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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 右 灌 区 今 昔

一提起人工建渠，很多

人首先会想到河南林县著名

的红旗渠。其实，在河北井

陉，也有一条人工渠叫绵右

渠，它开工建造比红旗渠还

要早两年。

绵 右 渠 工 程 始 建 于

1958年，一度创下了太行

山区修建水渠的先例。当

年，林县还曾专门派人员到

井陉县绵右渠参观学习。

1959年，在全国农业

展览馆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十

周年全国农业成就展上，绵

右渠的人工渠模型及渠系规

划图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

【阅读提示】

■相关

水贵如油，世世代代望“河”兴叹

11 月 10 日，一部由石家庄市委老干部
局策划推出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冀忆·永
恒》，在央视频正式上线播放。

在这部 20集纪录片中，第一集名叫《修
建绵右渠》。

一提起人工建渠，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河
南林县著名的红旗渠。其实，在河北井陉，
也有一条人工渠叫绵右渠，它开工建造比红
旗渠还要早两年。

井陉是个典型的山区县，域内山岭沟壑
纵横，坡陡石厚土薄，素有“八山一水一分
田”之称。

1958年以前，井陉90%以上的耕地是干
旱梯田。域内虽有绵河横穿，但山高沟深，
地高水低，水资源无法利用，人们只能望

“河”兴叹。
20世纪50年代，井陉326个村庄中有118

个村庄属于纯旱庄，乡亲们完全是靠旱井在
降雨时蓄水以供饮用。蓄水用完后，乡亲们
需要翻山越岭去很远的地方担水、驮水。因
水资源珍贵，百姓拼命争水、抢水，常出现打
架斗殴之事。人们在找水过程中，翻山越岭
出现意外，甚至失踪的也不在少数。

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井
陉奇旱世罕见，人畜吃水靠老天，青石板上
凿旱井，争抢雨雪储里边。白天轮流有人
看，晚上井口锁得严，不是陉民太小气，都怪
吃水比油难。”

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井陉人民，没有向命
运低头，世世代代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干
旱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清朝雍正年间，封建地主垄断水源，地
处绵河右岸的地都村村民，为引河水浇地，
全村人与地主抗争，打了 5 年官司，几乎家
家倾家荡产。带头人李吉被官府打得皮开
肉绽，全村人抬着几十口棺材到州府示威，
最后只争得了两块瓦片合拢起来那样宽的
一股水，这就是晋冀交界一带口碑传承的

“瓦水之争”。
1931年，井陉南横口村的开明人士马作

霖产生了在绵河右岸修水渠浇田的想法，并
取得当时国民政府华北水利委员会的支
持。他把这条水渠起名为“绵右渠”，进行了
一些勘测和建设准备工作，但后来政局突
变，华北危急，到处人心惶惶，修渠计划被束
之高阁。

1947 年，井陉解放后，从地主手中获得
土地的农民采取互助合作的方式，在河边开
挖小水沟，利用传统的辘轳、挑杆、水车等采
水灌溉土地，使全县水浇地发展到2.2万亩。

1957年，井陉发生了严重的旱灾，110个
旱庄、7万余人出村取水饮用，春夏播种的农
作物受旱严重，夏收大量减产。为了抗旱，
时任县委书记傅积意发动群众，使用扁担担
绵河水上山种小麦。人们抢大桶、爬高地，
克服重重困难，播种小麦 11万亩。然而，担
水上山对于抗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
问题，因后续仍然缺水，当年百姓收入甚微，
亩产只有40公斤。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傅积意等人
认识到，要使井陉摆脱贫困，就必须先治水，

治水就得先修渠。于是，他们下定决心要修
建一条引绵河水上山的渠道，使井陉人民彻
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历史。但因没有勘探
资料，如何选择渠线成了一个难题。

恰在此时，傅积意在一次偶然下乡时，
听人们讲到了当年马作霖保存绵右渠地图
的事，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终于拿到了这张
珍贵的图纸，这为水渠的选线提供了重要的
参考，使得定线测量工作提前完成。

战天斗地，太行山上引“巨龙”

1958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傅积
意特意邀请了时任石家庄地委第一书记的
梁双璧到井陉过年，并带他乘坐火车前往娘
子关考察绵河水源和沿河地势，进一步掌握
第一手资料。

此前在石家庄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
席会议上，傅积意已向梁双璧汇报过开渠引
绵河水上山的计划。通过实地考察，梁双璧
当即拍板支持井陉开凿绵右渠。根据当时
绵河水源和开通绵右渠规划，石家庄专署要
求，要进一步扩大浇灌面积，让平山和获鹿
两县也受益。

于是，中共石家庄地委和专署决定成立
由井陉、平山、获鹿三县有关领导等组成的
井（陉）平（山）获（鹿）施工委员会，正式启动
开凿绵右渠工程。之后，傅积意亲自组织县
里水利技术员、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和知识青
年完成了绵右渠的测量设计任务。

1958 年 3 月 8 日上午，绵右渠一期工程
正式破土动工。

当时，修建绵右渠是井陉县的中心工
作，县委提出了“一切服从水利建设，一切服
务于水利施工”的口号，组织3万水利大军浩
浩荡荡地开赴修渠工地。4月30日，石家庄
地委按照省委“大搞水利建设”的指示精神，
组织了全专区 16 个平原县的 5000 余名民
工，自带粮食和工具，到井陉进行支援。

为了便于管理数量庞大的水利大军，石
家庄地委又成立了绵右渠施工司令部，将工
人编成了 5 个团、44 个营、218 个连，进行军
事化管理，以提高劳动效率。6 月 11 日，平
原县的工人在大干 40天作出重要贡献后撤
离工地。

此外，井陉矿务局等15个驻井单位也相
继派出技术人员，并筹措 20 余种、800 多台
机器设备给予大力援助。

一期工程蜿蜒于海拔 380 多米的高山
上，建设难度可想而知。

水利大军逢山开洞、遇水架桥，工程全
部都是人工作业，人们用的工具就是钢钎、
铁锤和炸药。

虽然那个年代生产力不发达，生产设备
落后，但为了永久摆脱用水桎梏，人们依然
热情高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了物
料、设备、资金以及技术力量不足的重重困
难，苦干实干加巧干，摸索出了很多打钎、凿
洞、爆破的经验。经过艰苦的奋战，水利大
军终于劈开了大官山、小官山、大楞山等5座
大山，凿穿了狼窝岭、鸡架山等9个隧洞。工
程建设期间，相继涌现出了许多开山英雄，
并培养了成批的治水人才。

1959年 1月 15日，经过 200多天的艰苦

鏖战，一期工程顺利完工，建成了自山西平
定县娘子关接水口至河北井陉县狼窝村约
24 公里的总干线渠道。一期工程不仅可以
浇灌耕地5万多亩，解决10个旱庄的人畜饮
水问题，还为此后的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为了纪念工程竣工，傅积意亲笔书写了
“绵右渠”三个大字，刻在了娘子关接水口的
石额上。

工程通水那天，沿线的群众像办喜事一
样，天还没亮就成群结队地涌向渠边，迎接
渠水的到来。

为了表达喜悦的心情，百姓到处传唱着
这样的歌：“绵右渠来像条龙，弯弯曲曲盘山
中。清清渠水到处流，万顷梯田五谷丰。山
区面貌大改变，人民生活向上升。幸福全靠
共产党，吃水莫忘毛泽东。”

一期工程胜利完工通水，极大地鼓舞了
全县人民的斗志。

1959 年 3 月，3 万民工又开始了绵右渠
第二期工程（即绵左干渠）的紧张施工。这
期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经过了许多艰险地带，
共劈开和凿穿了百丈崖等20座大山，跨过了
绵河水、漕泉沟等16处宽沟深谷。

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许多的建
设奇迹。

其中，安装乏驴岭的倒虹吸管道成为当
时少见的水利工程。在省水利厅专家的帮
助设计下，建设工人创造了“无轨吊装法”，
使高出河底57米的绵河水，通过管道由右岸
输送到了左岸。

1960 年 1 月 20 日，绵右渠二期工程竣
工，通水后可浇地 8 万多亩，解决了 22 个旱
庄的人畜饮水问题，沿渠还修建了 3个发电
站，实现了渠成水通发电照明。

续建工程，一任接着一任干

绵右渠的建设，经历了多次续建。几乎
是每遇一次大旱，就兴起一次治水高潮。

1972 年，井陉又一次遭遇大旱，年均降
雨量只有 215.7 毫米，是井陉有文字记载以
来年降雨量最少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迅
速下降，有 58 个村、9 万多人发生了饮水困
难。县、市调动 30多部汽车，连续数月向支
沙口、辛庄、固兰等十几个旱庄送水，人均每
日分配30斤水饮用。

1972 年 11 月，刁文学调任井陉县委书
记、县革委会主任。他赴任后，深入一些旱庄
视察灾情，看到白土岭村85户村民守着一股
麦秆般粗细的山泉水，家家户户排队等水，半
天却只能接到七八斤的时候，非常痛心。

于是，刁文学下定决心接过前任傅积意
等人的接力棒，继续治水兴农，再次掀起全
县治水高潮。

1973 年 9 月，井陉县委发出了“全党全
民总动员，艰苦创业改河山”的号召，同时在
全县又开展了“是大干还是小干”的大讨
论。井陉百姓苦“水”久矣，对县委的号召积
极响应，很多群众要求再大干一场。12月，
刁文学又特意组织干部 100多人，赶赴河南
参观了林县的红旗渠。

当时红旗渠已闻名全国，当地水渠成
网、水库成群，农村面貌大为改观，百姓生活

也大为改善。然而当年林县是在参观完绵
右渠之后才去动工兴建红旗渠的，绵右渠则
是自1960年3月二期工程开通后，停工十多
年了。

林县人民持之以恒的精神使前去参观
的井陉干部深受教育，大家都下定决心要像
修建红旗渠那样继续努力建造绵右渠。

1974 年 11 月，绵右渠第三期（接长）工
程正式启动，并提出了“用绵右渠的精神续
建绵右渠”的口号，全县人民群众可谓一呼
百应，数万人肩扛手提劳动工具和铺盖卷，
浩浩荡荡地就上了山，仅妇女劳动力就投入
了1万余人。从狼窝村到上安村百余里长的
施工战线上，到处都呈现出了烽火连天、开
山凿石的壮观场面。

这期工程最大的亮点是上安村的倒虹
吸工程。

这是井陉第一座渡槽和倒虹吸相结合
的工程，工人用双排钢筋混凝土管道导引渠
水跨越了石太铁路和石太公路，被誉为“银
龙潜飞”。经过近 6 个月的艰苦奋战，1975
年5月1日，约55公里的接长工程实现通水，
扩浇耕地4.8万亩。

第三期工程完工后，刁文学及时对治水
工作进行了总结。

他认为，利用冬春农闲时节兴修水利不
误农时，群众比较拥护，应该形成制度。为
此，在他任期内，每年的 11 月 1 日都被确定
为开工日，到第二年5月1日收工，同时开庆
功表彰大会。

1975年9月至10月，刁文学参加了全国
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井陉的水利建设又
形成了一个高潮。在这样的背景下，1975年
11月，由南孤台至张家庄的引甘入绵渠破土
动工，用以引甘陶河水补入绵右渠，1976年5
月竣工。

1976年 11月，在刁文学的带领下，绵右
渠第四期工程如期开工。水渠从上安村至
北白花村，全长约 28 公里，于次年 5 月份按
时完工，又扩大浇灌耕地2万余亩。至此，绵
右渠灌区体系形成，呈现出了“峭崖陡壁凿
长廊，峡谷飞虹渠水通，路水穿山浪花笑，银
龙潜飞连山峰”的壮观场面。

绵右渠先后实施四期工程，历时多年
全线完工，环绕井陉大地，干渠总长约 191
公里（含引甘入绵渠），浇灌了井陉、鹿泉、
平山、井陉矿区的 20 万余亩农田，滋养了
26 万人民，彻底改变了纯山区县靠天吃饭
的历史，实现了“干旱梯田变水地，万载群
沟变粮仓”的千年梦想。绵右渠虽然修建
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如今仍担负着
山区春夏灌溉的重任，创造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吃水不忘挖井人”。绵右渠是 11万多
名民工用自己的双手和血汗建成的，前前后
后有 57人为了“圆梦”而牺牲。为了缅怀英
雄，人们在上安倒虹吸“银龙潜飞”南北两端
的山头上，修建了纪念碑和烈士亭，这些为
开凿绵右渠付出血汗的人，将伴随着汩汩流
淌的绵右渠水流芳百世。

在建造绵右渠的过程中，井陉人民与天
斗、与地斗、与困难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
一曲战天斗地、响彻云霄的凯歌，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井陉儿女奋勇前进。

本版图片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绵右灌区1958年始建，从山西省平定县
娘子关下引水，分四期工程完成，共穿绕了
400多座山峰，跨越了350多条沟壑，开凿隧
洞156处，架设渡槽66座，铺设倒虹吸10处，
建有各种水利设施1533处，干渠总长约191
公里。

每期工程都得到了驻井厂矿、机关、学
校、部队、铁路等单位的支援和帮助。

第一期工程于1958年3月8日至1959年
1月15日完成。从娘子关引水至井陉县狼窝
村，全长约24公里。完成工程量231.65万立

方米，投工260万个，灌溉5万余亩土地，解决
10个旱庄的人畜用水问题。这一期工程竣工
通水之际，曾拍成电影纪录片《雄伟的绵右
渠》在全国放映。

第二期工程于1958年3月8日至1960年
1月 20日完成。从乏驴岭接水，沿绵河左岸
至井陉县石门村，全长约66公里。完成工程
量 376.6 万立方米，投工 337.68 万个，灌溉
8.56万亩土地，解决22个村庄人畜用水问题。

第三期工程于 1974 年 11 月 1 日至 1975
年5月1日完成，从西柏山村至上安村全长约

55公里，完成工程量79万立方米，投工542万
个，灌溉4.8万亩土地。这一期工程完成后，
拍成电影《旧貌变新颜》在全国放映。1975年
10 月 1 日至 1976 年 5 月 1 日又建成引甘入
绵渠。

第四期工程于 1976 年 11 月至 1977 年 5
月完成，从上安村至北白花村，渠长约28公
里，完成工程量 96.7 万立方米，投工 457 万
个，灌溉 2.17 万亩土地。三、四两期工程全
部用细料石浆砌。至此，绵右渠灌区体系
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井陉人民发扬“绵右渠精
神”，又建成了绵右渠渠首提水补水工程、小
作倒虹吸节水工程，并成立了绵右渠管理
处。灌区也由中型提升为大型，基本实现了
灌溉调度自动化、渠道建设标准化、各项工作
制度化、科学管理规范化。有效灌溉面积达
到32.5万亩，受益范围为井陉县、平山县、鹿
泉、井陉矿区的24个乡镇、262个村、30多万
人，成为支撑井陉和受益县（市、区）经济社会
发展、生态改善的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生工程。

文/孟峰磊 张凌霄

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绵右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太行山区修建最早的人工渠
孟峰磊 张凌霄

绵右渠建成后绵右渠建成后，，旱旱
庄变成水乡庄变成水乡。。

一期工程中一期工程中，，工人工人
在峭壁系绳打钎在峭壁系绳打钎。。

续建工程中续建工程中，，工人工人
逢山凿洞逢山凿洞。。

绵右渠一绵右渠一
期工程竣工典期工程竣工典
礼现场礼现场。。

位于井陉县上位于井陉县上
安村的绵右渠银龙安村的绵右渠银龙
潜飞渡槽潜飞渡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