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年前，我与好友四个家庭，乘

列车到山西、宁夏、甘肃、新疆等地进

行了 15 天的旅游，饱览了祖国的美

丽河山，其中，林则徐与坎儿井的故

事在我脑子里不断闪现，那巨大的水

利工程使人震撼，人民对他的尊敬和

崇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自

认为不将林则徐的伟大事迹

告诉世人，愧对世人。

大家对林则徐的了解，只

知道他虎门硝烟，是中华民族

的英雄，而对后来的伟大功绩

宣扬，了解甚少。林则徐是道

光皇帝钦点去广州禁烟的，由

于禁烟运动触犯了一部分皇

亲贵族们的利益，在奸臣们的

谗言下，皇帝罢贬了林则徐的

官，将其流放到新疆伊犁。新疆伊犁

这地方，每年只有 16 毫米的降雨量，

而水的蒸发量在 3000 毫米以上。人

根本没办法生存。在吐鲁番、伊犁这

地方，紧靠火焰山。地面最高温度有

时高至 80 度，一个鸡蛋放在地上马

上就熟了。当时我就写了一首诗《观

火焰山有感》：

悟空没煽灭，八十高温炽。

远看冒紫烟，近临汗直滴。

林则徐看到人民生活这么艰苦，

他想尽一切办法，要解决老百姓的生

存问题，但要解决生存的重点问题是

要解决水的问题。只有打好、用好坎

儿井，才能解决灌溉、生活等问题。

打坎儿井是十分艰辛的，付出的

劳动力是正常人难以想象的。人们

要把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处的土，一

筐一筐的背运上来。后来人们就改

人拉、牛拉的办法运土。这在当时算

是先进的技术了。

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

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吐鲁番

的坎儿井总数近千条，全长约 5000公

里。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是由竖

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小

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

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

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有大量

积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流入戈壁滩

下。人们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

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

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大量蒸

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

溉。坎儿井，早在《史记》中便有记

载，时称“井渠”。吐鲁番现存的坎儿

井，多为清代林则徐带领大家陆续修

建的。如今，仍浇灌着大片绿洲良

田。吐鲁番市郊五道林坎儿井、五星

乡坎儿井，可供参观游览。坎儿井的

名称，新疆维吾尔语称为“坎儿孜”、

伊朗波斯语称为“坎纳孜”(Kanatz)、
苏联俄语称为“坎亚力孜”(k,lplItK)。
从语音上来看，彼此虽有区分，但差

别不大。汉语称为“坎儿井”或简称

“坎”。我国内地各省叫法不一：如陕

西叫作“井渠”，山西叫作“水巷”，甘

肃叫作“百眼串井”，也有的地方称为

“地下渠道”。坎儿井是开发利用地

下水的一种很古老式的水平集水建

筑物，适用于山麓、冲积扇缘地带，主

要是用于截取地下潜水

来进行农田灌溉和居民

用水。根据最新统计资

料统计，我国新疆共有坎

儿井约 1700 多条，总流

量约为 26 立方米／秒，

灌溉面积约 50 多万亩。

其中大多数坎儿井分布

在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如

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

约 1100 多条，总流量达 l8
立方米／秒，灌溉面积

47 万亩，占该盆地总耕

地面积 70 万亩的 67％，对发展当地

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提到林则徐的时候，我还要提

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左宗棠。他在 64
岁时被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去新疆

督办军务，为保证军粮供应，他大力发

展生产。林则徐和左宗棠两位清朝的

名臣，在坎儿井 2000多年的发展中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位名臣对

坎儿井的贡献，我曾作诗赞之：

虎门硝烟世名扬，

被贬异乡实悲伤。

两臣为民献生计，

坎儿工程万世长。

林则徐告别新疆以后，住在京

城儿子家里。1850 年病故，享年 66
岁。在讲解员和老百姓的口中，一

讲到坎儿井，大家都一致地赞扬林

则徐，现在老百姓都把坎儿井叫“林

公井”“林公渠”，以示对林则徐的怀

念和感激。

溧阳抗日公安故事溧阳抗日公安故事

2018/8/24 星期五 投稿热线：87880265 E-mail：tmhwenxue@126.com 编辑：王菁 版式：庄静 07文化/世相

□□ 刘茂生刘茂生

后周诸社村人王义开，二十八

岁，家境贫困，身体强健，机智勇敢，

很早就参加了溧阳县抗日民主政府

公安局短枪班，杀敌中屡建奇功，升

任为短枪班长。一九四五年一月二

十七日上午，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王

义开根据公安局长赖峰的指令，怀揣

民主政府的联络信，从前马出发，跋

涉四十余里，到达陶庄村，向部队首

长递交请求调兵联手打击日伪征粮

队的联络信。

部队首长见王义开大雪天赶到，

知道有重要情况，立即安排了热饭热

菜。部队首长看了联络信后，认为这

是一次很好的歼敌机会，表示一定和

民主政府配合，共同完成这次围歼

任务。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深夜，

部队出发了，后半夜抵达了洙汤村，

此时大雪已停，地上堆积着厚厚的白

雪，部队选定在洙汤村的太师庙四

周，西高田、大水田、宋巷里一带，在

白雪的低洼处埋伏，县民主政府警卫

连、县公安局短枪班和地方游击小组

的战士全部参加埋伏，群众负责监视

敌人的行动，一有情况立即向埋伏部

队汇报，部队首长、民主政府领导和

县公安局长赖峰分别在各处指挥。

清晨 七 时 许 ，在 东 庙 大 路 上 ，

一队五十余人、扛着太阳旗的日伪

军，气势汹汹地朝洙汤村扑来，埋

伏的部队见敌人已入了包围圈，立

即开火，一时间枪声大作，四面八

方的子弹像雨点般射向敌人，日伪

军野兽般地嗷嗷大叫持枪顽抗，抗

日军民愈战愈勇，号角响了，战士

们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敌人慌作一

团，四散逃窜，战斗二十余分钟，大

获全胜，击毙了日寇头目周川馨，

打死日伪军五名，打伤十余名，俘

虏一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手枪二

支步枪十余支、指挥刀三把，子弹

数百发，以及敌特文件一部，我方

仅轻伤一人。

洙汤护粮一战大快人心，极大鼓

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

嚣张气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洙汤

一战凯歌震，敌人丧胆忙逃命。从此

不敢再逞凶，新四军杀敌为人民。

新 四 军 十 六 旅 首 长 特 来 电 嘉

奖。《苏南报》（一九四五年一月第一

版）登载了题为“溧阳我军某部新年

奏捷，击溃下乡抢粮敌军”的报道，报

道原文是：

“溧阳我军某部新年奏捷，击溃

下乡抢粮敌军”。

本报讯 一九四五年一月，溧阳

我军某部在前余港（离前马三里）伏

击从前马下乡，企图抢粮敌军五十

余名，经过二十五分钟战斗，将其全

部击溃，活捉一名，弃尸五具，内有

敌军官周川馨一名，缴获轻机枪一

挺，手枪二支，子弹二百余发，指挥

刀三把及敌文件一部，我仅轻伤一

人。新年捷音，十六旅首长将来电

嘉奖。

洙汤伏击完胜护粮洙汤伏击完胜护粮
（（连载之四连载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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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新

屡建奇功的短枪班长王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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