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0年10月9日 星期五2020年10月9日 星期五

乡亲们：
你们好！来信收到了。60年前，你们响应党

中央号召，积极投身修建密云水库大会战。60年
来，你们为了保护水库，关工厂、关矿山，为首

都生态环境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得知你们发

挥好山好水的优势，日子越过越红火，我感到很
高兴。

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北京一
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

源保护地，地位十分重要。我一直惦念着密云水
库。当年修建密云水库是为了防洪防涝，现在它
作为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资源战略储
备基地，已成为无价之宝。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善作善成，继续守护好密云水库，为建设美丽北
京作出新的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生
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性任务来
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涵养区

建设，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共同守护好祖国的绿
水青山。

习近平
2020年8月30日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习近平给建设和
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
信 强调继续守护好密云
水库 为建设美丽北京作
出新的贡献）

共同守护好祖国的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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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他们默默守护密云水库——

“守住了水库，也守住了好日子”
本报记者 潘旭涛

（（本版照片由密云区委宣传部提供本版照片由密云区委宣传部提供））

8月30日，在北京密云水库建成
6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
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回信，向他
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勉励，并提出殷切
期望。

密云人民备受鼓舞。一个月时间
过去了，记者再次采访乡亲们，他们
表示，护好密云水库的决心更坚定
了，过上好日子的信心更足了。

60年前，20万建设者
创造奇迹

“60年前，你们响应党中央号召，
积极投身修建密云水库大会战……”
读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81 岁的
罗连恒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机械的轰鸣
声和高亢的打夯声。

那是 1958 年 6 月，为解决潮白
河水患并破解京津“水荒”困局，
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修建密云水
库的决定。同年 9 月，密云水库正
式 破 土 动 工 。 来 自 北 京 市 、 河 北
省、天津市和驻京部队的 20 多万名
水库建设者，拉开了这场“移山造
海”的序幕。

那年，罗连恒19岁。“修水库是
好事！”这位年轻的密云农民主动报
了名。罗连恒回忆说，当时条件很艰
苦，在搭建的工棚里，铺上一层席子
和干草，就是睡觉的地方了。那时也
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搬运石头要么
靠大筐背，要么用手推车推。

罗连恒和工友们在隧洞里爆破打
洞，虽然冒着塌方危险，任务繁重，
但谁也不叫苦。工友之间还时常进行
劳动竞赛，你挖一铲，我就挖三铲，
你扛一筐，我就扛两筐。他一直记得
工棚墙上写着的一句话：“不想爹不
想妈，修好水库再回家。”

1960 年春节，罗连恒不能回家
过年，他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我
真的没有想到，这样浩大的工程，
施工不到一年，就能发挥拦蓄洪水
的作用。水库应该今年就会完工，
能参与到这项伟大的工程，我感到非
常自豪……”

工地上有苦也有乐。那年除夕
夜，忙碌了一天的工友们聚在一起，
笨手笨脚地包出形态各异的饺子。

“我们一个班在一块儿包饺子，包完
后，十多个人用大炕席把饺子兜着，
抬到食堂去。到食堂煮完了再用盆端
回 来 一 起 吃 。 那 样 的 年 夜 饭 格 外
香。”罗连恒说。

经过 20 多万人艰苦奋战，1960
年 9月 1日，一座集防洪、灌溉、供
水、发电、养殖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密云水库基
本竣工，最大库容 43.75 亿立方米，
最大水面面积 188 平方公里，创造
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水利工
程奇迹。

从此，京城东北，燕山南麓，群
山环抱中，碧水浩渺。每次遥望这座
宏大的水库，罗连恒都会记起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的工友们不少已
经故去，但罗连恒相信，他们的付出
与奉献不会被忘记，他们不畏艰难的
精神会被永远传承下去。

从建成至今，密云水库累计为京
津冀供水390多亿立方米，其中向北
京供水约280亿立方米，年均供水量
6.5亿立方米。曾有一种说法：“北京
人每喝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来自密云
水库。”

密云水库建成后，罗连恒又先后
到东北、四川等地工作，1984 年调
回密云水库管理处当司机。后来，他
的儿子、孙儿也都相继选择到密云水
库工作，祖孙三代建设、守护水库。

如今，罗连恒已经退休在家。读
完习近平总书 记 的 回 信 后 ， 他 觉
得 ， 自 己 以 后 应 该 多 做 些 宣 传 工
作：“总书记嘱咐我们继续守护好密
云水库，我要教育子孙，保护好这
盆净水。密云水库是首都的财富，
是国家的财富。”

60 年间，乡亲们为护
水不断奉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了建设和保
护密云水库，密云关工厂、关矿山，
不少人搬离故土、多次转产。水库改
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成就了他们的新
生活。

20 多岁“靠水致富”，30 多岁
“重新创业”，40 多岁“从头再来”，
这是万明泉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概括，
也是很多水库人的人生轨迹。

今年 50 岁的万明泉是密云区溪
翁庄镇走马庄村村民，是水库移民的
后代。上世纪 80 年代，万明泉跟随
着父亲，在水库上做起了网箱养鱼。
几年时间，刚刚 20 出头的万明泉成
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他盖起
了新房，娶了媳妇生了娃，生活幸
福。他想，即便等父母年岁大了，
养家的担子全落在自己身上，凭着
网箱养鱼的收入，养活一家五口也绰
绰有余。

2002 年，万明泉平静的生活被
打破了。依据饮用水源地不从事人工
渔业生产的国际惯例，北京市政府决
定，限期取消密云水库网箱养鱼，以
便净化水库地区的环境，保护首都饮
用水源。

“这件事像晴天霹雳一样，当时
实在难以接受。”万明泉说，“不过我
也明白，养鱼确实污染水。政府给我
们发了补贴，我们把网箱撤掉了。”

不能养鱼了，万明泉犯起了愁，
“做点什么呢？”有一段时间，密云水
库蓄水量下降，丰茂的水草裸露了出
来，万明泉一下子有了主意：“这不

是天然的牧场吗？”万明泉拿出养鱼
时攒下的5万元积蓄，购买了30头肉
牛。吃水库边野草长大的牛，销路非
常好。到 2013 年的时候，万明泉一
年能挣到十几万元，日子重新宽裕了
起来。

让万明泉始料未及的是，2014
年底，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入京，为密
云水库补水，原先裸露的河床渐渐漫
上了湖水，“天然牧场”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水库水质，密云
实行了更严格的保水措施，按规定，
万明泉的牛场要被清退。

此时，万明泉的父亲已年近八
十，但一点也不糊涂，他劝儿子：

“保护水源，这是国家划定的红线，
碰红线的事咱们不做！”听了父亲的
话，万明泉把牛卖掉，彻底告别了自
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牛棚。

被清退的远不止牛场。2014 年
到 2017 年，密云清退了 94 个库中
岛，实施自然生态修复；清退一级区
内692家养殖场 （户），清理畜禽100
多万头 （只），从源头消除畜禽粪便
污染；清退水库上游主要河道两侧
72 家水产养殖场，清洁流域水质；
关停水库周边5家国有矿山企业，全
区采矿业实现“清零”……

为了帮助村民就业，密云在库
区组建了“保水队”，聘请村民做
保水员，万明泉第一时间报了名。

“但工资不是很高，一家人都指望
着 我 呢 ， 我 还 是 得 想 办 法 挣 点 儿
钱。”万明泉说。

万明泉想来想去，决定做回渔
民。好水养好鱼，经过多年治理，密
云水库水质提升，水库鱼的名气也越
来越大，销售旺盛。于是，万明泉办
了捕鱼证，开始出船捕鱼。

9 月 25 日零时，密云水库开渔。
零时一过，在岸上等待已久的万明
泉，摇起双橹，向湖中划去。为了保
护水库水质，水面上禁行燃油船只，
渔民们只能靠双手划桨。通常，万明
泉需要划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最合
适的地方，然后开始下网捕鱼。

25 日清晨，万明泉满载而归。
“现在水库鱼的个头儿变大了，种类
也多了。”说起鱼的变化，万明泉很
起劲。去年，他靠捕鱼赚了十几万
块钱。

如何不让保护水库的群众吃亏？
密云一直在探索保水富民之路，让绿
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近年来，
密云着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形成重点项目带动、闲置资源利
用、文化村落发展等7大旅游产业发
展模式。

2014 年 ， 万 明 泉 开 起 了 农 家
乐。造型新颖的荞麦点心，配上刚捞
上来的水库鱼，吸引了不少游客。万
明泉的小日子重新红火了起来。“守
住了水库，也守住了好日子。”万明
泉说。

2018年起，密云计划用5年时间
打造乡村旅游“十百千”工程，即打
造 10 个精品乡村旅游项目、提升改
造 100 个精品乡村酒店、提升发展
1000 个 精 品 乡 村 旅 游 项 目 。 2019
年，密云接待游客 830.5 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64.9亿元。

60年后，“大水缸”变成
“聚宝盆”

在密云区河南寨镇中庄村一个
2000 平方米的厂房内，34 岁的孔博
正在各操作间查看。工人们熟练地分
拣包装西红柿、黄瓜、白菜、辣椒等
各种新鲜蔬菜，很快，这些蔬菜就会
被送到全国各地顾客家里。

孔博是北京密农人家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在天猫、淘宝、京
东、微信等电商平台上，密农人家全
年稳定供应140多种优质农产品，日
均发货量5—10吨。

2012 年，孔博辞去在北京市区
的工作， 回 到 密 云 创 业 。 孔 博 是
水 库 移 民 的 后 代 ， 当 年 ， 母 亲 一
家 7 口 坐 一 辆 牛 车 ， 搬 出 了 老 村
子 ， 如 今 ， 孔 博 收 到 了 来 自 水 库
的 回 馈 —— 绿 水 青 山 孕 育 出的优
质农产品。

为了让库区农民顺利转产、转
岗、转业，密云区政府出资扶持库
区农民发展现代高效果园、果品安
全生产基地等 7 类占地面积小、科
技 含 量 高 、 污 染 少 的 特 色 农 业 项
目。截至目前，共确定产业项目 16
个，涉及资金上亿元。通过“一镇
一 业 ”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 板 栗 、 苹

果、葡萄、梨等林果都成了库区乡
镇的致富法宝。

让更多人致富，这也是孔博一直
在努力的方向。2019 年，密农人家
直接带动 400 余农户户均增收 4000
元，与全区 65 家合作社达成生产合
作关系，覆盖密云区17个乡镇。

“总书记回信中说，发挥好山好
水的优势，日子越过越红火。我对这
句话体会很深。”孔博说，将来密云
好山好水的金字招牌会擦得更亮。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水库还成就了密云的养蜂产业，密
云水库周边良好生态环境及丰富的
蜜源植物，使密云拥有了北京最大
天然养蜂场。

密云区太师屯镇龙潭沟村村民田
淑革是养蜂大户。当漫山遍野荆花盛
开时，田淑革会登上蜂场山上的二层
小楼，看蜜蜂采蜜，这是一件让她感
觉特别幸福的事。

田淑革养了 30 多年的蜜蜂，从
几箱到几百箱，从生活拮据到年收入
30 多万元。“野生荆花蜜根本不愁
卖，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甜蜜。”田

淑革说。
为鼓励高标准规模化养蜂，密云

出台了一系列养蜂的惠农政策。政府
出资聘请养蜂能手“30 分钟到现场
指导蜂农”，还创建了“蜜蜂医院”，
诊治蜜蜂常见病。如今的龙潭沟村是
中国养蜂学会蜂产品安全与标准化生
产基地，村内集中养殖户 16 户全部
为 标 准 化 养 殖 户 ， 养 蜂 数 量 3000
群，年产成熟蜜30吨。

据统计，密云已成为北京市养蜂
大区，全区蜂群达11.5万群，占北京
全市总量的 44%。年均生产蜂蜜 320
万公斤，蜂产品年产值近 1.2 亿元。
养蜂户2072户，362户低收入农户通
过养蜂实现了增收致富。

密云因水而立，因水而美，因水
而兴，因水而富。“密云水库经历了
60 年风雨，密云人民为了建设水
库 、 保 护 水 源 无 怨 无 悔 ， 奉 献 巨
大。”密云区委书记潘临珠说，“未
来，密云的水库、山林，不再只是京
城的‘大水缸’和‘后花园’，还将
成为山区农民的‘聚宝盆’，实现保
水与富民融合发展。”

密云水库风光。

栖息在密云水库的水鸟栖息在密云水库的水鸟。。 唐卫东唐卫东摄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监测水库水质监测水库水质。。

底图为密云水库风光底图为密云水库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