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3日，宁乡县夏铎铺镇石仑关乡，毅行者徒步行进在乡间道路上。当天，由宁乡县旅游局主办的“喜迎十
九大 徒步上沩山”百公里毅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500名毅行勇士将徒步跋涉从宁乡石仑关至密印寺100公里的
路程，探访宁乡古今厚重源远的旅游文化，磨砺精神意志，挑战毅力极限，享受快乐行走。 记者 徐行 摄

“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
助的吗……”10月13日，在长沙
市雨花区为老服务信息中心
内， 话务员正在忙碌地为打进
热线的客户转接订餐、维修、家
政等服务需求。 这些客户多是
老年人，有了热线服务，足不出
户，他们便可享受到各类服务。

“家中一些要体力的活，我
一般会通过为老服务信息中心
来请专人负责。” 81岁的胡辅
琪老人说话中气十足， 她告诉
记者，自己是一名退休干部，没
有和儿女们住在一块， 平时在
家呆不住， 喜欢到长沙各大公

园去游玩， 有时还会去福利院看
望自己的老朋友。

“能够在家门口养老，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 胡辅琪老人希望，
十九大以后， 每个小区能有养老
机构， 能让老年伙伴们快乐地过
每一天。

记者走访了长沙多个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 发现里面的装潢设
计很雅致，还提供了按摩椅、书画
室、舞蹈室、阅览室、棋牌室等设
施， 很好地为小区居家老人提供
了去处。

为更好地应对“银发潮”，湖
南省构建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服务为依托、 机构养老为补
充”的养老服务体系。长沙作为全
国首批开展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市， 在居家养老方面不断改
善硬软件设施， 不仅兴建了一批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还组织社会
力量， 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
丰富。 雨花区作为长沙智慧养老
的试点单位， 通过与康乐年华合
作，开辟了“互联网+”业务，让老
年人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到订餐、
维修、家政、GPS定位等服务。

在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不
少受访老人感慨颇多， 很满意日
益增长的老年人福利， 也希望从
事护理工作的年轻人待遇能够得
到提高， 政府定期对其进行专业
培训，使养老服务业蒸蒸日上。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岳华进

本科时学的数学， 硕士和
博士专攻计算机， 在香港交换
学习一年后，1997年彭绍亮正
式进入国防科技大学工作。 在
高速计算方向多个领域中，他
选择了生物信息领域， 带领团
队多次参与重点课题研究，也
协助了很多企业研发软件。

“掌握计算机最先进技术
的同时， 还要了解国际生物学
领域的难点痛点， 然后去攻克
它。”彭绍亮表示，生物信息学
是交叉学科， 但对生命有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 每一项研究成
果都是“重量级”，目前已经创

下多个世界第一。
以团队研发的“人类基因组

重测序软件流水线”为例，通过天
河超算参与“测序计算”，将测序
效率极大提高，基因组测序2000
人只需要4个小时。 在这之前，一
个产前筛查需要几天的时间，现
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孕检的准
妈妈们当天就能领回检测结果。

“前几天单位领导还跟我说，
要为家庭安排多一点时间。”谈到
自己的家庭， 彭绍亮教授满眼幸
福，却也面露愧色。

夫妻俩一直专心科研， 大女
儿出生后多半由老人在照顾。“她

自己都说， 我跟学生在一起的时
间， 比和她在一起的时间长。”彭
绍亮能做的， 就是不管在哪里出
差，晚上尽量回家；一有时间，就
陪伴家人。

幸福新期盼
近几年来， 国家不断营造良

好的科研氛围， 彭绍亮和妻子感
觉很不错。他现在的期待，是自己
能在科研事业上有更多造福他人
的成果，同时将家庭经营好，让老
人有幸福的晚年， 孩子有更好的
将来。

■记者 李琪

湘江保护与治理的成功经
验向“一湖四水”拓展，初步建立
了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河长
体系；五年间共完成水利总投资
1176亿元，投资规模创新高；五
年来共投入129亿元， 解决了
252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
问题……13日上午， 湖南省迎
接党的十九大第十七场新闻发
布会在长沙召开，省水利厅党组
书记、厅长詹晓安介绍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湖南水利改革发展成
就并回答记者提问。 五年来，我
省防洪、供水、水安全保障能力
显著增强，为全省经济社会平稳
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惠及
群众多，受益面广。

据悉， 这也是湖南省迎接
党的十九大系列新闻发布会的
最后一场。

保障安全
全省防灾减灾能力增强

五年来， 湖南水利设施建
设全面提速， 一大批防洪、供
水、灌溉、生态工程相继建成并
投入使用， 全省水利工程基础
不断夯实， 防灾减灾能力不断
增强。在重大水利工程方面，先
后有一批骨干性、 控制性水利
工程相继动工建设， 其中纳入
了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项
目库的就有13项。其中，涔天河
水库扩建工程，2013年11月正
式开工，2016年底已下闸蓄水，
结束了湘江干流无骨干控制性
工程的历史， 成为进一步治理
和保护湘江的龙头工程， 这为
流域防洪安全、 区域经济发展
打牢了基础。

在四水流域治理方面，我
省继续抓好湘资沅澧四水干支
流堤防建设， 推进23条主要支
流、330条中小河流治理和35个
城市防洪工程建设， 完成主要
支流项目277个、中小河流治理
项目274个，除险加固病险水库
8174座， 四水流域防洪能力得
到较大提升。

改善民生
解决3755万人饮水问题

这五年， 湖南水利部门始
终紧扣民生需求， 全面提升了
城乡供水保障水平。

詹晓安介绍，五年来，共投
入129亿元建成各类农村供水
工程9475处，解决了2520万农
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是
前5年的1.97倍，全省已累计解

决3755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
题，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由2012
年 的 43% 提 高 到 2016 年 的
76.6%。

同时，大兴农田水利建设。
投入102亿元完成156个小农
水重点县（项目县）、328个维修
养护项目， 节水改造大型灌区
20处、中型灌区44处，更新改造
大型灌排泵站27处，连续5年实
施“五小水利”建设行动，新增
和恢复灌溉面积704万亩，改善
灌溉面积689万亩，灌溉水利用
系数从2012年的0.472提高到
2016年的0.505，年新增粮食生
产能力4.33亿公斤。

改善生态
湘江河水更清，两岸更绿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詹晓安说，这五
年，我省积极践行生态理念，把
生态治水贯穿于水利工作全过
程，“一湖四水” 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生态强省的水利基础不
断夯实。

据介绍， 我省强化水资源
红线约束。建立了省、市、县三
级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控制
指标体系，严格用水定额管理、
水功能区管理、排污口管理，全
省用水效率大幅提升， 流域水
体质量持续改善。 全省万元
GDP用水量从“十一五” 末的
204立方米减少到目前的123
立方米。

同时，大力推进“一号重点
工程”。詹晓安介绍，我省经过持
续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湘江流
域生态质量稳步提升，水质持续
好转。 据了解， 如今的母亲
河———湘江， 江水更清，2016
年， 流域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为93%；河道更畅，推进流域干
支流堤防建设， 治理中小河流
130条，流域内采砂船从1049艘
减少到672艘，河道的通航能力
增强；两岸更绿，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755平方公里， 复绿矿山
1500多公顷， 新增造林面积
539.5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54.5% ， 湿地保护率提高到
69.24%。

据了解， 我省加快建成了
一批高标准、 高质量的水生态
工程，在长沙、常德、郴州等市
“山、水、人、城”相互交融的动
人场景随处可见，让市民“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已渐渐成为现实。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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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投入超千亿，做活做好“水文章”
我省防洪、供水、水安全保障能力增强 解决3755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

“能在家门口养老是一件幸福的事”
———长沙“银发族”期盼晚年生活更精彩

夫妻同心，用计算机技术攻克生命难题

———幸福新家庭

彭绍亮，38岁，教授，国家超级计算长沙
中心副主任， 国防科技大学天河超算生命科
学方向负责人；妻子李姗姗，也是国防科技大
学副教授，负责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科学研发；
大女儿笑笑8岁半，小女儿一伊即将满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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