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西北供水工程

琼西北供水工程是国家级海
南省“十三五”规划重大水利工程
项目，列入国家发改委、水利部拟
定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三年建设
计划，由海南控股旗下省水电集
团负责建设管理，是一项以城乡
供水及续建松涛西灌区灌溉供水
为主，利用已建南渡江松涛水库
水源及当地水源，解决儋州市及
白沙黎族自治县区域内城乡及灌
溉缺水问题的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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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渡起春风
带来汩汩松涛水，更带来奔流不息的好日子

11月27日，在位于儋州市雅星镇
的琼西北供水工程排浦分干渠七号渡
槽修建现场，工地上只有四五名工人
以及一个巨大的、匍匐在渡槽上的“铁
家伙”。就是这个“铁家伙”，让渡槽建
设“事半功倍”，只需要几名工人就可
以完成渡槽槽身浇筑和安装。

几十公里之外，当儋州木棠镇洪
坊村79岁老人洪炳文听说这个“铁家
伙”时，感到很不可思议。上世纪70
年代，他见证了儋州松林岭渡槽的从
无到有：“几千人一起流汗，历经千辛
万苦才建了起来。”那时的他并不知
道，这样一个工程直至今日，仍被视为
当地乃至全海南的奇迹，这个堪称当
时全省最大的渡槽改变了儋州北岸地
区“十年九旱”“有种无收”的困境。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大
兴水利时期，数十年过去，包括松林
岭渡槽在内的我省多个渡槽如丰碑
般矗立在乡野间，悄无声息地见证着
我国现代农业水利发展，更彰显着劳
动人民“肩挑人扛、人定胜天”的崇
高精神。如今，机器设备的轰鸣取

代了人海的号角，新渡槽登上
舞台，老渡槽的故事依

然需要人们去铭
记、去延续。

老槽待焕新
除却拆除、重建用于输送水源，更多

“打开方式”待挖掘

眼前，清澈的松涛水顺着渡槽壁，流
进乡间水渠，灌入连片良田。

“水利贯松林，旱地变成天瀑布……”
视线沿着松林岭渡槽，向远方望去，洪炳
文有些出神，哼唱起儋州话歌谣，伴随独
特的旋律，这座庞大的高架躯体，仿佛唤
起了他们那个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

“我小时候，最羡慕能用上松涛水的
乡镇。”洪炳文告诉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那时村里人的生活如同干涸的土地一样，
毫无生机，许多人为了生存离开家乡，到
有水的地方去讨生活。

为了彻底解决儋县北岸地区历史性
旱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1971年5月，儋
县成立松林岭水利建设兵团，全县23个
公社都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民兵营，投入到
松林岭水利建设中，其中松林岭渡槽于当
年冬天开工建设。

当时，听说要建一座“桥”，把松涛水引
到村里来，洪坊村的老一辈人纷

纷摇头：“不可能！”
为 啥 不 可

能？洪炳文说，
洪坊村地形崎
岖复杂，遍地
是黝黑坚硬的
玄武岩石头，
“桥墩”根本
无处“下脚”。

随着指挥
部一声令下，
爆破声响彻长
空，震得周边村

庄“抖三抖”。大家这才反应过来，传言是
真的。

但由于是玄武岩石头，爆破难度并不
小。木棠镇居民张振国回忆：“第一次爆破
时，石头飞到我家房顶，砸坏了许多瓦片，
我父亲爬上房顶修理。可没过多久，下一
次爆破就来了，房顶又被砸坏，父亲再次上
房修理。”多次爆破，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他记不清修了多少次。直到坚硬的山坡被
夷为平地，渡槽修建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大伙嘴上说着不看好修“桥”，却忍不
住跑到施工现场看。时年26岁的洪炳文
好奇心重，每天都跟着村里人一起来“围
观”。“墩柱是用本地的玄武岩垒起来的。”
洪炳文边讲边用手比划，这些坚硬的岩
石，到了参建人员手中，就像成了“豆腐
块”，他们用石锤不断地敲，把石头打磨成
棱角分明的条状石块，再一层层向上垒，
垒到够不着的地方就爬上架子接着垒。

“桥墩”建好了，如何把数吨重的U型
槽体架设到“桥墩”上？

“架设前，槽体都倒扣在桥墩附近，村
民出门放牛，遇上下雨天还会钻进槽里躲
雨。”洪炳文打趣地说，那时不少人还心
想，就算渡槽建不成，放在这里遮阳遮雨
也不错！

没过多久，大型齿轮进场了，建设者
们喊着号子、齐心协力，将槽体稳稳地安
置到墩柱上。

《儋县志》记载，松林岭渡槽施工时期
正值松林岭水利施工高潮时期。“当时，这
片地站了好几千人，劳动号子喊得震天
响。”洪炳文指着面前的农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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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年轻变得年老，这个渡槽却好像
没有变老。”如同洪炳文所说，五十多年过
去，松林岭渡槽经久耐用，如今仍有松涛水
流淌而过。但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年复一
年的水流、风化侵蚀等自然现象，不可避免
地对其造成一定影响。

“我们会定期巡逻，也曾对渡槽墩柱进
行加固，在外围浇筑水泥。”松林岭水利管
养所所长符良伟说，目前这座渡槽没有出
现渗漏水情况，但出于安全考虑，当地已经
下调了松林岭渡槽的流量。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新生代”渡槽不
断建成，“驮”着水流赶往农田，“名噪一时”
的老渡槽却面临着考验。老渡槽还能继续
使用吗？若不能使用应该如何处置？倘若
以后新渡槽老化，又该何去何从？

看国内他山之石——
1966年建成的湖北省孝昌县青山口

渡槽是当时湖北省第一座超薄壳渡槽，超
预期运行28年，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拆除
势在必行。然而这座渡槽并不会消失——
青山口渡槽整体拆除后，将在原址进行重
建，工程施工将适当保留历史艺术符号，融
入“整新如旧”理念，留住历史，记住乡愁。

将视线收回海南——
今年6月14日，屯昌县木色灌区一节渡

槽因当期雨水较多，水流过大，加之修建年代
久远等原因不堪重负，出现垮塌。屯昌县水
务部门考虑到该段渡槽原计划是通过屯昌
县木色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工程进行修缮加
固，当即决定进行设计变更，明确该段渡槽为
重建，并督促工程队提前开展建设相关工
作。经过紧张有序的施工，工程于8月14日
顺利完成，保障了下游农民的灌溉用水需求。

拆除不是告别，重建是新的起点。除
了等待新渡槽接力完成送水任务，老渡槽
是否还有别的用途？

2012年1月，松林岭渡槽被列为儋州
市不可移动文物。“列为文物，就是为了把
它保护起来。”儋州市旅文局文物科负责
人介绍。今年3月，一块写有“儋州市不
可移动文物”的标识牌出现在渡槽墩柱
上，表明渡槽身份的同时，为往来者讲述
着它的故事。

在琼海市嘉积镇里邦洋，有一段500
多米长的废弃渡槽已长满野草，榕树枝桠
攀上渡槽缝隙，形成独特的乡村景观。
2022年，有学者指出这段渡槽的建筑风格
如今已不多见，呼吁将其保护好的同时，打
造成为乡村旅游景点开发利用，以弘扬艰
苦奋斗精神，促进乡村振兴。

事实上，渡槽变身乡村景观已不是新
鲜事，许多渡槽因其显著的时代特征、与周
边景观的融合等，成为了网络上著名的“打
卡地”。2022年，重庆在诸多渡槽中精选
43处意义重大、设计独特的渡槽，绘制出
《重庆渡槽地图（部分）》，方便游客游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
教授朱晓明表示，渡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水
利构筑物，变成一种文化标志。那些留存至
今的渡槽，以其庞大的高架躯体提醒着我
们，不要忘记那些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如今，乡村已成为
人们逃离压力、寻找慢生活的绝佳旅行目的
地，琼岛一批逐渐老去的渡槽也许经过适度
开发，从润泽一方的民生画卷转变为别具一
格的乡村旅游景观，讲述那段不应忘却的建
设历史。 （本报那大11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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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岭渡槽
全长

1332 米

入口
与松林岭干渠相连

出口
位于木棠镇洪坊村

水利贯松林
“当时，这片地站了好几千人，劳动号子喊得震天响”

1973 年 1月的
某天，洪坊村全村人都

出来了，祖辈们渴望的
事，在这一天成为现实。
“通水！”指挥部的人

喊道。
站在田间的村民没有

反应，只是直愣愣地盯着脚
下的土地。

清澈的松涛水如脱缰野马，
从渡槽中欢快地经过引水渠，涌

入村中农田，淹过大伙的脚踝、淹过
小腿肚……“有水了！”村民们大声欢呼

起来，现场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人笑着
笑着，眼里就淌出了热泪。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水。”洪炳
文说。

水来了，土地湿润了，露出本就肥沃
的“真容”。一排排秧苗种下，收获一茬茬
水稻，花生、西瓜、香蕉、地瓜等作物拔节
生长，逃荒的村民听到消息纷纷返回家
乡，家家户户都铆足了劲下地耕作。

“以前自家没得瓜果蔬菜吃，有水后
不仅吃不完，还能拿到市场上卖。”脑海中
那个干涸的家乡，渐渐从洪炳文的记忆里
消逝——渡槽带来了汩汩的松涛水，更带
来了滋润甘甜、奔流不息的好日子。

“松林槽渡起春风，绿了田间绿岭中，
活水盈盈滋北岸，山花姹紫映嫣红……”这
是儋州市中华诗联学会成员薛高扬写下的
诗歌《观松林渡槽》，洪炳文告诉记者，渡槽
建成后，作诗写歌的人数不胜数，光是村里
人写的作品就装订成了厚厚一沓。这些作
品里，除了感怀松林岭渡槽的，还有不少歌
颂渡槽建设者“肩挑人扛”的奋斗精神。

数十年过去，奋斗精神仍在建设者当

中传递，不同的是，智慧“含金量”更高了。
在琼西北供水工程排浦分干渠七号

渡槽修建现场，得益于“造槽神器”的使
用，已经听不到上世纪渡槽建设时震天响
的号角声，只有低沉的机器轰鸣声在耳边
萦绕。

项目建设方、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
程局有限公司质量办公室主任袁超介
绍，“造槽神器”名为新型一体化造槽机，
是集钢筋预扎、悬吊模板、混凝土浇筑、
模板整修、外立面修补、整体走行于一体
的集成化模架设备。这台造槽机不但能
够自己在墩柱上“行走”，还能完成拐弯、
上下坡等“高难度动作”，是高空中的“杂
技演员”。

“我们从架桥机中获取灵感，既然机
器能把桥梁放置到位，那稍加改动就同样
能将渡槽槽身放置到位。”袁超说，他们还
考虑到槽身浇筑的工序，为什么不能直接
在墩柱上浇筑呢？经30多次反复研讨论
证后，包括袁超在内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司技术专家们最终发明了
这台全省水利行业首次运用的一体化造
槽机，并成功申请专利。

袁超说，原本浇筑并架设一节槽体需
要数十人花费一周多时间，现在仅仅需要4
名工人耗时三四天就能完成，用地面积比传
统吊装方法减少一半，运行以来已为项目节
省超千万元。“有了这台机器，工人可以一直
在梁上作业，不用像传统方法那样爬上爬
下，工人作业也更加安全。”袁超说。

新工艺投用之时，袁超心中的喜悦无
以言表，技术创新为项目降本增效，还提升
了项目的安全性、保障项目质量，同时保护
生态环境，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目前，在造槽
机的助力下，7号渡槽建设进度已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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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岭渡槽建设现场。特约记者 吴文生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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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西北供水工程排浦分干渠七号渡槽修建现场。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