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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七年前，我刚来青海之时，就与琼瑶父亲王立青先生相识，我们 是安徽同乡，也闻知其有一
个女儿叫王琼瑶，但从未谋面。
多年来，读过 她的很多作品，尤其是如诗如画行走徽州的文章。
一次偶然，见到真人， 话语投机。
于是她请我为其即将出版的文集作序。
再三推辞无果，只好 应允。
 琼瑶的这个集子主要以篇幅短小精悍的通讯、特写、侧记为载体，以 一位女性新颖的视角、细腻的
笔触、独特的风格，解读事理、咀嚼生活、 感悟人生，是一部富蕴哲理、富有教益、富含激情的佳作
和一个个大众生 活万花筒的缩影。
这部文集除有少数散文和言论以外，大部分是以新闻为 体裁的文章，萌芽于她对生活的审视，写作于
工作的间隙，然后见诸报 端。
许多作品都是用新闻事实说话，并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以一个新闻工 作者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用
她犀利的笔触，吹响新青海改革开放的号 角，记录新青海建设和发展的瞬间，关注群众生活的方方面
面，揭露假丑 恶，弘扬真善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愿这些用心血写成的篇章能为更多的新闻工 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养分，也希望这部集子能得到众多
读者的关注。
是 为序。
 杨自沿 201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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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跋涉者的问候》讲述了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阿什贡国家 地质公园。
秋风中暮霭将沉稳与厚重的 阿什贡国家地质公园涂抹上了一层深邃 典雅的黛色。
此刻的丹霞地貌仿佛电影 片段中的蒙太奇，舞台与高天旷远相契 合，辉映着长长红毯上的闪烁群星
。
这 一刻，在中国西部的天空，在大美青海 的舞台上，将再一次展示中国电影的盛世：这一刻，将经
历历史的荣耀，见证 群星的诞生。
 一曲青海花儿，仿佛是一个悠悠打开了的画轴，掀起了青海这块72万平 方公里神奇土地的一角，以立
体、鲜明 而富有动感的音乐元素形态展示了青藏 高原的特色文化、自然资源和壮美景 观。
阿什贡国家地质公园多姿多彩的峰 林地貌，惟妙惟肖的麻吾峡风蚀景观，黄河谷地的神秘诱惑，宛如
一场文化虚境里的实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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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琼瑶，女，汉族，笔名槲叶，安徽歙县人，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曾从事教师工作。
自1989年开始写作，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为《青海日报》社编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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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岭为民排忧解难——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法院院长接待日侧记撼人心魄的《红岩魂》从我做起，从
小事做起——万人承诺签名活动现场实录讲文明——从我家做起——泰宁社区“五好文明家庭”创建
活动侧记规范+特色——“文明校园”胜利路小学德育教学一瞥琴韵缤纷真情民政人霓裳竞秀靓盛世
历史变迁的忠实见证者和谐家园花儿更红唱响文化大戏绘制文化产业图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理想之地——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主题音乐会侧记藏娘唐卡：民族文化的瑰宝感受诗歌的
心跳——高原之夜诗歌朗诵会侧记从大地的根上发出的声音让自然与生命的旋律在黄河岸边跃动众人
盛赞昆仑山音乐会与镜头一起分享精彩月圆玉树为了灾区道路畅通西部文化发展的“炫”舞台流动的
“创意”灵感光影中的笑脸——“4·14”玉树地震一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北京展速写凝聚力量的记忆
《镜·像》幻彩空间——《此岸·彼岸——与河共舞》彩排现场素描舒缓灵动的《镜·像》艺术画卷
——第四届青海国际水与生命音乐之旅主题晚会侧记穿越边界的吟哦相约红毯星空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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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防洪避患当早谋 1997年8月5日凌晨3点52分，冷暖空气交汇生成的一片强降雨云团 在西宁市的上
空炸响了一声声惊雷，顿时，沉寂的夜空仿佛豁开了一条口 子，大雨倾盆而下。
 只听得一声轰隆隆巨响，巨大的洪峰率先冲过瓦窑沟涵洞口，翻滚着 涌向路面，冲开下水井盖，向
七一路、建国路咆哮而去⋯⋯ 在一颗印新村，奔涌的洪水挟裹着磨盘大的羊脑石顺路而下⋯⋯ 顷刻
间，围墙坍塌，楼院淹没，庄稼被冲毁，人们的哭声、喊声、叫 声很快被气势汹汹的泥石流所吞没⋯
⋯ 这场降水量达58.2mm的雷阵暴雨接近西宁市历史最高值（62mm）， 使西宁地区险象环生，小寺沟
、瓦窑沟、傅家寨等局部地区山洪暴发，山 体滑坡，堤围毁决。
 截至8月7日，从统计数字看，西宁地区损失惨重： 5人死亡，1人受伤。
 倒塌房屋230余间，造成危房200余间，80余家单位、30余间沿街铺 面的660余户1300平方米居民房屋进
水，围墙倒塌近300米。
 淹没农田5540余亩，冲毁田地50余亩。
 损坏主要公路6条。
 约10家砖瓦厂不同程度进水，其中2个砖瓦厂被迫停产，损坏砖坯近 100万块⋯⋯ 此次突降暴雨，主要
集中在西宁及海东地区。
透过洪灾，我们不仅看 到了西宁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与落后，也看到了防汛工作中由于“人 祸”
所造成的“人造洪灾”。
 西宁市地处高原，位于湟水河、北川河、南川河、沙塘川河“三川一 水”的交汇处。
四周山高坡陡，相对高差600米以上，植被差，多为荒山 秃岭。
鉴于此，暴雨形成的洪水、泥石流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据记 载，从1732—1979年这247年中，基本上是15年发生一次较大洪灾，两 年发生一次较小洪灾。
在1970—1989年20年问，因暴雨、洪水形成的较 大灾害共8次。
 洪水不止一次地光顾过我们的城市，而每次洪灾过后，我们都要研究 预防的措施，实施的方案。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总是在与洪水的一次次的 较量中重复着过去的错误。
 洪水于我们已不再陌生，也不再可怕，可怕的倒是我们自己。
 面对洪灾，我们在痛失家园的同时，是否应该扪心自问：灾难，该由 谁来负责？
 不必再一次次地历数惨重代价，我们只需将思索的目光投向3年前的 那一场“7·5”洪灾，记忆的空
间便会被悲恸填满。
 1994年7月5日晚8时，西宁市北部地区突降暴雨约20分钟，降雨量 达32ram。
大寺沟至西杏园沿线出现罕见的洪水泥石流，造成9人死亡， 595间房屋倒塌，1028间房屋进水，9个村
、56个单位共11000余人受灾， 冲毁电灌站9座，损坏水利设施ll处，冲毁道路、水渠等81处，农田受 
灾面积4530亩，经济损失达1602万元。
 一些在洪灾前被政府强制搬迁的群众至今还在劫后余生中为自己当初 的谩骂、打人而羞愧难当。
但是，一旦再让他们搬迁时，他们便想不通： “大雨没来，就让我们折腾。
”甚至还谩骂、扔石头追打动员他们搬迁的工 作人员。
 较之于洪灾，这种普遍存在的较差的水患意识更令人悲凉。
 正是这种淡薄的水患意识，才造成今天的任意毁坏、侵占河道，与洪 水争地的“人祸”。
 君不见，“人造洪灾”已使我们时时在危机中挣扎么？
 河道泥沙淤积，植被被人为地破坏，绿色蓄水功能削弱，水土流失严 重⋯⋯ 今天的家园便如此，明
天的家园将又会怎样？
 每当洪水来临，采取的应急措施是筑坝垒堤，加高堤岸来堵。
而这只 能暂时挡住水患，却不能通过疏浚河道从根本上解决泄洪问题。
 众所周知，自解放以来，西宁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发 展，但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却远远
落后于其他市政设施的建设。
按照城市总 体规划，“三川一水”流经市区的长度为56公里，河道需要设防的河段有 112公里，但目
前西宁市仅拥有18.4公里的防洪堤，占规划总长度的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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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较大的23条山洪沟基本上没有设防。
 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欠账多、质量差、投入少的城市，58.2mm的降雨 量如何能够承受！
 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西宁市自1995年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以来，结合防汛工作，拆除了 大量违章建筑，设立了盐庄住宅
搬迁安置小区，先后搬迁了大寺沟、朝 阳、“珍宝岛”、一颗印等危险地段的35余户居民。
 拆除违章建筑，河道、排洪沟清淤和清除杂物始终是西宁市防汛工作 的重要内容。
 “八五”期间，西宁市共拆除违章建筑95834.43平方米，河道清淤 44527立方米，投人防汛资金2313.5
万元。
 1996年超出违章建筑6.4万平方米，清淤4万立方米。
 尽管如此，西宁市的防汛工作中仍存在很大的隐患。
 瓦窑沟，既是西宁市的防汛重点，也是防汛工作的心头大患。
 瓦窑沟发源于西宁市区以南的南酉山龙峰壁分水岭，流向北东，贯穿 城东区，于建国路桥下游汇入
湟水河，全长8公里，其中流经市区长3.8 公里，与南滩渠和解放渠两大引渠交叉，流域汇水面积
为9.15平方公里。
 瓦窑沟百年一遇洪水流量为28.5立方米秒，因山高坡陡，土质松软，植 被稀少，一遇暴雨，极易形成
山洪，甚至发生泥石流。
 瓦窑沟的现状令人担忧，不仅在于排洪沟渠曲折多弯，过水段面小， 还在于沟内剧增的建筑数量。
 据调查，沟内现有住户750余户（多为返城户、临时住户），4800余 人，房屋4100余间。
由于人多拥挤，年复一年，河道成为住户丢弃垃圾的 天然垃圾箱，致使沟内淤积物繁杂，部分沟段填
埋严重，沟边坡塌落，沟 道几乎和路面平齐。
 瓦窑沟是防汛中多年的积患，治理瓦窑沟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系统 工程。
 省、市领导对瓦窑沟的防洪问题一直十分重视。
1994年8月，由西宁 市防汛指挥部聘请有关专家和领导对瓦窑沟防洪治理工程方案进行了论 证、评审
。
 1995年11月，组织有关地质专家对瓦窑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又进行 了科学论证。
 然而，这项治理工程终因2600万元的资金无法落实而搁浅。
 财政拮据使西宁市在灾前不能有效地预防，灾后又不能很快地得以恢 复。
加之每年清淤不彻底，一到汛期，便让人提心吊胆。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虽然投入12万人次390台车辆，已清理道路5 万平方米，清理淤泥5万立方米，
但清淤除障的后续工作仍十分繁重。
苦 水沟内2米深的淤泥安之若素；一颗印巷道内堆积着石块泥沙，一片狼藉； 傅家寨路面积水，被淹
的房屋墙塌屋陷，人声阒寂⋯⋯相比之下，10万元 的清淤资金只能是杯水车薪。
 《管子·度地篇》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 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
。
此为五害。
五害之属，水为最大。
” 一次次的洪灾使我们更加确信一点：救灾避患，尤当早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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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跋涉者的问候》这个集子主要以篇幅短小精悍的通讯、特写、侧记为载体，以一位女性新颖的
视角、细腻的笔触、独特的风格，解读事理、咀嚼生活、感悟人生，是一部富蕴哲理、富有教益、富
含激情的佳作和一个个大众生活万花筒的缩影。
这部文集除有少数散文和言论以外，大部分是以新闻为体裁的文章，萌芽于她对生活的审视，写作于
工作的间隙，然后见诸报端。
许多作品都是用新闻事实说话，并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以一个新闻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用
她犀利的笔触，吹响新青海改革开放的号角，记录新青海建设和发展的瞬间，关注群众生活的方方面
面，揭露假丑恶，弘扬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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