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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过岗工程”五十年

南阳市水利局 杨柳

引子：2024 年 4月 12 日邀约南阳师范学院刘国旭教授、南阳民

间文化学者郭文学、范礼硕老师在镇平县水利局、柳泉铺镇政府和黄

连树岗村委的大力支持热心协助下，对镇平县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

“过岗工程”进行了实地察看、走访、座谈，复现了“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时代精神，看到了时光剥蚀下工程蝉蜕似的

存在，听到了将要浴火重生旧貌换新颜的铮铮之声。

图 1：“过岗工程”剖面图

一、历史的印章

镇平“过岗工程”是陡坡水库灌区干渠渠尾工程，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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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泉铺镇黄楝树岗村西和大榆树村东之间，北起白石头村

南，东北、西南走向，经稻谷庄、黄庄、杜院村穿越宁西铁

路、312 国道到王沟村，全长 3480 米。

镇平“过岗工程”是在“愚公移山”农业学大寨的形势

下实施的。1974 年 3 月动工，1978 年 8 月竣工，历时四年

半，完成土石方 266791 立方米（其中浆砌石 6689 立方米，

砼与钢筋砼 2327 立方米），投工 627963 个，投资 80万元。

设计通水能力 4 立方米/秒，渠底纵坡 1/2500，渠底宽 3.2

米。

二、引水上山岗

刘连三，男，陡坡水库退休干部，高级工程师，过岗工

程设计和施工技术监督员。

刘连三是这次活动拟走访人之一，与镇平县水利局张雪

琴女士联系后得知刘连三老先生去年辞世，幸得拿到了一份

先生生前撰写的《镇平“过岗工程”纪实》一文，从中回溯

到 1970 年代镇平县“过岗工程”建设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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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隧道进水口

建设背景。陡坡灌区灌溉范围涉及老庄、柳泉铺、彭营、

安子营、遮山 5 个乡镇 39个行政村 4.36 万人，灌区设计灌

溉面积 6.1 万亩，供水水源主要为陡坡水库。其中 312 国道

以北效益老庄、柳泉铺、遮山 3 个乡镇 2.9 万亩土地，312

国道以南效益柳泉铺、遮山、彭营、安子营 4 个乡镇 3.2 万

亩土地。陡坡干渠穿越 312 国道通往遮山以南地区，东有遮

山阻隔，西有高岗拦阻，成了老大难问题。

方案确定。早在 1960 年代，原南阳行署水利局勘测队

曾设想渠线绕遮山北、东、南三面到遮山以南。该方案渠线

长 36 公里，沿线水量损失大，加之遮山脚下沟壑纵横，工

程量大，即使渠道建成，沿线山坡陡峻，汛期冲刷淤积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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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影响通水，未被采用。第二方案就是“过岗工程”这条

线路。该线经黄楝树岗，挖深在 20 米左右的就有 2000 米，

最大挖深达 24.1 米。开挖明渠不仅工程量大，而且占压土

地面积大，降雨时淤积严重，清淤难度大。1972 年秋南阳地

区水利局曾建议建扬水站的方案，即在岗前建一提水量 2 立

方米/秒的扬水站，把水抽过岗后，下游再配套。虽然工程

量、投资都比较小，但运行费用高，浇地成本高，从长远看，

此方案不宜采用。

1972 年底，312 国道以北的一、二支渠已陆续建成配套

发挥效益，水库蓄水多，每年都有多余的水用不完，而山南

又严重缺水，稍一干旱，不仅农业减产，人畜吃水也有困难。

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高潮时期，镇平县革委会下决心，决定

上马“过岗工程”。

工程实施。1974 年 3 月成立了“过岗工程”指挥部，采

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拉开了工程建设的

序幕。1974 年 7 月，指挥部组织各社队参加施工的领导 70

余人，到林县、汤阴、南阳龙王沟水库“万米长虹”等隧道

工地参观学习，最终决定采取开隧道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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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转圈井”

当时水利投资的方针是“择优扶持，谁积极干支持谁”，

刚开工上级不拨一分钱，县里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给

工地拨款 5万元，仅供办公费用。指挥部和民工都是借住民

房，民工不发工资也没有补助，靠生产队供应伙食。隧道工

程全是土法上马，开挖隧道无起吊设备，出渣靠人拉滑轮。

洞内无排烟设施，放炮后少数民工先下去用衣服扑打，烟排

后再继续施工。当时工地政治工作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

以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

利”动员号召每个参战干部和民工，争当当代愚公。施工过

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不幸牺牲了 5位民工，受伤致残的 3 人，

由于政治工作做得好，宣传发动充分，没有因工伤事故而停

工。苦战四年半，“过岗工程”在 1978 年 8 月竣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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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砌明渠长 568 米，明洞长 1474 米，隧道长 1438 米，隧洞

洞身断面尺寸 2.1×1.8m，洞口为浆砌石城门洞型式。由于

工程规模大，干劲大，上级陆续拨款补助 80 万元。

“过岗工程”结束后，水到渠成，接着向下游配套了三

支渠工程。1979 年 11 月份因长期干旱种不上小麦，水库开

闸向三支渠放水，效益区群众听说陡坡水库水来了，奔走相

告，有的群众跑几里路去看水，路上、渠上都挤满了人，像

过年一样热闹。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

海兰江畔稻花香。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

上山岗。”这首承载着多少人对峥嵘岁月的记忆、对崇高理

想和壮美人生的向往与希冀的时代颂歌，今天听来，依然心

潮澎湃，一个民族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三、走近“过岗工程”

暮春时节，微风吹过麦田的清香，几位历史地理学志同

道合者在镇平县水利局、柳泉铺镇政府和黄连树村委的大力

支持热心协助下，对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过岗工程”进

行了实地察看、走访、座谈，看到了时光剥蚀下工程的现状，

听到了将要浴火重生旧貌换新颜的铮铮之声。

“黄楝树岗村下辖 9 个自然村，2400 多人，以丘陵为主。

没有过境河，水源缺乏，干旱时间吃水都是问题。”罗中州

是黄楝树岗村党支部书记，说起“过岗工程”如数家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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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工程总共有竖井 11 眼，是当时开挖隧道时的工作井，后

来成了人们取水的机井，需要水的时候把水泵放下去就能抽

水了。”罗书记带领大家边走边看边说，村委东北几百米处

的一眼井里下了几台水泵，正在抽水。3 号井在稻谷庄村范

围内，是黄楝树岗的最高处，所以 3 号井无论从口径、深度

都是所有井中最大最壮观的一处。井口直径 7 米，井深 21

米。石头砌成的台阶依偎井壁螺旋而下，形成巨大的旋转石

阶，直抵隧道底部，当地人称之“转圈井”。“我们小时候

下去逮鱼捉鳖，夏天里面凉丝丝的，冬天好远都能看见冒的

白烟，成了一景。”在缺少风景的平原丘陵地区，这一无意

插柳而成荫的景致也着实让为政一方的罗中州欣欣然。

图 4：走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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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身体紧贴井壁战战兢兢踏着湿漉漉的石阶走到

井底，淙淙的泉水舒缓流淌，苔藓和蕨类植物长满石壁，井

口裁出一片圆圆的蓝天白云，在叮咚的天籁之声中演绎着浮

光跃金的神圣。

“稻谷庄是黄楝树岗村下辖 9个自然村之一，历史上因

利用泉水种植稻谷而得名。过岗工程建设后，地下水源截断，

泉没有了水，稻谷庄不再种水稻了。”罗书记淡淡地说。

“过岗工程”在王沟村流出地面，成为明渠。八十多岁

的李老汉的家就在渠右岸的堤顶上，“我们这里是深挖方，

渠深十来米，提灌才能浇地，到下游彭营镇才能自流。”“修

水利肯定是好事，现在设备不齐全，电不配套，如果配上潜

水泵，旱涝保收，现在全靠天哩，实际上国家不花几个钱就

解决了。这个渠不利用，真浪费的太多了，那时候投入多少

劳力啊！”

“开始时候作用可好，旱时候能放水一个多月，甚至两

个多月。土地承包以后，各家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集体经

济没有了，公家设施像木娘娃，平时没人管，用时乱埋怨。”

一旁的群众插话道。老乡不经意的话语中折射着一种社会现

象：几十年来，在农村集体经济向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型极大

激发“耕者”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人类赖以抗拒自然灾害侵

扰的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主体缺失了，或者说作用的发挥孱

弱，“重建轻管”、建了没有人管的情况不难发现。



9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说过：“花自己的钱

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

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

最不负责任。”公共财政照耀下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探

索之路任重道远！

图 5：隧道出地面口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

使广大的群众知道。”“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

务，和党的方针政策。”七十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对晋绥日报

编辑人员的谈话至今读来仍如沐春风，具有指导工作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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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天的涟漪

镇平县水利局关于陡坡灌区工程配套建设情况有如下

记载：

1965 年由地区水利局设计队设计，县组织受益乡群众施

工；

1972～1978 年完成了二支渠长 3600 米及二分支渠的工

程任务；

1974～1978 年完成干渠黄楝树岗过岗隧洞 3.48 公里；

1979～1985 年续建完成三支、二支及干渠断面扩建任

务；

1986～1991 年，连续几年的粮食基地建设对田间工程进

行了配套；

1993～1997 年，又对局部的田间工程进行了旱涝保收田

建设。

2014～2015 年，通过镇平县农业综合开发陡坡中型灌区

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完成干渠渠道整治共计 8850m。

…… …… ……

半个多世纪以来，镇平县陡坡灌区工程配套建设的过程

同样启示我们：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

程，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着一次又一次的飞跃。“大禹治水”

也可以理解为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取得的一次成功，既非

空前，也非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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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坡灌区经过半个世纪的运行，渠道内严重淤积，杂草

丛生，工程老化、失修，渠道渗漏严重，干渠现状输水能力

仅有 2.5m3/s，仅达设计过水能力的 41%，渠系建筑物建设

标准低，阻水损毁严重，破损残缺不全，支渠进水闸为砼闸

门，全部损坏、漏水，干渠节制闸止水门槽失修，启闭机部

分失灵或丢失，低标准的桥梁阻水严重，工程完好率 20%，

据计算，渠系水利用系数仅为 0.35，严重影响灌区效益的正

常发挥。（摘自《陡坡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可行

性研究报告》）

图 6：座谈会

镇平县水利局副局长丁文萍介绍：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向往，“过岗工程”已纳入 2024 年陡坡灌区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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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按照实施方案将对隧道、明渠进行

清淤、护砌、加固，恢复原设计效益面积，改善灌区内生产、

生活条件，重塑“过岗工程”的集体记忆。

镇平县陡坡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估算

投资 1.4 亿元，范围为原水库灌区范围，主要建设任务：对

灌区干渠、一支渠、二支渠、二分支渠、三支渠、三一分支

渠、三二分支渠进行恢复及衬砌，恢复灌区渠道输水能力，

共计渠道衬砌 36.26km，恢复灌区原有 6.1 万亩灌溉面积。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氏族，并非依靠一般的自然，

也非依靠一般的大地，而是依靠这一块土地、这一个国度；

并非依靠一般的水，而是依靠这一处水、这一条河、这一口

泉。”（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

2024 年 5 月 18 日，镇平县赵湾灌区暨陡坡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开工仪式在赵湾水库灌区渠首施工现

场举办，“过岗工程”如一叶扁舟乘着历史的余韵，荡漾在

乡村振兴的涟漪里，这里有前辈的梦想，也有现代人的希冀。

2024 年 6 月 24 日

注：“过岗工程剖面示意图 ”绘制 郑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