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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来到河南林州（原林县），

太行山上层林尽染。站在山脚抬头望，

“人工天河”红旗渠在山腰间逶迤前行，

滋养着林州大地。

林州市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件国家二

级文物——当年建设红旗渠的劳动模范

任羊成用过的除险铁钩。钩面撞击险石

留下的痕迹，镌刻着一段不朽传奇。从

1960 年 2 月到 1969 年 7 月，先后有 30 多万

人次的林县儿女自带工具，自备口粮，风

餐 露 宿 ，在 太 行 山 中 苦 干 9 年 多 ，削 平

1250 座山头，凿通 211 个隧洞，架设 152 座

渡槽，建成全长 1500 公里的红旗渠，结束

了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林县人民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靠着“一锤、一钎、一双手”，创造出太行

山上的人间奇迹，培育了伟大的红旗渠

精神。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南考察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

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

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

半个多世纪以来，太行山崖壁历经

风雨巍然挺立，红旗渠精神代代相传，历

久弥新。

自力更生

干旱，曾让林县人祖祖辈辈刻骨铭

心。1959 年，林县遭受严重旱灾，境内 4
条河流干涸，水库见底。

面对天灾，苦熬还是苦干？经过反

复调研，林县县委提出从浊漳河修渠引

水，时称“引漳入林”工程，后更名为红旗

渠工程。

工 程 巨 大 ，但 一 数 家 底 ，全 县 只 有

300 万元储备金，水利技术人员仅有 28
人。怎么办？“自力更生是法宝，众人拾

柴火焰高，建渠不能靠国家，全靠双手来

创造。”林县县委决定不等不靠，举全县

之力迎难而上。

如何靠双手创造？红旗渠纪念馆里

的 一 张 张 图 片 、一 段 段 影 像 、一 件 件 实

物，见证非凡历程。

为了修渠，全县 50余万人口中，先后有

30多万人次上山劳动，81人献出宝贵生命。

工地搭建的席棚不足，许多建设者

就睡在山崖下、石板上、石缝中；食物不

足，就吃杂粮、挖野菜、捞水草。全县干

部每人每月从仅有的 29 斤口粮中挤出 2
斤支援修渠。

资金短缺，许多林县人外出务工，攒

下几元、几十元钱，寄回来支援修渠。据

统计，红旗渠工程总投资中，超过 85%为

林县人民自筹。

1969 年 7 月，红旗渠总干渠、干渠和

支渠、斗渠配套体系全部建成。灌区有

效灌溉面积达到 54 万亩。而在修渠前，

林县的水浇地只有不到 2 万亩。

截 至 2020 年 ，红 旗 渠 累 计 引 水 130
亿立方米，灌溉农田超 4700 万亩，实现粮

食增产 18 亿公斤，有力促进了林州经济

社会发展。

几十年来，林州人民从红旗渠精神

中不断汲取营养，坚持自力更生，继“战

太行”后，又接续谱写了“出太行、富太

行、美太行”的新篇章。

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在红旗渠建设

中锻炼成长的一批能工巧匠奔赴全国各地

从事建筑行业，叫响了“林州建筑”品牌。

上世纪 90 年代起，在外创业的建筑

业主陆续返乡开办企业，带回来资金、项

目和理念，带动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连续

多年位居河南全省前列。

近些年，林州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 、国 家 园 林 城 市 、全 国 绿 化 模 范 单 位

等，将林州变成休闲旅游、度假养生的重

要目的地。

艰苦创业

红旗渠纪念馆里的一张老照片引起

记者注意：一个脸盆里装满水，倒放着一

个小板凳，一位农民在旁边认真观察。

“这位是共产党员、‘农民水利土专家’

路银，他在用盆面测量代替水平测量仪进

行观测。”讲解员介绍，红旗渠总干渠从渠

首到分水岭全长 70余公里，落差仅有 10多

米，且渠线全部位于悬崖峭壁上，测量和施

工难度极大。在缺乏专业仪器的情况下，

林县人凭借土办法，保证了施工精度。有

关部门验收时不免惊叹——70.6公里长的

总干渠建设完全符合设计标准！

为解决总干渠与河流交叉的问题，

施工人员设计建造了“坝中过渠水，坝上

流 河 水 ”的 空 心 坝 ，从 此“ 渠 水 不 犯 河

水”；修建桃园渡槽时发明了“简易拱架

法”，建成“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

上能行车”的渡桥。

缺钱买炸药，林县人就用锯末、煤面

等配制土炸药，使红旗渠全部工程的炸药

自给率达到 44%，节约资金近 146万元。

“艰苦创业，重点在创。红旗渠工程

浩大、施工环境恶劣，同时面临缺钱、缺

粮、缺技术等重重困难，但林县人民终能

绝壁穿石、创造奇迹，离不开创新。”红旗

渠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建勇说。

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林县人创新

了上百项工程、技术成果，培养出上万名

铁匠、木匠、石匠。艰苦创业中激发的创

新精神、锤炼的人才队伍，成为促进林州

发展的重要力量。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作为当地的

“土专家”，李斌顺担任市水产管理站站

长 10 多年来，不断推动科研创新。以培

育优良鱼种为目标，他与科研院所、高校

合作建立研究基地，先后有 10 多项科技

攻关项目获奖；探索“莲鳅共养”致富模

式，拓展了乡村产业振兴新途径。

近些年，林州市聚焦“三农”发展需求，

统筹科技特派员等各领域技术力量，引导

各类人才向乡村倾斜；开展“送医疗卫生服

务下乡”“送农技下乡”“畜牧系统百人联百

场”等活动，增强乡村产业振兴技术支撑。

“ 过 去 ，‘ 土 专 家 ’开 山 修 渠 创 造 奇

迹。如今，我们更要努力发挥乡土人才

作 用 ，激 励 创 新 创 造 ，更 好 推 进 乡 村 振

兴。”林州市副市长李蕾说。

团结协作

沿红旗渠干渠走一走，每隔一段可以看

到一块小石碑，上面写着不同村庄的名字。

工作人员介绍，立起石碑就是明确

责任。修渠时，林县县委提出要求，30 年

内哪个责任段出了问题，就由承建的公

社、生产大队负责维修。

红旗渠纪念馆里，11 枚旧印章引人

注目，每个印章对应着红旗渠总指挥部

的一个部门。修渠伊始，林县县委坚持

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部署安排交通

运输股、物资供应股、安全股等各部门高

效协同开展工作，充分调动和保护广大

干部群众投身红旗渠建设的积极性。

“成功修建红旗渠，充分彰显了团结协

作精神。”河南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说，精

神体现在跨省跨县跨流域引水，体现在兄

弟地区和单位的支援，体现在对各方力量

的整合和林县各公社、生产大队的配合。

最危险的地方，最困难的活，最先看

到的是干部和党员、团员。

1960 年春，红旗渠渠首拦河坝工程

建设中，坝体还有 10 米宽的龙口尚未合

龙，河水奔腾咆哮，喷涌而出。为确保拦

河坝顺利合龙，500 多名共产党员、共青

团员跳进冰冷刺骨的激流中，臂挽臂排

起人墙，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最终拦住

了汹涌的河水。

“红旗渠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改

天换地的生动实践。”李蕾说，为了人民

是修建红旗渠的根本出发点，依靠人民

是修建红旗渠的根本力量。

“ 人 民 紧 跟 共 产 党 ，改 造 山 河 有 力

量。”几十年过去，一代代林州人在党的

领导下，凝聚同心圆梦的共识、激发干事

创业的热情、增强拼搏进取的动力，“治

山山变样、治水水长流、治穷穷变富”。

临 淇 镇 社 书 村 的 变 化 就 是 一 个 例

证。社书村一度发展缓慢。2017 年，在

外创业的常海拴回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后，广泛发动群众，全村齐心协力，先后

投入 400 多万元改造村庄。原本破旧的

院落变成了小花园、停车场、休闲长廊，

村 容 村 貌 大 变 样 。 村 里 还 开 办 了 服 装

厂，吸纳留村妇女就业；投资 200 万元，建

起香菇大棚；招商引资 1500 万元，办起电

子厂……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

无私奉献

林县河顺镇申家垴村的石匠申江保，

是红旗渠建设中成长起来的劳动模范。申

家垴村有一条常年不断流的小河，修建红

旗渠和申家垴村并无太大利害关系，是否

参加？申江保和村民们用行动作出回答。

申江保背起铺盖卷，自带干粮和工具，走了

两天两夜赶到工地，一干就是七八年。

“崖当房，石当床，虎口崖下度时光，

我为后代创大业，不修成大渠不还乡。”

红旗渠建设者们写在崖壁的豪迈誓言，

也正是申江保的精神写照。

共产党员吴祖太是修建红旗渠时的牺

牲者之一。他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后，被

分配到新乡专署水利局工作。1960 年初，

吴祖太参与红旗渠工程设计，解决了不少

建设难题。当年 3 月，王家庄隧洞洞顶出

现裂缝掉土现象，他进入洞内察看险情时

遭遇洞顶坍塌，不幸殉职，年仅 27岁。

无私奉献，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代

林州人。

任村镇盘龙山村海拔 1300 米，山高

沟深，修一条下山的路是全村人的多年

期盼。2013 年，村党支部书记王自有在

为修路奔波的途中突发心梗病逝。他的

弟弟王生有放弃外面的生意，回乡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继续修路。坑

洼的泥土路终于变成平坦的水泥路。

王生有带领村民绿化荒山 3000多亩，

种植花椒、核桃、中药材 1000多亩。村民们

出售土特产增加了收入，发展乡村旅游也打

下了基础。“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大哥生

前的愿望，也是我的奋斗目标。”他说。

今年 7 月，河南遭受特大暴雨灾害。

红 旗 渠 应 急 救 援 志 愿 服 务 队 闻“汛 ”而

动，组织队员 70 余人，携带冲锋舟、救生

衣等装备，转战安阳、新乡等地，20 余天

始终坚持在抢险救援一线，累计转移被

困群众 1700 余人。

“红旗渠是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一

座丰碑。”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副厅级

专职委员赵茂军说，无私奉献是共产党

人的优秀品质，也是红旗渠精神的鲜明

特征。“修渠历程中，党员干部身先士卒、

吃苦在前，不谋私利、一心为民，带领广

大群众积涓滴为洪流，汇聚成无坚不摧

的强大力量。这座丰碑昭示我们任何时

候都要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小我

与大我的关系，始终坚守无私奉献的精

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如今，林州市持续加强以红旗渠精

神开展党性教育。红旗渠干部学院建成

8 年来，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 5000 多期，

培训学员超过 30 万人次。来自全国各地

的 500 余家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到红

旗渠挂牌设立“红色教育基地”。

岁月流逝，精神赓续。红旗渠精神

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在新

征程上创造更多不凡业绩。

红旗渠精神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龚金星 马跃峰 毕京津

7 月 19 日晚，河南林州市境内暴雨如注，

红旗渠灌区管理处合涧管理所副所长张学义

彻夜未眠。

次日凌晨 1点，有人报告：红英南分干渠多

处基建被冲毁，渠水堵塞。张学义连忙调集所

内抢险突击队赶往现场。堵塞处，有碎石卡在

渠槽，机器难以清除。张学义二话没说，跳进

湍急的渠水，一次次用双手捧出槽底的碎石。

刚上岸，就听到对讲机里的呼叫：“油村段村南

渠道基建有险情！”来不及擦干身上的水，他立

刻带领突击队奔赴下一个抢险点。

张学义是一名“渠三代”，从小受红旗渠

精神熏陶。他的爷爷张运仁当年在修建红旗

渠时牺牲，年仅 38 岁。他的父亲张买江曾是

红旗渠工地上最年轻的建设者之一。从磨尖

钻头到开山爆破，张买江在艰苦的修渠岁月

里成长为一名特等劳模。退休后的他走遍大

半个中国，讲述红旗渠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张学义高中毕业后，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守护凝结着前辈智慧、鲜血和汗水的红旗渠，

一干就是 20 多年。

合涧管理所共有员工 28 人，负责 48 公

里 水 渠 的 日 常 维 护 。 每 天 ，巡 查 队 员 爬 山

头、过山沟，遇到脱落的砖头捡起垒好，看到

漂浮垃圾用工具打捞，确保渠水哗哗流淌。

盛夏汛期，他们彻夜值守；数九寒天，他们凿

冰保通。

林州冬季寒冷，每当上游来水，夜间渠面

总会结冰。第二天，张学义和队员们早早来

到渠上，站在结冰的渠面，抡起大锤凿开冰

面，让渠水流通。

离合涧管理所不远，是红旗渠一干渠与

英雄渠交汇处——“红英汇流”。当年，“红英

汇流”是红旗渠建设的十大工程之一，施工队

伍凭借土办法找到了精确的汇流点，确保两

渠顺利汇流。

“‘红英汇流’是我们每天巡渠的起点，在

这儿我常常想到老一辈艰苦奋斗的情景。”张

学义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作为新时代的红旗渠精神传

人，我们要更加用心用力护好渠、管好水，让

红旗渠永远造福林州人民。”

让红旗渠水

哗哗流淌
本报记者 王 者

“咱闺女给演员们讲过红旗渠故事呢！”

电视剧《红旗渠》准时开播，牛琳琳的母亲早

早地守在电视机前。

牛琳琳是林州市红旗渠林虑山风景名胜

区管委会的一名青年干部，她参加的红旗渠

故事会志愿服务队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首

场故事会安排在林州市东岗镇八角村的山沟

里——《红旗渠》电视剧拍摄现场。伴着快板

声，牛琳琳声情并茂地讲述当年修建红旗渠

的故事。迄今，这支志愿服务队已开展红旗

渠精神宣讲活动 40 多场。

今年 56 岁的白长江，是林州有名的人民

调 解 员 。 11 年 前 ，他 牵 头 组 织 身 边 热 心 人

士，成立了老白调解志愿服务队，为群众调解

房屋租赁、交通事故、老人赡养等矛盾纠纷。

如今，林州市 109 个行政村都设立了老白调

解志愿小组，累计为群众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上万起。

传 承 发 扬 红 旗 渠 精 神 ，厚 植 文 明 实 践

群众基础，在林州，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全

市目前共有 810 支志愿服务队伍、21.3 万注

册 志 愿 者 。“ 爱 心 妈 妈 ”团 队 结 对 认 亲 104
名孤困儿童，资助孤困儿童 280 多人，累计

捐款捐物上百万元。市人民医院志愿服务

队 坚 持“下 乡 义 诊 ”20 年 ，惠 及 群 众 7.39 万

人次。

2020 年，林州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我们

将进一步把弘扬红旗渠精神与开展志愿服务

紧密结合，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林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李

军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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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在林州

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王 者

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

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

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

18日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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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蜿蜒在山间的红旗渠。

图②：学习团队在红旗渠青年洞参观。

李俊生摄（人民视觉）

图③：林州城市风貌。

刘林福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