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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沿着洛水访“永宁”文化丰美水亦清
□记者 徐翔 文/图

洛宁，因“洛出书处”而名满天下。
作为洛河上下游的分界地，这里的洛河水碧澈清透，与史书中

描写的古洛河水极为相似。对洛阳市民来说，大家对洛宁的“一池
清水”也颇为上心，因为这里的故县水库将是洛阳市的新“水缸”。

17日、18日，“溯源洛阳——洛阳作家走洛河”采风团的作家们来
到洛宁，沿洛河一路行至故县水库，寻找“永宁城”中的文化印记。

洛河洛宁段长68公里，41条支流像树叶的脉络
一样分散开来。古时乘船可从洛阳直达洛宁的长水
古镇，可谓水陆并行，繁华一时。

洛出书处、仓颉造字、洛神之源、伶伦制管……在
洛宁，大大小小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皆与洛河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这里面有的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有的仍
戴着神秘的面纱，“杨广墓”便是其中之一。

在东宋镇郭村东南方的柏山上，有一个夯土堆，
高30米、周长80米，呈不规则三棱椎形。夯土堆规
模宏大，形似龙首冲天，雄视北方。相传，“杨广墓”
就在这里。

据明嘉靖三十四年《河南通志》记载：“(隋)炀帝
陵在永宁县(今河南省洛宁县)东北，炀帝崩于江都，
唐太宗迁葬于此。”

柏原村党支部书记曲社友说，柏山又称香炉山，
据说该山专为隋炀帝杨广供奉香火而设，那个夯土
堆就是“杨广墓”的顶。香炉山西有一寺院，叫“圣水

寺”，据传寺内僧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隋炀帝守陵。
穿过麦田，我们爬上夯土堆的顶端四目眺望，周

围山川一览无余。“这里是四周唯一能始终被阳光照
到的地方。”曲社友说。

在郭村一带，附近河流的名字都离不开一个谐
音“杨”字。“杨广墓”脚下有一条名叫“渡洋”的小
河，相传“渡洋河”谐音“杜杨河”，意思是禁止、杜绝
杨广这样的暴君，使其永世不得再生，确保天下永
远太平。

这里是否真为隋炀帝陵？目前专家看法不一，
有的说是传说，也有的说是衣冠冢，看来真相只有等
时间来解答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隋炀帝与
洛河有密切联系。

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14年。他
一生最大的功绩便是动用百万民工开通了通济渠，
将洛河引入黄河，继而开凿出了大运河，使东都洛阳
得以再次走向兴盛。

其实，不只是隋炀帝，从周公营造洛邑开始，历朝
历代对洛河的开发和利用从未停止过。洛河干流唯
一的大型水库——故县水库，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对洛河的有效利用。

昨日上午，作家团一行来到故县水库的北窑
码头。站在岸边放眼望去，波光粼粼的湖水犹如
一块碧玉镶嵌在群山之间。我们刚好赶上养殖户
在对网箱内的花鲢鱼进行清网。“过一两年，这种
景象就再也不会出现了。”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看
着一筐筐活蹦乱跳的鱼被装箱时，故县镇党政办
主任李晓旭的一句话，让不少人暂时放下了手中
的相机。

为什么这样讲？李晓旭说：“为了保证故县水库
的水质，不仅现有的200个人工养殖网箱要逐步撤
离，连机动船也会慢慢‘消失’。”这一切，都是为了故
县水库引水工程。

2014年年底，我市经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批准，将
故县水库调整为饮用水水源地。引水工程从故县水

库取水口引水，全长125公里，沿线县城、乡镇和产业
集聚区将从中获益。

故县水库为什么会成为新“水缸”？
故县水库水质大部分监测因子符合国家地表水

一类水质标准，在我市所有水库中水质最优。
“水源地保护责任重大。”李晓旭说，为了水质安

全，今后库区将进一步限制养殖规模和旅游开发，高
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行业将被限制投资，确保“一河
清水入库，一库清水进城”。

放弃了旅游和工业，对于洛宁这个国家级贫困县
来说意味着减少很多收入。面对这个看似“难”回答
的问题，李晓旭给出了最“简单”的答案：“当年修建水
库时，30万故县人主动搬迁。如今为了全市民生工
程，我们还会义无反顾。”

千百年来，洛河水哺育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河洛
儿女，洛河被亲切地称为家乡河。在不久的将来，我
们就能喝上从故县水库引来的“家乡水”。

感谢洛宁，感谢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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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课本和错题
关注热点与焦点

“一池清水”将被引入洛城

神秘的“杨广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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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兵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20天。如何在这有限的时间
内，使政治科目的复习效率再上一个台阶？全国模范
教师、洛一高高三政治教师马仲宏提出以下建议。

回顾课本和错题，夯实基础

“先要回归课本，梳理知识体系。”马老师说，夯实
知识基础、掌握考纲要点是整个高考复习的第一要务，
也是培养学生应试能力的根基。马老师建议，“三练”
之后，考生要回归课本，将所有的考点再梳理一遍，以
便在答题论证时，能迅速调动和运用相关知识。

然后是总结错题，增强应试能力。不少学生在
平时复习时，都整理有错题库，但记录多，回顾少。
最后这一阶段，考生应认真回顾错题，从中总结出自
己在审题、解答、知识、技巧、卷面表达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以弥补漏洞，提高答题技巧。

关注时政热点、社会焦点

考生要关注热点，进行综合分析。马老师说，这
里的热点是指时政热点、社会焦点、人类生存及社会
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马老师认为，在最后阶段，考生可以对以下几个
热点进行综合分析，以保持热度。

1.会议方面：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为主题）、
中央经济会议（经济发展新常态及其九大特征）。

2.纪念活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

3.经济热点：“一带一路”建设、经济新常态下经
济结构的调整、发展驱动力的变化、消费热点的转
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的经济增长点等。

4.文化热点：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高考制度改
革等。

高考前一周可进行模拟考试

在最后阶段，为了避免手生，考生应当适量做
题，保持良好的做题状态。高考前一周，考生要在每
天9时至11时30分、15时至17时的高考时间段内，
进行模拟考试。在考试过程中，考生要注意卷面整
洁、字迹清晰、答题序号统一；注意规范答题格式、答
题语言、答题要点；进一步增强自己解读和提取信息
的能力、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严密组织答案的能
力，提高应试心理素质。

“高考临近，考生应调适身心，保持最佳状态。”
马老师建议考生：一要调整生物钟，保证充分睡眠；
二要坚持跑步锻炼，增强免疫力；三要感受正能量，
放松心情，激发必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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