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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视 点

人民力量的强大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有无限的精神力

量，有无限的战斗力。在那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
的艰苦岁月里，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大家以艰苦
奋斗的精神，日以继夜战斗，以青春热血和汗水，用
自身身躯和双手、双脚以人海战术的土办法，筑起
一座巍巍大坝。

这是人民精神力量的产物。人民群众只要组织
起来形成集体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长潭水库的建
成，是黄岩人民不朽的丰碑。没有人民群众的艰苦
奋斗，无私奉献，就建不成长潭水库。

实事求是精神
水库建设按照科学设计要求，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省水利厅高度重视，派来一位工程师高兆俭
为设计代表，久驻长潭工地，负责工程技术，督导。

高工程师对工程技术管理工作，有高度责任
感，使命感。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他经常向施工人员
交代：一是按工程设计规模施工，不准短尺少寸；二
是工程要坚持质量第一，百年大计，在数量面前，一
定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三是精心务实做好技术管
理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长潭水库大坝是一座粘土斜墙砂卵石坝，没有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可以说就没有坚固安全的长
潭水库大坝。

移民户无私奉献精神
在长潭水库建设中进行了大规模移民，3万多

库区群众需要迁离故土。库区群众有着大局情怀，
深明大义。为了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他
们背井离乡，前往异地安家。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移民拆迁安置工作，坚持从
实际出发，出台很多惠民、便民政策。没有库区移民
的牺牲，长潭水库最大功能和效益不可能得到充分
发挥。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忘挖井人，不忘乌岩人。

追忆长潭水库建设

编者按：

1958年10月，在青龙山和伏虎山之间的长潭口，一声震天动地的开山炮划破长空，长潭水库工程破土动工。数以万计的黄岩儿女一批又一批地来到

工地，用自己的双手、血汗和非凡的意志再现愚公移山，书写了“长潭水库建设史”。

如今，长潭水库风景美如画，不仅免除了数千年来温黄平原一直饱受的水旱灾害之苦，还成为了台州市的主要饮用水源，灌溉了一方沃土，哺育了一

方人。在长潭水库工程动工62周年之际，我们一起倾听水库建设亲历者的讲述，学习“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长潭水库建设精神。

■吴志远

长潭水库位于黄岩西部永宁江上游，因坝址在长潭而得
名，是全国大Ⅱ型水库。长潭水库大坝长506米，是粘土斜墙
砂卵石坝。水库最大库容7.32亿立方米，库区淹地4万亩，集
雨面积 441.3平方公里。库区移民 8455户，31261人，从 1958
年11月开始，到2018年完成。整个工程填挖土石方为750万
立方米，投放劳动力 855 万工日，分批组织参加建设者
135000名之多。工程于1958年10月动工，1962年7月发挥灌
溉受益，1964年12月竣工。

长潭水库建设正遇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在当时中共
黄岩县委的领导下，黄岩全县人民以“自力更生、砸锅卖铁”
的决心，投入水库建设。笔者原是黄岩水利工作者，领命于
1958年 2月开始参与长潭水库建设。回顾全过程，工地的日
日夜夜、风风雨雨、天寒地冻和战天斗地的震憾画面都还历
历在目。

一

1955年，正在乌岩老家过春节的省水利局专家
卢秀袒，以专业的眼光和胸怀，专程来到黄岩水利
局与时任局长徐叔廉通宵交谈。他认为，温黄平原
是多灾多难的区域，三年两年旱，五年三年灾，提出
要根据黄岩水旱灾害“变水害为水利”，要根治永宁
江水患，要在乌岩建造水库的雄伟方案。徐叔廉迅
速提请黄岩县委决策。

黄岩县委想民所想，急民所急，为了根治黄岩
水旱灾害，果断作出决定，启动筹备建造长潭水库
工程，于8月8日得到省委批复。在那时生产力水平
相对较低的条件下，长潭水库建设迎着风浪，顽强
起步。

二

1958年2月，黄岩县委决定组织人员进入长潭
开始筹建工作，省测量队、钻探队、设计人员也相继
进入。8月 18日，黄岩县永宁江长潭电站工程修建
委员会成立，县委书记吴书福任主任，副书记贾俊
才任总指挥，以区为单位，设立团营连排班和党组
织，以军事化组织形式组建队伍。10月 13日，工地
召开开工典礼动员大会，水库建设全面展开。民工
们在水库上下游5公里范围内，开展造桥、修路、开
沟排水、砍木清基、搭棚建房等工作，为施工创造条
件。11月下旬，黄岩县委决定抽调民工 3000人，自
带口粮、蓑衣、扁担、担基、铁锤、锄头、手拉车，投入
主体工程建设，隧洞开挖、主副截水槽开挖，大坝中
段填筑……白日黑夜一个样，广播喇叭到处响。在
工程建设中，“四战”使我终身难忘。

挖截水槽攻击战
大坝基础工程有两条主副截水槽，主槽面宽70

米，长 380米，底宽 25米，设计要求挖到黄海高程 0
米，实际挖到 0—3.6米（即深 10—13.6米），副槽面
宽 50米，底宽 8米，挖到黄海高程 1米（即深 9米），
这是防止大坝渗漏水，重要基础工程，主副截水槽
开挖砂石和回填黄土工程量共 46 万立方米。从
1959年 11月 10日开始，1960年 2月中旬前黄土回
填到地面高程 10米（经过先北端导流、后南端导
流、三次回北端导流，中途开挖过程中，被洪水冲毁
围堰两次损失很大）。在这三个月 100天内完成任
务，确实是场硬仗。

开始在黄海高程 6米以上，渗水量不大，实行
二班制作业，每班5000人。挖到黄海高程6米以下，
渗水量增多，挖深难度加大了，进行三班制作业，民
工增加到 18000多人，每班 6000人左右。时值“三
九”严寒，寒风凛冽，大雪绵绵，寒气逼人，冷风扑
面，在零下3—5摄氏度气温条件下，参加截水槽开
挖的民工，迎着呼啸的西北风，脚踩冰水，口呼白
气，嘴唇青紫。可是民工们以顽强的意志和决心，挥
动着手中的铁锤、锄头紧张地奋斗着。

随着截水槽挖深到黄海高程6米以下，渗水量
达到2立方米/秒（设计要求不大于0.5立方米/秒），
越深越难，工作非常艰苦，抽水机90台1000马力也
来不及排水，稍有停顿就会形成深一米左右的水
潭。在这寒冬腊月，白霜满地，滴水成冰的日子里，
民工们仍然赤膊下水，赤脚踩在冰冷的泥水里挖石
子，有时水淹腰部，操作起来非常艰苦。他们分秒必
争与水搏斗，彻夜奋战，排水、挖土、溜土、拉车、担
土各自奋战，干劲十足。他们的口号是“水深，深不
过我们的决心，天冷冷不了我们的干劲”。在这次攻
击战中，涌现许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经过100天
的奋战，截水槽工程按时顺利完成。

堵口战
大坝三次堵口截流，首先是北端截流，其次是

南端截流，最后是大坝南端合拢截流。第三次大坝
堵口合拢截流，在整个工程中，是一场争时间、抢进
度，最紧张、最激烈，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战
斗，也是筑坝战役中最关键的一战，随着截水槽战
斗的结束，大坝高程日日升高。1960年2月中旬，大
坝堵口已缩小到 50米，砂卵石坝外壳已填筑接近
黄海高程20米，坝身黄土、砂卵石护盖填筑已达黄

海高程15米，平均已达堵口的高程，为大坝堵口合
拢创造了条件。“冬水涸、春水涨”这是自然界的规
律，时值春季即将到来，雨水多河水涨，将对大坝合
拢堵口带来严重威胁，后果不堪设想，工地党委决
定，大坝合拢堵口必须抢在春节前完成。2月18日，
工地党委向水电部水利办公室和省水利部门汇报
长潭水库大坝堵口前的准备工作，经上级领导批
准，决定于2月21日进行大坝堵口合拢。

1960年2月21日，天气晴朗，阳光绚丽，春意盎
然。在这密切关系黄岩人民利益的长潭工地上，参
与堵口大决战的英雄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声势浩大，一派雄
伟壮观的战斗画面。

决定堵口的时间一到，工地党委发出了堵口战
斗命令，大坝南端发出了三声炮响。时任县委书记
吴书福首先向截流处推下两包黄土，十分激动人心
的截流堵口大决战正式开始了。

这时，黄岩 14500名民工，2800名连夜赶来参
战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和学校师生，分三路大军，如
猛虎下山，投入了大坝堵口合拢战斗。各路精兵强
将一个接一个地把黄土麻袋送往水势湍急的洪口，
背的背、扛的扛、填的填、担的担、压的压，经过激
战，随着洪口堵坝段部分断面填筑不断超出水面，
堵口段逐渐缩小至 20米时，用大木船把围堰口截
断后，一条长达70米的弧形围堰终于建成，紧紧地
锁住凶猛的长潭“蛟龙”。

紧接着，十几台抽水机同时排水，抽干围堰与
大坝之间的积水，成千上万名民工从四面八方向大
坝合拢段云集，发起全面总攻。车运、人挑、运土、填
土、压实，大家齐心协力，争分夺秒大干。经过两个
小时全力奋战筑坝，永宁江自此截断，长潭水库堵
口任务胜利完成。三月上旬，堵口段填筑与大坝等
高。

保坝抢险战
抗洪抢险，惊险无比，在大坝施工期间，出现过

三次较大的洪水，给工程造成一定的损失。尤其是
1960年 8月 1日—13日遭 7、8、9号台风袭击，风紧
雨急，连续降雨量 803.4毫米，库内山洪暴发，水位
从11.43米猛升到27.85米。当时，溢洪道、泄洪洞未
开挖，仅靠导流隧洞泄洪。库内洪水猛涨，浊浪翻
滚，水面接近坝顶。正在施工的大坝才筑到28.1米，
面临严峻考验，严重威胁着下游 70万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黄岩县委和工地党委临危不惧，沉
着指挥。

1960年8月1日到8月2日，两天下雨水位上升
8米，风力大雨量大，民工宿舍几乎全部倒塌，民工
们无藏身之地，大坝危在旦夕。工地党委召开紧急会
议，号召全体民工，党、团员和干部投入抗洪抢险，奋
起保坝战斗。8月3日，风雨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大，水
库水位还是上升了4米，县委抽调民工6000人奔赴
长潭抗洪，加速大坝加高。8月6日、7日两天，阵雨不
断，8月8日上午，8号台风袭击台州，温州地委召开
抗台防洪紧急电话会议，指示黄岩县委发动全党全
民立即行动起来，千方百计保住长潭水库大坝。黄岩
县委立即组织100多名县级机关干部，又抽调3000
名民工，连夜赶赴长潭加强抗洪力量。

8月 9日，9号台风袭击，长潭日降雨 189.2毫
米，时值半夜三更，县委书记吴书福在大坝上，看到
水位越涨越高，浪头高过坝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在大坝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要求坚守大坝，如果
保不住大坝整个黄岩会变成汪洋大海，人民都会遭
到灭顶之灾，现在要争分夺秒突击加高大坝，水涨
一寸，坝高一尺，死守大坝，誓与大坝共存亡。急电
向省委报告水情和工程紧急情况，请省委支援。此
外，还要通知下游及城关地方作好撤退准备，防止
出现危险。8月 10日，水库水位上涨了 0.6米，下午
水位已到达26.44米，大坝处在非常时刻，长潭水库
保坝抢险的建设者们，以顽强的拼搏精神力量继续
填坝加高。

8月 11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瓯江、新安
江、富春江等地 300多人前来支援，38辆汽车和拖
拉机加速运土，加快大坝筑高。下午，省委调动空
军飞机两架，运抗洪物资 20多吨至路桥机场，再
由机场部队派出两个炮艇接运省支援抗洪物资，
海陆空等八方支援长潭水库抢险战斗。傍晚 5时，
水位升高到 27.85米，达到最高水位，这时大坝顶
高程已筑到 30.9米，再也无法升高了，广大党员干
部排列在大坝顶用木板挡水。傍晚 5时后，水位已
开始下降。

8月12日，间段小雨，水位继续下降，但奉命支
援长潭抗洪抢险的建设者，都在大坝上继续填坝战
斗中。中午12时，台风过境，水位下降，但大坝还未
脱险，县委决定，继续集中力量抢筑大坝。

8月 13日，工地全面调整施工力量，集中主力
填筑大坝，面上转入正常施工。在这场抗洪抢险中，
大家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至
上，展现了不怕困难、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精神。

大坝填筑冲剌战
随着大坝堵口胜利，紧接着，时任国家水电部

副部长张含英视察长潭水库，确定台汛期大坝防洪
标准，从原计划黄海高程水位28米提高到31米，加
快大坝筑坝升高的指示，结束了水下工程劳作，全
工地共 12个民工团营共 18000多人，7个民工团分
成7路大军，集中大力奔向大坝。

1960年 7月中旬，大坝已达到黄海高程 28米，
连日下雨，水库水位猛升到19.69米。为了赶在夏雨
之前让大坝高程填筑高度达到设计标准，一场冲
刺高标战斗又打响了。工地党委调动劳力，将大坝
填筑任务，进行分项分段包干，采用两班作业，开
展劳动竞赛。建设者们发扬不怕疲劳、坚韧不拔、
连续作战的作风，分秒必争赢取时间，确保大坝高
升的速度赶过水涨的速度。因此，全工地掀起了

“三高二赶”为中心迅速加高大坝高潮，展现了“光
阴过一寸，坝高升一尺”的速度。每天，大坝上红旗
林立，民工团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坝，群情沸腾，热
气冲天。大坝上山坡运输线上卷场机、压土机机声
隆隆，形成“你追我赶竞赛，分秒不息突标”的劳动
氛围。

到 1963年 6月，大坝填筑已完成了，一座巍巍
拦江大坝横卧在长潭青龙与伏虎两山之间的峡谷
上。从此之后，永宁江上游的害民洪流，被黄岩人
民征服了。

三

（图片由长潭水库事务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