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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的玉溪河源自西岭雪
山，被称为四川红旗渠的玉溪河
工程外界知道的不多。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邛崃人民奋战八年建
成的玉溪河工程不仅是邛崃历
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也是
当时四川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当
时历史条件下它全靠人力建成：
靠人们的双肩、双手，靠背篼箢
篼、钢钎锄头，靠人们的汗水和
熊熊燃烧的激情甚至生命。

1978年玉溪河工程建成。从
此，它灌溉润泽着邛崃的五面山
区，滋润着近百万亩干涸的丘陵
高台田地。因为玉溪河工程，有
了水，邛崃山河改变了面貌，邛
崃的经济也上了一个台阶。今
天，玉溪河工程仍一如既往地发
挥着它的引水灌溉功能，造福邛
崃及相邻的一些地方，润泽桑
梓;近年来，当地在对玉溪河工
程进行修复完善的基础上，在生
态及环境保护方面让它发挥着
重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玉溪河工程就是
靠人民艰苦奋斗出来的幸福渠。

玉溪河水利工程：四川的红旗渠
□ 杨辉祥

翡翠之河：
鱼戏河、玉溪河及玉玺河

夏日晴朗的清晨，邛崃城里人会看见西北
方向一座巍峨的大山，白雪皑皑，顶部略平，像
一个倒扣的银碗，邛崃的摄影人喜欢把它作为
背景来拍摄风景。这座山，有很多名字，苗基
岭、大雪塘、大雪峰、西岭雪山，它是成都市的
最高峰，海拔5364米。

这座雪山孕育了数条河流，其中一条河流
顺着西南走向的山势，弯弯曲曲地流淌，刚开始
叫大川河，后来接纳了数条河流之后，因其水色
如玉，又叫玉溪河。不过，有人说，它原来不叫玉
溪河，因这条河清澈透底，人们看到很多鱼儿在
水里嬉戏游玩，所以叫鱼戏河。还有人说，因为
在这条河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块，上部分收缩如
柄，状如一枚印章，老百姓传说，这是玉皇大帝
掉的玉玺，于是这条河还叫玉玺河。

玉溪河在我的心中，是一条翡翠之河。我
第一次看到玉溪河时，就被它的颜色所震撼：
碧得令人窒息，绿得使人陶醉。我从芦山县龙
门乡青龙关的高处望去，玉溪河就像一条碧玉
的带子，飘动在深绿色的群山之中。千万年来，
它从雪山奔来流入青衣江，汇入大渡河，最后
注入长江归宗大海。

邛崃人对玉溪河非常熟悉，关系也非常密
切。因为历史上它流过的很多地方，都曾经属
于邛崃的行政管辖范围。从邛崃出西门有两条
路（茶马古道）可以到达藏区，一条经高何镇翻
镇西山，一条经油榨乡翻南宝山，但两条路都
要通过或跨越玉溪河。

民国初年邛崃大旱，邛崃五面山一带水田
干裂，秧苗干枯到可以点燃，人畜饮水困难。五
面山南岳庙的陈氏两老表，为寻生路，只好来到
火井当背夫，他们翻过镇西山到玉溪村，放下背
子歇气，两老表走到河边，捧起玉溪河水喝了几
口，望着满河清花亮色的水，不禁感慨地说，如
果把这河水引到我们五面山就安逸了。

邛崃素有六山一水三分田的说法。山区和
丘陵约占百分之六十。在这些地方，不能够像
坝区都江堰灌区那样实现自流灌溉，人们只能
靠冬水田和堰塘来囤积雨水，以解决农业生产
和人畜饮水问题。但如果遇到降雨稀少的天旱
年份，就会出现庄稼减收甚至绝收的灾情，严
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人们把这些囤积
雨水的冬水田叫做靠天老爷吃饭的“望天田”。
这些地方粮食产量很低，老百姓经常食不果
腹，生活贫困，一直是邛崃经济落后的地区。过
去在邛崃山区到处可看到层层叠叠、依山就
势，弯弯曲曲地从山脚直到山顶的大片梯田，
如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镜子，水色天光，非常漂
亮，这些就是靠天吃饭的冬水田。而这种望天
田不但在邛崃，在临近的蒲江、名山、眉山也普
遍存在。

毛泽东主席曾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
彻底改变这些丘陵高台地方的落后面貌，只有
解决水的问题。流经邛崃的玉溪河水头高，水
量丰富，引它入邛崃山区的一些地方就可以实
现五面山等地的自流灌溉。千百年来，很多邛
崃人走到玉溪河边都和那两位背夫一样，会产
生引玉溪河水灌川西田地的想法，不过他们也
知道这是空想，因为面对莽莽苍苍横亘在面前
的镇西山，人的力量显得太渺小了。

立项：
高峡得建平湖

人们引玉溪河水的希望一直没有泯灭，而
且越来越强烈。民国初年，有人利用测绘军事
地图的机会，画了玉溪河引水工程的设想草
图，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当时的四川省参

议会也提出了玉溪河引水工程的设想，省水利
局还派出了技术人员查勘，初步认为，玉溪河
引水效益巨大，可以解决邛崃、蒲江、新津、名
山 4 县的丘陵高台地区 60 万亩农田的灌溉问
题。同年，邛崃人魏廷鹤提出开发玉溪河，为
百姓造福的口号，动员邛崃人民捐粮捐款，但
最后不了了之。1947年秋，当时的四川省资源
委员会还派了美籍波兰人甘文基等人再次前
往玉溪河进行查勘。这些努力，由于各种原因
都没有结果。玉溪河水仍然如它千万年来一
样，任由它如膏脂般宝贵的碧水哗啦啦地向
西南流去，激起如雪的浪花，发出雷鸣般的吼
声……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0年，邛崃、大邑等地
联名提交了《请拨款专修沟引玉玺（溪）河水以
利邛（崃）大（邑）农田增产保丰收案》，当时川
西行署水利局回复是“缓办”。到了 1958年，为
了尽快解决五面山的缺水问题，邛崃县委提出
了“劈开镇西山，打通玉玺河，引水灌良田，重
新安排邛崃山河的号召”，玉溪河工程得以开
工建设，但开工一段时间后，终因各种困难而
停工。尔后，当时的邛崃县人民委员会向省政
府提交了修建玉溪河引水工程的报告，要求省
政府予以多方支持。随后，省水利厅回应并派
出工程师对玉溪河进行了实地查勘。从此，玉
溪河引水工程的落实进入了快车道，其间几
年，工程技术人员多次现场勘察，反复对规划
进行讨论。

直到 1968 年 12 月，水电部终于批复同意
玉溪河引水工程立项上马，玉溪河工程作为四
川省的地方工程项目可以动工兴建了。工程也
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到了 1973年，玉溪河工程
被列入全国520项重点项目之一。邛崃人闻讯，
奔走相告，邛崃人民千百年来的夙愿终于要实
现了。

玉溪河引水工程虽然被批准建设并开工
了。但其中遇到的困难之大，之多，之复杂，完
全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玉溪河工程受益的
地区有邛崃、蒲江、眉山地区和雅安地区。但因
为邛崃是主要受益县，所以，邛崃承担了整个
工程量的百分之五十点四，工程中最硬的骨头
由邛崃来啃：它们是最难最重最险的玉溪河大
坝、镇西山隧洞和太和干渠这三大工程。

现在的建设工地主要是大型的机械设备
在工作，很少见到人员肩挑背磨，但四五十年
前，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是
很好，大型的工程设备难以见到。只能靠人力，
没有技术就学，就土法上马。当时的说法叫有
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面对重
重困难，人们发出了“打通镇西山，累死也心
甘”“修好玉溪河，结婚见公婆”“立下愚公移山
志，定叫高峡出平湖”“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
日月换新天”的誓言。这些豪言壮语折射出当
时修建玉溪河工程的艰巨和风险。

遂愿：
八年苦战终成大业

拦河大坝位于芦山县宝盛乡长征村金鸡
峡下游 500米处，坝高 28米，坝长 165米。河心
有一块巨石像一枚印章，被人称为玉玺，它就
是过去玉玺河名字来历的标志物。现在这块石
头依然还在。

修大坝，先要截流。玉溪河截流，人们就采
用了川西民间传统的土办法，用铁丝编成大
笼，笼里塞大石头，然后将数条石笼捆在一起
丢进河里。截流那天，由于几天大雨，河水由30
个流量突涨到 60多个流量。堤上人山人海，人
们的心悬得很高，手心捏出了汗。在合龙口两
边各摆着一个大笼，重量在万斤以上，用钢绳
牵引绳捆绑。由五十人拉着。两边拉笼的齐声
喊着“一、二、三！”——一个大笼子冲进河里，

接着又是一声口哨，第二个大笼子下去，又是
哗啦哗啦的巨响，龙口封住了！

奔腾的江水怒吼着，不情愿地被逼进导流
大堰。慢慢地河底的石头露出了水面。十几个
年轻小伙子跳了下去，堤上抛丢沙袋、草席、旧
棉絮、竹席、旧衣服等一切可用的物品，用这些
东西塞进笼子里成千上万的大洞小眼，用手足
去踩堵，连战三天，终于完成了截流。千万年放
荡不羁的玉溪河被邛崃人乖乖地驯服了。

玉溪河工程最艰苦最危险的是引水隧洞，
它是硬骨头中的硬骨头。它要穿过镇西山。玉
溪河工程隧洞进口在镇西山西麓，紧靠大坝左
侧，出口在镇西山东麓，全长 4836米，洞高 4.1
米，宽 3.6米。它只有两个工作面，要通过三大
断层带，裂隙水多，空气稀薄，瓦斯重。水从洞
里四面八方向外喷涌，如瀑布、如水柱，半小时
可以淹到洞的下部，形成长河。打风钻、放炮、
砌边墙、出渣运输都很困难。那时,无防水装备,
全靠人力去克服。风钻工只穿一条裤衩,赤膊上
阵,水从头顶上冲下来,犹如在暴雨中，淋得人
睁不开眼,只得几分钟换一次班,人员轮换休息,
风钻不停,一个班往往要轮换多次，钻工们无一
不是满身泥巴,个个都变成了泥人。

瓦斯对人们的威胁也很大。当三号支洞掘
进1000多米时,人们闻到了一股臭味。人进去就
呼吸困难,昏昏沉沉。刚开始,一个组还能坚持10
分钟,后来只能坚持几分钟。有的人在洞内浑身
有被捆绑的感觉,有的人一下班头就痛。后来发
现这是瓦斯浓度过高，而鼓风机的风力又不足！
怎么办？当时，民工们采用了喷水、换班等各种
方法来降低危害，为了抢工期，甚至采用扇子
扇、衣服甩的原始办法来降低瓦斯浓度。

隧洞经常发生塌方，民工们叫漏堂，时时
刻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一次为了加快工程进
度，民工放炮后不到 20分钟,尘烟未散就冲进
洞里去运渣，几个人刚到碛头,后面落下了半间
房子大的石头,灯光灭了、风筒停了,人关在里
面，漆黑一团，死亡的恐惧在洞中弥漫……指
挥部领导赶到现场组织抢救，于是“里应外
合”，外面的人用铁锤拍打岩石三下，里边的人
听到后也拍打三下。石头没掉了，就里外对挖，
挖开一道缝隙，关在里面的人员总算全部救了
出来。虽然刚刚经历生死险境，但是民工们并
没有被吓倒。他们出来后，随后炸开挡在洞内
的巨石,又回到洞里，继续工作。

隧洞工程建设是如此的艰难，以至于当地
有人认为隧洞在预定的时间内不可能完成，甚
至打赌，如果完成，他手板心煎鱼给民工吃。但
是，隧洞的建设者们凭着一鼓作气的精神，苦
干拼命干，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隧洞贯通，
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奇迹。

引水的太和干渠也是工程浩大，施工难度
极大。它就在太和半山腰的800米高程处，沿山
造渠，渠道全长 16公里，要经过 21条山沟，22
座山梁；要打通五个山洞，共长 493.6 米；暗涵
36座，长2613米；薄壳渡槽4座，石拱渡槽一座
共长306米。还有泄水、节制闸等大小建筑物共
长5396.6米，明渠10601.37米。

邛崃县委决定采用大会战的办法，啃下这
块硬骨头。工程估计要上17000个民工，县委要
求各乡镇派出民工，根据乡的大小决定民工人
数，大的乡 400 人，小的乡 350 人，并且自己配
会计、出纳、卫生员，各人自带工具：铁锤、铁
锹、锄头。以军事化组织形式进行管理，乡为
营，村为连，生产队为排。经过宣传动员，各乡
镇派出人数远远超过县委分配人数。三月五日
开始，热情高涨、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斗志昂
扬，唱着革命歌曲，排着队、扛着红旗、身背行
李、带着工具，步行数十里，从全县各个乡镇向
太和工地进发。沿途各乡镇敲锣打鼓，提供茶
水，夹道迎送。

当时许多人放下行李就上工地，他们说，
“太和山是红军打过仗的地方，我们要发扬红

军精神，艰苦奋斗，干出一个样子。”很快就形
成了万人大会战的高潮，白天太和山上人山人
海，夜晚工地上灯火通明。太和干渠最大的难
点是交通运输不便，水泥、沙子、钢材等材料离
工地最远有八里路。每天，几百上千人在太和
山上爬行搬运，背材料到工地，根本没有路，完
全是手脚并用，爬着上山。晴天一身汗，雨天一
身泥，有些路是大坑小凼，穿上鞋子走不动，只
能光脚套上大草绳行走。一次背100斤，每天走
3-4次，河沙水泥用背筐背，钢材木材用人拖，
千方百计弄上工地。民工们住的是四面透风的
竹笆房，喝的用的是冬水田里含有牛尿牛粪味
的泥浆水；劳动强度大，粮食不够吃；工程动工
时缺少施工技术，就办培训班“红专学校”，甚
至石匠也是现场培训。这叫边干边学，边学边
干，干学结合。还居然培养出一批女石匠。

邛崃集全县之力建设玉溪河引水工程的
壮举，也牵动了邛崃籍侨胞的心。玉溪河工程
急需一台高精度的经纬仪，但国内难以买到。
县农水局干部林居可找他在美国的叔父买了
一台，1975年林老先生正好回国，就把它带回
来了。林老先生还给邛崃县委写了一封信说：

“我的侄儿林居可在县委的关怀下成长，这部
经纬仪如工程需要就送给你们了。”

就这样，近 3000个日日夜夜，成千上万的
民工挥汗如雨，奋战在玉溪河工地上，镇西山
上隆隆的炮声，钢钎的撞击声，人们的喘息声，
抬石头的号子声，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霄，组
成了邛崃人民战天斗地的雄壮交响乐。

1978年，碧绿的玉溪河水终于按照人们的
意志，改变了千万年来的流向。折向东南穿过
镇西山隧洞，经过各条大小渠道，灌溉着五面
山区，滋润着 86万亩干涸的丘陵高台田地。正
如玉溪河大坝上那副碑刻所说的，“玉溪河工
程的建成，实现了人们水旱从人，福泽桑梓的
愿望。”

玉溪河工程作为当时四川最大的水利工
程，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全是靠人力建成：靠
人们的双肩、双手，靠背篼箢篼、钢钎锄头，靠
人们的汗水和熊熊燃烧的激情，甚至生命。而
其中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他们为玉溪河工程付
出最多。邛崃人民付出巨大，奋战八年（从集中
开工的 1970 年算起），共计投入 2212.74 万工
日。每村投工 4.4万工日。也就是说，邛崃县当
时 58万人，不分男女老幼，都为玉溪河贡献了
38天的劳动，其中有些人还为玉溪河工程献出
了生命。

邛崃人民人定胜天的精神和艰苦付出，终
于驯服了曾经桀骜不驯的的河流。今天，玉溪
河工程仍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它的引水灌溉功
能，造福邛崃及相邻的一些地方，润泽桑梓。近
年更是成立了玉溪河管理处，对原有工程进行
了修复完善，让它在生态及环境保护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蜀西人工
天河。

丰碑：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人们把玉溪河工程称为人工天河，比作四
川的红旗渠。玉溪河工程从 1968年批准上马，
算起来，已经半个世纪了。为了写这篇文章，我
查看了与玉溪河有关的很多资料和回忆录。我
托乡镇领导帮忙，请一些当年玉溪河工程建设
者来座谈，但很不好找，绝大多数已经离世，来
的有几位是玉溪河工程的伤残人员，他们现在
还在领取伤残医疗补助，当时他们是二十岁左
右的年轻人，现在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们
向我讲述伤残的经历，同时也向我讲述当时靠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信念支撑的故事。那
些回忆录和当事者的讲述，一次一次给我心灵
以冲击和震撼。

玉溪河工程是邛崃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
大事件，是邛崃历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玉溪河工程完工后，邛崃全部受益乡 10个，部
分受益乡 10个，五面山从此实现水旱从人，靠
天吃饭的局面成为过去，3万多亩冬水田改造
为两季，提高了复种指数，小麦、油菜、水稻大
幅度增产。以卧龙乡为例，通水前的 1976年与
通水后的1985年相比，小麦、油菜的种植面积、
总产、单产都是成倍增加。因为有了水，邛崃的
养鱼业也发展起来了。邛崃利用水能先后建成
天车坡等六座电站，促进了县乡工业的发展。
在修建玉溪河工程中建设的公路，也为当地经
济提供了发展基础。玉溪河工程使邛崃山河改
变了面貌，也使邛崃的经济上了一个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玉溪
河工程就是奋斗出来的。玉溪河工程除了建设
一套引水渠系统，留给后代水旱从人的幸福生
活这一座物质丰碑外，它还给邛崃人民留下了
一座精神上的丰碑，这就是撸起袖子干，不怕
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新时代实
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更需要把这种精神继承下
来，发扬光大。

我多次经过太和干渠，渠边还立着一些太
和干渠大会战留下来的红砂石纪念碑，它们很
多已经破损或者爬满了苔藓，字迹开始模糊
了。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只有永远开不败的山
花陪伴着它们，还有那身旁流过的碧绿的玉溪
河水，轻轻地呼唤着它们，安慰着它们。虽然近
50年了，但邛崃人民不会忘记玉溪河工程建设
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会忘记那些为玉溪河
工程作出贡献，付出牺牲的建设者们。

历经沧桑的玉溪河引水隧洞出水口处的
毛泽东语录 （王平玉 摄）

列入成都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的玉溪河工程夹关解放渡槽（倪镝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