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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人民政协报社

联合主办

读文史资料 学百年党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庆

祝党的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
顾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历
史和现实意义。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
委员会办公室与人民政协报社从历年出版
的文史资料中，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回

忆文章重新编发，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希
望这些文章能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做到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文史资
料在宣传普及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创新成果
方面的重要作用。

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分东线、中线和
西线三条调水线路：东线从长江江苏省
扬州段调水，经江苏省、山东省、河北省到
天津市，中线从湖北省汉江中游丹江口水
库调水，经河南省、河北省到北京市、天津
市；西线规划从长江上游支流修坝建库，
调水到黄河上游。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
对推进我国北方受水地区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和
改善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追溯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历程，
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1952-1959年的
探索阶段，1972-1979年以东线工程为重
点的规划阶段，1980-1984年的东、中、西
线规划研究阶段，1985-1998年的工程论
证阶段，1999-2001年的总体规划阶段。
20世纪60年代南水北调研究工作由于

“文革”的原因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南水北调工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长

期规划、科学论证，吸纳了社会各界众多
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经历了深入调
研、广泛征询、理性分析、多方案比选、多
层次科学论证的过程。2002年8月，《南
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以全面、深入、科
学、合理的面貌进入决策程序。

2002年8月23日，朱镕基总理召开
国务院第137次总理办公会议，会议听
取了水利部作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
划》情况的汇报。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原则同意成
立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后改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
会)，年内开工建设南水北调东线江苏境
内三阳河、潼河、宝应站工程和山东境内
济平干渠工程。会议要求水利部根据会
议提出的意见，抓紧修改后向中央汇报。

我有幸参加这次总理办公会，并代表
水利部向国务院汇报《南水北调工程总体
规划》。在讨论中，朱总理关心工程的投资
情况，并问起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的投
资多少，我当时回答“仅460亿元”，其目的
是想减弱总理对投资的压力感。可是朱总
理立即说：“老张，你好大的口气。”总理一
句话使我预感到中央政府在南水北调投
资上的压力，同时对南水北调工程中的中
央投资更加关心和期待。这些都为事后南
水北调工程资金筹措所验证。

10月9日，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
院第140次总理办公会，批准了丹江口水
库大坝加高工程的立项申请，要求抓紧编
制丹江口水库库区移民安置规划。

2002年10月10日，江泽民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了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水利部部
长汪恕诚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南水北调
工程总体规划》汇报，会议审议并原则同
意《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我受委托
代表国家计委、水利部向全国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
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汇报了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接受与会人

大常委、代表的询问，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后经请示全国人大秘书长何椿霖，得
到的回答是，全国人大几个专业委员会
代表常委会听取汇报，此后全国人大不
再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10月25日，我代表国家计委、水利部
向全国政协汇报《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
划》，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主持汇报会，
钱学森等40多位政协委员听取了汇报。

《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了全
国人大、全国政协的赞成。我汇报结束
后，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对委
员们提出的问题逐一回答，并表示一定
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向水利部、国家计
委汇报。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汇报
会提出的意见，《南水北调总体工程规
划》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

2002年 12月 23日，国务院正式批
复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经几代
人执着追求的南水北调工程由此进入了
基本建设程序，部分单项工程在具备条
件的前提下陆续开工。

12 月 27 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
礼在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施工
现场三地同时举行。这是一个令人难忘
的日子，从那时起标志着南水北调工程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03年12月 30日
中线工程也顺利开工。干旱缺水的北方
看到了希望，几代中国人对南水北调的
期盼，将从梦想变成现实。

现在回过头来看，南水北调工程得

以上马，我认为主要有四点原因：
第一，该工程受到历任党中央、国务院

领导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工程每到一个重
要阶段，中央领导都有明确的指示。最明显
的是，明确总体规划原则和工作方向，审定
总体规划以及可研报告，领导工程建设领
导机构组建、制定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
移民、水污染治理相关政策，筹措工程建设
资金等等，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中央领导的
支持，是很难推进的。

第二，南水北调工程经过长期的科学论
证，统筹协调。南水北调作为一个巨型系统
工程，不仅有工程建设，还有水污染防治、水
资源保护、征地移民、文物保护等工作，充分
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

第三，南水北调工程有日益发展的综
合国力和技术能力为支撑。工程在规划阶
段的估算投资额近5000亿元，国家批复的
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
达2546亿元。这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成
果和国家综合实力增长。

第四，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工作者几十
年如一日地执着追求不懈努力。50年的岁
月，多少水利科技工作者无怨无悔，为了南
水北调工程奉献出青春年华，赤子忠诚，正
是这些无名英雄为《南水北调总体规划》夯
实了基础，为工程建设提供了必备条件。

（作者曾任中国水利水电工程总公司
总经理，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南水北调工
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人口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论证与决策回忆
张基尧

一江清水北上的背后故事
1969年11月，我调任邓

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71
年 10 月 6 日，邓县县委任命
我为邓县引丹工程指挥部第二
任指挥长，与政委赵兴金(同
为县委常委)一起，率领邓县4
万民工，进行南水北调中线渠
首陶岔工程建设。经过整整4
年奋战，高标准地修建了引
渠、渠首闸、总干渠，为今天
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奠定了一
定的基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建
在陶岔。陶岔原为邓县九重公
社的一个小山村，1972 年冬
随九重公社划归淅川县。邓县
于 1969 年 1 月开工，进行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陶岔工程
建设。

1969 年 1 月 26 日，在凛
洌的寒风中，2万多名邓县民
工在陶岔举行了简单的开工典
礼。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
的高潮中，广大群众有着极其
高涨的革命热情。当时群众生
活虽然还很困难，连温饱也没
有解决，但一听到毛主席“南
水北调”的伟大号召，便争先
恐后地奔赴引丹工地。

1 月 26 日，正是旧历年
的年底。广大民工等不及在
家过了春节，就带上简单的
铺盖，拉着架子车，装上粮
食 、 面 粉 、 工 具 ， 冒 着 严
寒，从四面八方，会聚陶岔，
安营扎寨，开始了6年之久的
渠首工程建设。

民工生活非常艰苦。他们
在工地住的草棚，是提前一个
月先期到达作施工准备的民工
们搭建的。民工们用铁锤砸开
冻土，挖一个一米深的地穴，
把土培在四周形成土墙，再在
土墙上架上木梁，在木梁上铺
上高粱秸杆，然后在上面苫上
麦草。这种“半挖半垫”建造
的干打垒简易麦秸工棚，不仅
节约了建筑材料，还能抵御严
寒，但却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这种工棚冬天尚可，但开春以
后天气转暖，地下热气向上
冒，水蒸气增多，工棚内非常
潮湿。特别是下雨天，地表水
渗入工棚，工棚内地面上都是
水。民工只好在工棚中央地上
挖一个坑，将渗入的水用桶舀
出去。住在这样“水窝”似的
工棚里，不少人患上了风湿腿
疼腰疼病，有的甚至成为终身
的病痛。

民工们喝的是黄水。陶岔
不过是一个二三百人的小山
村，现在一下子涌进来2万多
人，用水立马成为一个很难
解决的大问题，几口水井很
快成为干井。民工们只好在
地势较低的地方挖个土坑，
依靠地下渗水，依靠下雨时
附近流进来的泥汁水，将这
样的泥汁水挑回去，澄一澄
做饭用。这样的泥汁水，不
仅颜色发黄，而且还有很浓
的硫磺味，熬出的稀饭实在
难以下咽。就是这样的泥汁
水也难以保证供应，民工们
只 好 自 觉 地 不 洗 脸 、 不 用
水，保证吃饭问题。面对这
种情况，指挥部非常焦急。
守 着 一 池 碧 波 荡 漾 的 丹 江
水，民工们却无水煮饭！副
指挥长郭如泉经过反复考察，
决定先解决民工的吃水用水问
题。将库内水先引到石盘岗，
用高压水泵将水抽到岸上，这
才解决了数万民工用水问题。

民工们吃的是红薯面窝窝

头。引丹工程开工的时候，上级
的支援还没有到位，只好让各
个生产队负责安排本生产队民
工的生活问题。各生产队送来
的大都是杂粮，玉米糁、红薯
面、绿豆面、高粱面等。久而久
之，不少人患上胃溃疡、胃穿孔
等胃病，有些人甚至因此而献出
了生命。

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民工
们豪迈地说：“喝黄汤，尿黄
尿，顿顿吃的狼戴帽(窝窝头)。
为了革命来引丹，敢把天下苦吃
完。”这些豪言壮语，充分体现
了英雄的邓县人的坚强意志和蔑
视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引丹工程是邓县100多万人
的心血工程。全县17到30岁的
青年35万多人，有20多万到工
地出过力。8年中，全县500多
个大队支书、大队长、民兵营长
轮流到工地带工，基本上无人空
过。24个公社多数由副职领导
挂帅，抽调一半干部到工地，一
直奋战到底。县直各单位均抽调
干部为工地服务。为了引丹工
程，各生产队很少建房，很少购
买新式农具，一切物力、财力都
用在引丹工程上。总之，邓县付
出的代价是难以用数字来表达
的。引丹灌溉工程，几十万名邓
县人轮流上阵，前仆后继，整整
奋战了 8 年，如同一次大的战
役。8年之中，有153位民工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2366 位民工
负伤致残。英雄的邓县人，做出
了巨大牺牲。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构林营
民兵陈志刚探索出一种挖“神仙
土”的施工方法。这种方法可以
大大提高挖土进度，但却存在着
一定的危险性，指挥部从安全角
度考虑，明令禁止。但不挖“神
仙土”，确实影响了土方挖掘进
度，陈志刚为整个引丹工程着
想，决心继续试验。考虑到自己
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在试验
之前，他给指挥部留下一封遗
书。在遗书里，他讲述了自己对
挖“神仙土”的看法，表达了加
快施工进度的迫切愿望，建议工
程技术人员尽快找到一个不出事
故、少出事故的办法，并且表示

“我在挖神仙土中如果牺牲，不
要追究责任，也没有什么责任可
追究，即便死，也是为南水北调
而死，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是光
荣的”。

白牛营民兵秦永顺，在一
次爆破中不幸失去左手，伤愈
后毅然战斗在工地，被称为独
臂英雄。

1974年 8月 16日，在陶岔
渠首举行隆重通水典礼。全体民
工、当地群众以及省内外领导、
来宾，共10万人参加了这一盛
典。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清
凌凌的丹江水奔涌而出，沿着宽
敞的总干渠，浩浩荡荡地向下流
去。人们的欢呼声在渠首久久回
响。我作为通水总指挥，成功地
组织了这次盛典。

1975年7月，我奉调到南阳
市人武部工作，从此离开了奋战
4年之久的引丹工地。1976年，
整个灌区建成，至此，引丹工程
宣告结束。引丹工程的建成，改
变了邓州西南部缺水的历史，使
邓州 130 多万亩土地得到了灌
溉。引丹工程高标准修建的引
渠、渠首闸、总干渠，又为后来
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奠定了
基础。

（作者曾任邓县武装部副部
长、引汉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南
阳行署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

回忆南水北调中线渠首陶岔工程建设
曹嘉信

2009年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
口库区淅川县试点移民搬迁启动，时任
淅川县委副书记、县委纪委书记的我，被
任命为县移民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随
后的三年多，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亲历
了那一个个不平常的日日夜夜，耳闻目
睹了在移民安迁中广大移民乡亲、移民
干部忠诚奉献、大爱报国的英雄壮举。至
今那一幕幕用汗水、泪水和血水交织的
情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淅川县位于豫鄂陕三省结合部，是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淹没区（淹没面
积1050平方公里）、渠首所在地。根据长
江委规划，这次移民大搬迁，淅川需动迁
16.5万人，涉及11个库区乡镇168个行
政村，占库区两省六县总动迁人数的一
半。按照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的要求，

2009 年完成试点移民 1 万多人搬迁任
务，其余15万人在4年内全部完成。

香花镇南王营村地处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主干渠源头，被誉为“渠首第一村”。
2010年7月12日，该村搬迁的前一天，
我们进村入户走访。到村民王秀华家时，
得知她是这次移民中年龄最大的，当时
已102岁了，就让镇干部给她买了件新
衣服。考虑到王秀华的年龄，我们曾动员
她坐救护车出发，但她以“不想搞特殊
化”为由拒绝。没办法，只得给她做了两
次详细体检，确认身体健康后，又安排村
妇女主任一路陪同。第二天早上，老人穿
着新衣、新鞋袜，胸佩红花，高兴地和儿
媳、孙媳一起登上接迁的客车。

从 6月 17日第一批移民搬迁启动
到9月4日，我们苦战80多天，按时完成

了第一批 6.5万人移民搬迁任务。国务
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给河南省委、省政
府发来贺电，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南
阳市委、市政府和淅川县委、县政府
致信表扬。

淅川大移民的顺利完成,凝聚着移
民作出的牺牲,饱含着移民干部的奉献。
正是他们,创造了移民工作的“淅川模
式”“淅川经验”，铸造了“忠诚奉献、大爱
报国”的“移民精神”。

被称为“移民标本”的何照胜，一生
经历3次大搬迁，辗转3省4地。他23岁
远赴青海，后因自然环境恶劣，两年后回
到淅川。30岁再迁湖北荆门，后来再返
老家。2011年 6月，他所在的仓房镇沿
江村需要搬迁，已经75岁高龄、拄着拐
棍走路的老人又要再次离开故乡，搬迁

到黄河以北太行山下的新乡辉县市。可以
说，他的一生都在搬迁。但老人没有怨言，
他说：“走就走吧，国家的事，咱得支持。再
说搬到哪儿，不都还是淅川人。”

在淅川，像何照胜这样的移民成千上
万。他们祖祖辈辈靠水而居，但就是因为生
活在丹江边，因为国家工程建设需要，一生
都在颠沛流离。有一位偏瘫的 76 岁老太
太，搬迁当天早上，儿子背着她上了车，在
迁往许昌的7个小时途中，拿着发给她的
鸡蛋、火腿和水，却不吃不喝。她说：“喝了
水，还得上厕所，不能给大家伙添麻烦。”

在移民搬迁中，从县四大班子领导到
乡镇、县直单位负责人到一般同志和村组
干部，长期坚守在一线拼命工作，许多干部
身体累垮，嗓子喊哑，甚至被打骂，却无怨
无悔。有10位同志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公
安卫生电力交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志愿
者，昼夜奋战在搬迁一线。没有他们无怨无
悔的付出，就难有移民安迁的顺利完成。

向所有参加此项工作的同志们致敬！
（作者时任淅川县县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县移民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现任南阳
市国资委主任。）

我所经历的淅川移民大搬迁
宋超

本版文章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和河南省政协文
化和文史委员会编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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