
6个大项、78个小项。中国残联介
绍，如今距离开幕还有不到一年的时
间，124名运动员正在北京、河北加
紧备战，向着北京冬残奥会的目标发
起冲刺。

“别想太多，干就完了！”
——崇礼“探营”冬残奥运动员训练纪实

本报记者 顾磊

本报讯（记者 顾磊）记者从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
心了解到，在第十四个世界自闭症日
到来之际，来自儿童医疗、心理、教
育、社会、康复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
者，3月 28日齐聚“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护航行动”执行医院——北京
六一未来儿童医院开展义诊。

据悉，活动主办方将通过组织专
家直播授课、咨询义诊、评估确诊、
赠送科普丛书等，为患者及其家庭提
供专业化、规范化的心理健康咨询义
诊服务，让患儿家长对儿童心理障碍
有一个正确认知，从而配合专业机构
做好规范化治疗、干预及家庭康复。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维护，
不是某一部门或某一学科领域可以单
独做到的，必须将教育、医学、生理

学、社会学及电子技术等学科联合起
来，还要与社区工作结合起来。”活动
专家委员会代表王廷礼表示，通过此次
义诊活动，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患儿的
发育障碍，及时提出医治建议；另一方
面也可以提升全社会对自闭症等神经发
育障碍疾病的重视程度，做到早发现、
早诊治，保障广大孩子身体健康。

当天，央视主持人刘纯燕也来到
活动现场，并和广大患儿家庭面对面
交流。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汇聚
各界爱心，一起加入“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护航行动”，共同关注儿童心理
健康，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向社会传
递温暖。

此次义诊将持续至4月5日，专家
现场为自闭症、多动症、语言发育迟缓
等患儿家庭提供咨询义诊等服务。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护航行动”开展义诊
本报讯 3 月 25日，中国民间

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以下简称“中
促会”）携手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共同在京启动“健康爱心包”项目。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
政府一直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抗疫物
资援助。据活动主办方介绍，发起

“健康爱心包”项目，旨在贯彻落实
“健康丝绸之路”的理念构想，共同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

“此次援助的爱心包，装有口罩、
消毒面巾、洗手液等抗疫物资和文具用
品。具体援助品，会因受援国的需求不
同而有所差异。”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
秘书长徐建国表示，在世界各国全力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该项目的启
动表明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周
边国家通力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

的决心。
中促会副秘书长王珂希望通过

“健康爱心包”项目，汇聚中国民间
力量，支持友好国家应对疫情带来的
冲击，巩固和深化各国人民友谊。他
期待着更多中国民间力量加入“丝路
一家亲”民间抗疫共同行动，为推动
民心相通作出更大贡献。

据悉，“丝路一家亲”行动由中
促会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起。该行动旨
在聚焦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两大领
域，为各国社会组织开展交流研讨、
互访、民生公益项目等活动提供支持
与帮助。

截至目前，“丝路一家亲”行动
已圆满完成既定目标，成为“一带一
路”民心相通的生动注脚。 （赵娜）

“健康爱心包”架起民心相通桥

从“望江兴叹”到“水到渠成”

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仙女村，
103户倚山而建，最低处的人家距离
长江边仅100多米。

眼前就有水，可吃水问题就像一
根刺，在村民李英心中深深地扎了好
些年。

仙女村海拔从175米一直攀升至
1100米，落差大，长江水至少需要
通过三级提灌才能引进村。

每天，53岁的李英起床后第一
件事，就是走半个小时路去水沟里挑
水。两个木桶，七八十斤，别人的日
子按小时过，她的日子却是按斤算。
一年下来，几千斤的负荷。挑回的
水，还要在水缸里静置沉淀好几天才
能吃。

奉节县是喀斯特岩溶地貌，地表
存不住水。夏天暴雨过后，若不及时
去挑，雨水就会迅速流失。李英因此
养成了存水的习惯，家里的盆和桶一
定都要盛满水，这样她才觉得心里踏
实。

曾经在干旱的年份，李英和家人
不得不到处找水。田沟里，山洼地，
他们小心地挖出小土坑，等着田里的
水慢慢渗出来，再用勺子一点一点舀
到桶里带回家。

人还能出去找水，可李英种的4
亩脐橙，就只能等水来。遇上没水的
时候，一家人眼巴巴地看着脐橙被晒
干，一同蒸发掉的，还有心中那份对
来年光景的期待。

“那时候真的是苦呦，根本谈不
上啥子收入。”李英盼着在脐橙种植
中操持出未来的希望，可没有水，一

切就都成了空谈。
和李英一样天天盼水、找水的村

民们，从没想过有一天，水能自己流
到家里来。

2020年4月，“母亲水窖”集中
供水工程在仙女村竣工，村里 103
户共计 530人喝上了干净卫生的山
泉水，从此再也不用为吃水发愁。
同时，集中供水工程还引来了水
源，将原来的一口枯水堰塘蓄上了
水，解决了该村 500余亩脐橙果树
灌溉难题。

从没水，到水龙头入户、水管直
通脐橙地，清泠泠的水，把心情洗
美。李英卸下了挑水的担子，日子终
于不再是对祖辈生活的复制粘贴，她
有了更多时间从事其他劳动，提高家
庭收入。生活，终于像水珠一样，晶
莹饱满。

蘸水而开的笑脸，是最朴实的中
国表情。“母亲水窖”，成了李英眼里
的光，成了女性挺起的脊梁，更成了
深山里不可或缺的好风光。

浇灌出生活的底气与担当

不仅仅是李英，不仅仅在重庆。
顺着2020逆流而上，伴随着“母亲
水窖”建设的脚步，在甘肃、新疆、
西藏、陕西、宁夏、云南、河北等
20多个饮水困难地区，皆是被洗得
明亮的生活和心情，人们那些美好的
梦想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幸福的花儿，一朵一朵遇水盛
开。截至2020年底,“母亲水窖”项
目覆盖全国29个省（区、市），修建
集雨水窖13.97万个，集中供水工程
1915 处，校园安全饮水项目 1001

个，共324万人受益。回顾20年来
的努力与汗水，这样来之不易的成绩
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探索与创新中
不断向前发展。

记者了解到，“母亲水窖”项目
于2001年启动后，实施规模就达到
1.04亿元，致力于为西部缺水地区捐
修混凝土构造的水窖，利用屋面、场
院、沟坡等集流设施，有效地蓄集有
限雨水，以供基本生活饮用。

在建设集雨水窖的同时，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试点建设农村集中供水
工程，并从 2005 年开始逐渐成为

“母亲水窖”的主要工程形式。
2011年，以解决农村学校师生

安全饮水为目标的“母亲水窖·校园
安全饮水”项目完成论证和框架设
计。8个月后，首个项目在贵州省玉
屏侗族自治县大龙镇抚溪江小学建
成，解决了700名师生的安全饮水问
题。

2005年至今的16年中，“母亲
水窖”根据项目地实际需求，集雨水
窖数量逐年下降，“集中供水工程”
和“校园安全饮水项目”成为主要形
式。同时，带动项目村发展农村庭院
经济和种植养殖、巾帼农家乐等特色
产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助推了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在贵州省沿河县黑水镇，苏颖打
算等10头肥猪出栏后，好好地发展
养殖，带动村里人一同致富。“母亲
水窖”项目，解决了因缺水而带来的
发展难题，更让她的心变大了、眼界
开阔了。

摆脱了背水的沉重负担，像苏颖
一样的乡村妇女在家里、在村寨，更
有担当、更有底气。她们腾出更多时

间，参加技能培训、从事附加值高的
经济作物和非农生产。她们用传统工
艺彝绣、苗绣、蜡染，制作的服饰箱
包销路不断扩大；有了灌溉用水，种
植茶树、果树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
经济收入越来越好，生活水平有了明
显提高。

“母亲水窖”续写20年而愈加生
机勃勃，其真正的动因就是把赋权增
能、促进妇女的全面发展置于项目所
有环节中，“改变”了人和社会环
境，才获得了可复制、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驱动力。

做好乡村振兴的“水”文章

随着“母亲水窖”项目定点扶贫
工作的不断深入，从项目策划到项目
实施，从资金帮扶到技术帮扶，从水
生态文明建设到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母亲水窖”与中西部地区精
准扶贫和水利建设发展已经息息相
关、血脉相通。

20年来，一份份付出，点滴努
力，汇集成了“母亲水窖”项目在精
准扶贫答卷上的累累硕果。一股股干
净充足的水，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饮
水和“经常洗澡”“天天穿干净衣
服”，还让更多的劳动力得到了解
放，很多“背水姑娘”走出家门，融
入外面精彩的世界。

2020年3月22日，第28个“世
界水日”，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布
的《“母亲水窖”品牌影响力和社会
价值评估报告》 显示，“母亲水窖”
项目的社会回报率是5.6，即投入1
元钱，可获得5.6元的产出，该项目
自实施以来实现社会价值约为人民币
42亿元。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是首要任务。

记者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获
悉，“母亲水窖”新一轮发展周期，
将与国家“十四五”规划、扶贫攻坚
5年过渡期同步，与乡村振兴战略紧
密衔接。保障和保护农村供水的水
源，尤其是西部水资源匮乏地区的妇
女儿童饮用水供给及伴随的健康问
题，是持续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的一项重要内容。

其间，“母亲水窖”将尤其关注
妇女自身特殊诉求的变化，更好地挖
掘女性潜在能动性，更有针对性地开
展赋权增能活动，努力实现“妇女与
人居、生态环境友好协同发展”目
标，汇聚各类社会优质资源，充分发
挥妇女在用水、节水、水环境改善中
的主体作用和组织优势，支持并促进
妇女成为生态环保及乡村振兴的重要
有生力量。

有了水的滋养，喑哑的嗓音，得
以更高亢地吟唱，苍白的生活，得以
更缤纷地张扬。那些被水阻拦的人
生，正欢快地哗啦啦向前流淌。

岩温的带着假肢进行力量训练

杠铃硬拉训练时，纪立家需要在
截肢处缠上特制的钩子。

孙奇在进行训练前的热身

越野滑雪队的队员们在迅猛冲刺，他们身后是冬奥会标志性建筑“雪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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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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