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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万年前，秦岭南麓，洛南猿人聚族而居，繁衍生息，
用智慧和勇气创造了远古文明。

5000 年前，洛水之畔，元扈山下，黄帝史官仓颉首创 28
字，终止结绳记事，为后人播下敢为人先的思想之种。

65 年前，面对“苦瓜梁塬黄柏川，吃水更比吃油难”的困
境，洛南举全县之力，绝壁凿石，历时一年，修出了一条 63 公
里的“挂壁天河”——洛惠渠。比举世闻名的红旗渠的修建
早了两年。

几十年过去了，洛惠渠一直静静地滋养着这片土地。
它是一条渠，但又不只是一条渠。它承载着人们坚忍不

拔的勇气、甘于奉献的精神和不懈奋斗的豪情。

绝壁绝壁““抠抠””渠渠，，改变一方人命运的创举改变一方人命运的创举

在洛南县四皓街道张村张华峰家的水池旁，竖有一块石
碑，碑文是：“五九年不一般，洛河水上梁塬，从此饮水不犯
难，万亩旱地变良田……想当年，三更半夜翻身起，日上三竿
挑回水一担……开隧道凿炮眼，架高桥劈荒山，几十名英雄
把生命来奉献。愿儿孙永远牢记洛惠渠建设难，不忘珍惜生
命之水每一天。”碑是张华峰的父亲张明哲刻立的。

碑文寥寥数语，字字铿锵、句句千钧。张华峰每隔一段
时间，就会擦拭一遍石碑，读上一遍。“我家房子前后重建了
两次，但石碑丝毫没动，这是父亲留下的传家宝。”张华峰说，
为梁塬修渠引水是父亲一辈子最骄傲、最光荣的事。

梁塬，是位于洛南县城以西、洛河之南的一片绵延 40 多
华里的坡塬。四十里梁塬沟壑纵横，形成 10 万亩耕地，由于
洛河水上不去，这里的特产不是庄稼，而是一个字：旱！

“四十里梁塬十年九旱，农民靠天吃饭，遇上大旱年，父
母就带我们出门去讨饭吃。”回忆当年的缺水之苦，张明哲连
连摇头。他清晰地记得，曾经有个小伙子跑到十几里外的洛
河去挑水，好不容易挑回来，扁担穗子断了，水倒了一地，小
伙子受不了家里的责骂，上吊死了。

其实，65 年前，遭受干旱之苦的不仅四十里梁塬上的 52
个村落，还有洛南县城几万居民。

水，人们日日夜夜的渴望，世世代代的执念！
1958 年 9 月，听说县上组织人力要给梁塬凿渠引水，张

明哲二话没说，背着被褥，带着磅锤，一头扎进了保安镇的崇
山峻岭中，和工友一块睡地铺、喝稀饭、吃酸菜……

张明哲老人回忆，修渠最难的工段叫老虎嘴，山崖垂直
而下，没有立足之地，打炮眼时需要用绳子把身体吊在半空，
跟荡秋千似的，双脚借蹬崖壁之力，一锤一锤打炮眼，一个炮
眼甚至要打几百上千锤，为了节约时间，饭都是吊在半空吃。

有一次，张明哲吊在半空点炮捻时，距他不远处的另几
个炮捻子已经被工友点燃，随着震天的爆炸声响起，大家发
现半空里的张明哲不见了。“张明哲——张明哲——”工友们
大声呼喊着，都以为他被炸死了！谁知，张明哲竟被爆炸的
气浪推到了岩石侧面，才捡回了一条命。工友们看到张明哲
从悬崖边探出头来时，欣喜万分，而死里逃生的张明哲拍拍
身上的灰土，笑着说：“阎王说了，水渠不修成，他不收我！”

炮炸老虎嘴，4 名工人排哑炮，一去不回；劈开龙山岩，
30 名群众 13 天不下山崖，昼夜作战；开凿神仙洞，施工队员
为赶进度巧打竖井，开辟多个工作面；抢通流沙台，工人们组
成人墙，阻挡流沙……

洛南人民靠着不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休的“犟”劲，硬
是在悬崖峭壁“抠”出一条水渠来。21 名工人宝贵的生命长
留在了这里，100多人落下终身残疾。

1959 年底，甘洌的洛河水从总干渠一泻而下，流进了干
旱的梁塬，张明哲和工友们喜极而泣。人们为纪念洛河水惠
及百姓，取名洛惠渠。

随后两年，洛惠渠经过两次大型改扩建，又“长藤结瓜”
式沿渠建设了辛岳水库、鼓楼河水库、李村水库。自此，全长

63 公里的洛惠渠全线贯通，彻底解决了 10 万群众饮水灌溉
问题，被誉为“生命渠”。

当年，洛惠渠水引上保安镇元扈山时，山下的庙地村，成
了商洛首个使用喷灌技术的村庄，村民一遇旱灾就得外出讨
饭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

“我七八岁刚记事时，地里就用上了喷灌了，直到现在
还用着，有了水浇地，几十年村上没缺过吃的。”庙底村党支
部书记张建兵说完，走进田地，拧开喷灌阀，水雾氤氲得像
一片祥云。

和庙地村一样，四十里梁塬 10 万多亩旱地摇身一变，成
了大粮仓。一个个村子彻底告别了“三更半夜翻身挑水”的
历史，群众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洛惠渠，重新点亮了人们的曙光，成为洛南人民创造的
一大奇迹。1960 年，河南建设者在修建红旗渠前，看到《陕
西日报》刊登了《治山水心雄气又壮，四十里旱塬变水乡——
洛南胜利建成洛惠渠》的消息，大老远来到洛南考察学习。

岁月催人老，转眼一甲子。当年修渠的功臣们许多已经
作古，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感天动地的故事。

以水蓄能以水蓄能，，打造富民兴县产业带打造富民兴县产业带

9 月 25 日清晨，洛南县四十里梁塬色彩斑斓。放眼望
去，到处一派丰收景象：烟田里人头攒动，蔬菜棚内笑语不
断，圈舍里牛羊成群……

四皓街道中心村党支部书记樊亚锋，早早钻进村里果蔬
产业园，和村民一块忙着采收蔬菜。近期，村上蔬菜销售每
天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此时，樊亚锋的父亲樊世荣如往常一样，一起床就到洛
惠渠支线上走走看看。从洛惠渠管理处退休后，他义务看
护家门口水渠快 20 年了，从未间断。他没想到，自己和洛
惠渠结缘一辈子，凿渠、巡渠、护渠，现在还把儿子也“拴”在
洛惠渠旁。

樊亚锋的童年，是父亲巡渠路上，背在背上长大的。在
他的眼中，洛惠渠和他一样，都是父亲百倍呵护的生命、父亲
的梦想和未来。

2000 年，26岁的樊亚锋担任中心村村委会主任时，村子
的发展状况排在十里八乡的“尾巴梢”，村民生活非常苦焦。

“当时村里全是泥巴路，只有架子车宽，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樊亚锋说，村里 9个组有 5个组不通电，全村只有一个
变压器，因为穷，村里经常有人偷电线卖。

樊亚锋踌躇满志，埋头苦干了一年后，看到村子变化甚
微，打起了退堂鼓，准备出门打工挣钱。樊世荣拉着儿子的
手说：“娃呀，当年修洛惠渠困难多大，洛河水不是照样乖乖
上了梁塬，有水就有希望，你怕啥？”

是啊，与父辈们悬崖凿渠相比，自己面前的困难算个
啥？樊亚锋心一横，带着村干部没日没夜地干，修路、拉电、
建大棚……几年下来，樊亚锋脸变黑了，人变瘦了，媳妇心疼
让悠着点干，他黑脸一拧，甩出一句话：“父辈们发誓洛水上
梁塬，我誓要梁塬生金蛋。”

村民发展产业信心不足，樊亚锋夫妇用自家房子抵押贷
款，带头种植烤烟，当年收入 20 万元，让村民看到了致富的
希望。经过数年发展，中心村烤烟和大棚蔬菜种植已成为群
众发家致富的主导产业。近年来，中心村依托洛惠渠积极打
造生态农业产业带，建设了果蔬产业园、观光游乐园、康养生
态园，实现了集体有项目、户户有产业、人人有收入的愿景。
2023 年，中心村人均纯收入 1.4 万元，村集体经济当年增收
50万元。

一渠清水流，生得万桶金。
坐落在四皓街道的洛南县岭南生物科技产业园，是目前

西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食用菌智慧工厂，可年产
2000 万袋香菇菌棒，从食用菌拌料、装袋、灭菌、接种，全程
实现了自动化。菌棒除满足全县 16 个镇（街道）生产需求
外，还出口日韩等 12 个国家，年产值超过 1 亿元，每年创汇
5000多万元。

“产业园是用水大户，每年用水量 12 万吨以上，食用菌
棒生产对水质要求高，当初选址，就是奔着洛南的良好气候

环境和洛惠渠优质水源来的。”岭南生物科技办公室主任罗
红洛说，在岭南生物科技产业园的带动下，目前洛南有 2 万
人从事食用菌种植，年产值近 8亿元。

洛南是“中国核桃之乡”，在古城镇蒋河村，中国“核桃
王”树龄高达 500 年，至今仍苍劲挺拔。洛惠渠建成后，核桃
种植遍地开花，开启了核桃发展的黄金时期。

家在永丰镇的董兆斌，从种核桃，到贩核桃，再到创办公
司进行核桃深加工，他对核桃情有独钟。谁承想，这个本分
的农家娃，不仅研究核桃新品种，还让 700 多吨商洛核桃“坐
着”西欧专列走向了世界……

10年前，董兆斌被一则美国红仁核桃的消息所吸引，便萌
生引种想法。2015年 4月，他不顾家人反对，筹资 60万元，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引进100株红仁核桃嫁接苗，历经数年终于
试种成功。红仁核桃落户洛南，填补了国内核桃新品种的空白。
如今，红仁核桃已在商洛许多地方安了家，结了果。

随着核桃产业的不断壮大，洛南县建成了西北核桃物流
园，构筑起“买全国、卖全国”的交易新格局。目前，洛南县核
桃种植面积已逾 70 多万亩，从事核桃产业超 10 万人，“洛南
核桃”品牌价值高达 30亿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依托洛惠渠滋养的
好土地，生长的大豆品质优良，传统的洛南豆
腐，逐步走出陕西，走向全国。由于市场很好，
许多年轻人也开始从事这一行业。

王洋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毕业，王洋带着
知识和梦想回到家乡。短短几年里，她将家里
传统的豆腐小作坊做成了商洛市豆腐食品龙
头企业，仅公司旗下电商团队的销售额一年就
超过 1200 万元。如今，王洋又有一个更大梦
想，她正在筹划打造集豆制品研发、生产、销
售、旅游观光于一体的洛南豆腐产业园。

一块块小豆腐，洛南县硬是做成了年综合
产值超 2 亿元的产业，使它真正成了群众增收
的“软白金”。

接续奋斗接续奋斗，，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奔腾不息的洛惠渠，蕴含着丰富的物质养
分，更蕴含着无穷的精神养分，为一代代人提
供了接续奋斗的力量源泉。

1956 年，面对身边汤汤东去的洛河水，时任洛南县委书
记冯培智在日记中写道：“四十里梁塬长期缺水，许多农民出
门讨饭吃，如果能引洛河水上梁塬，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时
任县长张东听到老百姓编的顺口溜“洛河水，不浇田，流到河
南浇竹园”后，不断叩问自己：“洛河能浇河南的竹园，为什么
就不能浇我洛南梁塬？”

但那时，洛南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仅为 183 万元，而修建
洛惠渠材料费就要 850 万元。还要面对施工设备落后、物资
短缺、粮食紧张等难题，搞大型建设何来底气？

梦想就是底气，信念就是底气，敢干就是底气。
从 1958 年 9 月开始，冯培智、张东二人轮流吃住在工地

上，带领几万洛南儿女，为水而战。没有设备，就带领群众用
最原始的钢钎铁锤、扁担笼筐；没有物资，就组织群众白手起
家，在工地上办石灰厂、炸药厂、机械厂；没有粮食，不等不
靠，动员党员干部捐，群众自己带……

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之际，洛南人民历经千辛万难，如期
给祖国送上一份最珍贵的生日礼物——洛惠渠。

进入 21世纪，洛南县城人口剧增至 20万人，洛惠渠自流
引水已无力承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需求。

2011年，洛南县投资 2.6亿元，历时 6年在洛惠渠渠首建
成张坪水库，与洛惠渠灌区现有 3 座水库一起调蓄供水，彻
底消除了几十万群众生产生活供水不稳定的隐患，成为当地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如今，如何把洛惠渠孕育出的宝贵传统接续下来，成为
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常常思考的问题。

2023 年 7 月 1 日，县委书记杨长江带领县级领导班子在
洛惠渠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时，现场抛出了“三连问”：

如果当年修洛惠渠的事放到现在，我们县委、县政府敢
不敢作这样的决策？如果这个事情放到现在，我们有没有能
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洛惠渠建成？如果这个事情放到现
在，我们能不能把这么多的干部群众迅速集结起来？

自 2021 年担任县长，杨长江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为
此，他经常登上洛惠渠干渠，走进洛惠渠纪念馆，去寻找答
案，也是在寻找治理一方的精神力量。

群众期盼已久的新建第二高级中学原计划于 2022 年 9
月投入使用，但因多方原因，装修施工断断续续。当年 4 月
份，杨长江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到工地召开现场
办公会，当场协调县级财政资金解决难题，并制定了县长隔
天去工地、分管县长每天去工地、教育局局长吃住在工地的
工程督办制度。从那时开始，工地聚起了上千人的劳力，采
取三班倒方式施工，白天黑夜不停工。以杨长江为组长的督
办组也说到做到，按时进驻工地，现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
题。9 月 6 日，学校如期开学，筹建处工作人员感叹说：“当时
缺资金，落下的工程又太多，如果没有县上领导雷厉风行的
作风，即使再给一年时间也难开学。”

为了解决城区学位紧张、大班额、教育教学用地不足等
问题，洛南县近 3 年教育投入 10 亿元，平均每年投入 3 亿多
元，城区中小学、幼儿园由 12所增加到 20所。

上学难解决了，看病难也在同步解决。洛南县医院和
中医医院都是 20 世纪建设的老院区，布局不合理、床位不
足、医疗设备落后，群众看病难问题突出。2023 年，县上投
资 13 亿元，启动了两个医院的迁建项目。目前，县中医医
院已进入装修阶段，县医院已经开始建设。建成后，两所医
院将实现医疗与康养一体化，更好满足全县群众日益增长
的就医需求。

怎样才能把民生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办到群众心坎上？
2022 年，洛南县推行“有事你找我”工作机制，将县委

书记、县长、县直部门、镇、村主要负责人电话在公共场所
集中公示，方便群众拨打热线电话反映诉求。“有事你找
我”搭建起了政府和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推动了党委、政
府工作重心下移，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事，
深受群众欢迎。

唯有实干，才能发展。今天，洛南城乡建设焕然一新，56
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街道架空通信线缆落地入廊；新建的
华阳大道、柳林大道沿县河伸向远方，一个个精致的城市口
袋公园点缀其间；仓颉小镇、音乐小镇、北斗美丽乡村、洛惠
渠纪念馆让游客流连忘返，“汉字故里、康养洛南”正成为流
量热点。

在这片土地上，到处焕发着生机与活力，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与日俱增。

洛惠渠水依然静静流淌，人们满怀信心创造着更美
好的明天。

在洛惠渠滋养的这片土地上在洛惠渠滋养的这片土地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南书堂南书堂 马泽平马泽平 通讯员通讯员 冯江慧冯江慧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特稿

洛惠渠滋养下的洛南县城洛惠渠滋养下的洛南县城

““挂壁天河挂壁天河””洛惠渠洛惠渠 曾经干旱的梁塬如今产业兴旺美如画曾经干旱的梁塬如今产业兴旺美如画

游客在洛惠渠纪念馆参观游客在洛惠渠纪念馆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