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路曼/文 陈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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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30日， 在密云水库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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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励大家继续守护好密云
水库， 为建设美丽北京作出新的贡献。 两年
后的金秋时节， 午报记者再次来到密云水库
这片热土， 寻访当年的水库的建设者， 采访
了接续奋斗的新一代保水人， 饮水思源， 探
寻密云水库精神的丰富内涵。 我们选取了60
多年来水库建设与发展保护的若干瞬间， 通
过当事人的回忆， 再现了众多感人的细节。
让我们一起礼赞保水人， 致敬一代又一代的
水库守护者！

□本报记者 张晶

在密云， 提起石匣城来，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就在60多年前， 它还真实地存在着， 而如今， 这
座建于明朝初年的古城， 却静静的躺在密云水库
的水底之下……尉红英的老家原就在石匣古城的
主街上 ， 祖辈上开了一个印刷铺叫 “宝和石印
局”， 前店后厂， 家里的买卖做得红红火火。

1958年8月， 平时安静祥和的石匣古镇变得人
声鼎沸， 车水马龙， 大家都在忙着搬家， 说这里
要修水库， 这座城， 要淹在水底下了。

“当时平常热热闹闹的我家， 忽然异常安静，
爷爷奶奶坐在炕沿上眉头紧皱、 一声不吭， 太爷
爷蹲在院子里的老井边， 一袋接着一袋 地抽着
旱烟 。 ” 尉红英曾听家里的老人说， 搬家那天
下着小雨 ， 尉红英的太爷斩钉截铁地动员全
家， “搬！ 都别想了， 大家伙儿不都在搬吗？ 别
忘了， 这潮河祸害了多少人家？ 国家修水库， 不
都是为了大家吗？ 你们赶紧收拾东西， 我去雇辆
大车……”

可故土难离， 老人走在越走越远的搬迁路上，
仍坚持折返， 回家装了一袋石匣城的土， 说是当
做念想儿…… “我们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 挤在
瑶亭村老魏家的厢房里， 等着国家给盖的6间新
房， 一等就是两年多。” 后来， 爷爷对尉红英说，
“别看你太爷当时那么坚决， 到瑶亭后， 他带着你
爸爸和我， 回老家好几趟呢。 第一次回去， 是想
把咱石匣老家的房基旧砖捡一些回来， 那时候还
没拦洪呢。 你太爷放下这块， 摸摸那块， 他哪块
都舍不得……”

最后一趟回去， 家就成汪洋了， 在水下了 。
他们祖孙三代含着眼泪站在水边 ， 久久地望

着那水底下的故居， 泪流满面。
上世纪90年代， 尉红英的爸爸当选为瑶亭村

党支部书记， 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 他带着全村
的父老乡亲们， 把荒山和荒滩上都栽上了树， 这
样既达到了保持水土的目的， 又增加了村民收入。
现如今， 尉红英的女儿也16岁了， 从小在姥爷家
长大的她， 对密云水库有着特殊的情感。 她知道，
姥爷一家为了水库， 已经奉献了几代人的力量。

尉红英说： “60多年了， 到我这已经是第四
辈了， 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热火朝天的建设年
代， 也没有体验那揪心拉肝的故土难离， 但我亲
眼看到了家乡绿水青山的变化， 见证了密云由水
患频发变成美丽富强。”

密云水库的建设和保护史就是密云人民的奉
献和奋斗史。 据了解， 自1958年起， 在这场跨越
半个世纪的移民中， 密云人民 “舍小家， 为大家”
的感人故事数不胜数。 尤其是1958年8月， 库区移
民采取肩挑、 车拉、 扎木筏漂流运输等方式， 在9
天时间里， 就完成了5000多人搬离库区， 这次搬
迁是真正意义上的 “清库” 移民。 而三次大规模
移民， 让这些密云人民就像一颗颗蒲公英的种子，
带着浓浓的乡愁， 飘落在哪里就在哪里下扎下希
望之根， 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开出顽强的生命之
花 ！

1958年， 为根治潮白河水害， 解决京津地区
用水问题， 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了 “修建密云水
库” 的战略决策。 一时间， 京津冀的20多万人民
抛家舍业来到密云水库工地， 投入到水库建设中。
期间， 还涌现出了密云十姐妹突击队、 顺义九兄
弟突击队， 以及独臂英雄李世喜、 优秀风钻手王
悦等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劳动模范。 在先进模范的
带动下， 密云水库工地创造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
的建设奇迹。

如今， 首都人们喝着清澈甘甜的密云水库的
净水时， 或许想不到， 当年在水库拦洪的关键时
刻， 曾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抢险战役。 1959年8
月3日， 白河主坝抢工到了143米高程， 还没来得
及加固和防渗， 偏在此时， 天空下起了特大暴雨。
潮白河洪水汹涌而来， 白河主坝受到剧烈冲击，
被砸出许多深沟， 夯实的坝体， 像泥石流一样随
水下泄。 同时， 坝底出现了无数管涌， 库水渗出，
带走大量泥土。 危急形势下， 是现场几万民工不
分昼夜地搬运石头填充管涌， 把荆笆拴上巨石沉
入坝底， 这才挡住了洪水的冲击。

大雨连下了6天， 还是没有停的意思。 一直密
切观察廊道的水利专家张光斗发现了异常———廊
道内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他明确指出， 廊道一旦
崩塌， 大坝必垮。 1959年8月9日深夜， 由水电部
副部长钱正英、 河北省副省长阮泊生、 北京农村
工作部部长赵凡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 在指挥部
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针对张光斗提出的挖开
走马庄副坝的意见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此时， 远
在庐山的周总理又一次打来电话询问情况， 一再
叮嘱要竭尽全力保住大坝， 并连夜抽调一万名官

兵前来支援。 钱正英站起来拍板： 周总理说过，
技术上听张光斗的， 立即挖开走马庄副坝泄洪！

1959年8月10日凌晨1点，10万军民雨夜中集结
在坝前，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战斗。 民工们在泄洪道
两边筑起10公里长的防护堤，保护村庄。 扒开走马
庄副坝的艰巨任务，交给了北京卫戍区官兵。 扒副
坝不能用爆破， 解放军就用镐一层一层刨。 凌晨5
点，经过紧张的抢挖，走马庄副坝打开了100余米长
的缺口，泄洪成功，一场巨大的灾难避免了。

就在这时， 一连下了7天7夜的大雨停了。 云
开日出 ， 雨过天晴 ， 人们感叹 “人努力 ， 天帮
忙”， 此后一直艳阳高照， 密云水库成功渡过了汛
期。 据记载自8月3日到10日， 潮白河流域降雨
近 10亿立方米 ， 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罕见的几
次洪峰之一 。

1959年9月1日， 桀骜不驯的潮白河不再咆哮，
一下子变得温顺柔和起来， 20万建设者举行了庆
祝拦洪胜利大会。 1960年9月， 经过20多万建设者
两年奋战， 密云水库如期实现了大型水库 “一年
拦洪， 两年建成” 的目标， 创造了人间奇迹。

如今的密云水库 ， 碧波万顷 ， 水天一色 。
2021年， 蓄水量超过了35亿立方米， 创造了建库
以来最高水位记录。

20万人克服重重困难
建成密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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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水库移民
离故土难舍保水情

1960年———

尉红英 （左一） 一家宣讲水库人家不了情的动人故事

60年前建设密云水库的劳动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