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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银 市

景 泰 县 是 甘

肃 省 中 部 干

旱 县 之 一 ，境

内 的 景 泰 川 ，

东 临 黄 河 ，北

靠腾格里沙漠，曾是“水在低处

流，人在川上愁。风沙不断头，

十 种 九 不 收 ”的 地 方 。 景 泰 川

地 处 祁 连 山 脉 的 东 段 北 缘 ，北

邻 内 蒙 古 高 原 ，东 靠 黄 河 。 境

内高山雄峙，丘陵起伏，沟谷纵

横 ，滩 川 交 错 ，地 形 复 杂 ，整 个

地 势 为 西 南 高 东 北 低 ，最 高 海

拔 3000 多 米 ，最 低 海 拔 1200

多 米 。 黄 河 从 景 泰 绕 过 ，却 又

与 景 泰 大 地 擦 肩 而 过 ，由 于 地

势 原 因 ，很 多 地 方 无 法 利 用 黄

河水。

景泰人最难忘的记忆就是

出 外 背 粮 。 在 正 常 年 景 下 ，许

多人两手起茧、脚底脱皮、起早

贪 黑 ，从 干 渴 得 冒 烟 的 土 地 上

收 来 能 吃 半 年 的 口 粮 ，另 外 的

半年就靠自己到外面去背。景

泰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对水

有着深厚的情感，人们想水、盼

水 的 心 愿 从 未 间 断 ，水 是 这 片

土地上最珍贵的东西。为了表

达水少且珍贵和盼水的殷切心

情 ，全 县 有 许 多 地 方 、村 庄 以

“ 水 ”取 名 ，“ 娃 娃 水 ”“ 喜 泉 ”

“ 兴 泉”“ 二 台 井”等 ，当 时 想 要

找到一个不愁水的地方并不容

易。

时 过 境 迁 ，今 天 凡 是 来 到

景 泰 川 的 人 们 ，看 到 的 是 一 片

片绿洲，当了解了它的过往，不

禁 令 人 感 叹 ，生 活 在 这 片 荒 滩

的 群 众 ，用 智 慧 和 勤 劳 建 成 了

不一样的景泰川。想要了解景

泰 如 今 的 变 化 ，就 要 先 从 甘 肃

省 景 泰 川 电 力 提 灌 工 程（以 下

简称“景电工程”）说起。

走进景电

工程博物馆院

内 ，一 件 件 大

型工程设备摆

放 有 序 ，不 禁

令人好奇这些

都 是 做 什 么

的？昔日的平房变身为博物馆

展厅，每一间房间成为别具特色

的陈展室，在这里陈列的展品，

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 景 电 工 程 博 物 馆 筹 建 于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 正

式 对 社 会 开 放 。”甘肃省景泰川

电力提灌水资源利用中心应急物

资储备中心副主任尚海武介绍

道 ，馆 区 陈 列 着 工 程 建 设 初 期

以 来 使 用 过 的 简 单 工 具 、各 类

器物等。展陈内容分为地域文

化展区、抗旱文化展区、景电文

化 展 区 等 单 元 。 其 中 1000 余

幅照片、500 余件实物，从多角

度 、多 侧 面 详 尽 展 示 了 景 电 工

程 建 设 背 景 、发 展 过 程 和 在 不

断创新发展等方面做出的尝试

和 探 索 ，真 实 再 现 了 景 电 灌 区

人 民 在 生 产 、生 活 、交 通 、运 输

文化等方面的沧桑巨变。

进入展厅后，年代感的气息

扑面而来。展厅里陈列了一些

旧时使用过的生产工具。“这些

都是围绕当时工程建设所使用

的工具进行布展陈列的。如锅

驼机、水刮子、水车（局部）、离心

泵等，真实呈现了甘肃黄河沿岸

的提灌史。”尚海武说。

据 了 解 ，沿 黄 河 两 岸 的 提

灌 工 程 ，经 历 了 由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古 老 的 灌 溉 农 具 天 车 ，发 展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畜力解放

式 水 车 ，再 到 以 锅 驼 机 和 柴 油

机为动力的蒸汽机提灌。从上

世 纪 50 年 代 后 期 到 70 年 代 初

期，随着电力事业的发展，逐步

形成电力提灌。

电力提灌的发展是由小到

大，由低到高逐步发展起来的，

“先由低扬程小流量灌溉万亩以

内的小型提灌，发展到高扬程大

流 量 灌 溉 万 亩 以 上 的 中 型 提

灌。”尚海武说。

在 展 厅 中 ，我 们 看 到 了 我

省电力提灌的发展过程。据了

解 ，白 银 市 靖 远 县 三 合 电 灌 是

上世纪 50 年代我省兴建的第一

个 机 改 电 工 程 ，当 时 扬 程 83.1

米，装机容量 734 千瓦/18 台，灌

溉土地 1 万亩。兰州市榆中县

三角城电灌，扬程 560 米，装机

容量 49089 千瓦/146 台，灌溉面

积设计 18 万亩，有效面积 10.4

万亩。三角城电灌始建于 1965

年，由于各种原因，到 1973 年才

全面建成。

“三角城电灌是当时全省扬程

最高，灌溉面积最大的电灌工程，

给景电工程的兴建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水

资源利用中心副主任贾广钰说。

为何要建景泰川电力提灌

工程呢？贾广钰介绍说：“黄河

之水从兰州一路北上到达景泰

地区时，当地许多老百姓没有办

法 用 上 黄 河 的 水 ，只 能 靠 天 吃

饭。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

程建设后，黄河水转而向西，覆

盖至景泰地区，再翻越昌岭山、

穿越腾格里沙漠，最终到达武威

民勤地区。这个提灌水利工程

把黄河水提升了 700 多米，让更

多的老百姓用上了黄河水。”

1968 年 的 岁 末 ，一 个 振 奋

人 心 的 消 息 在 景 泰 大 地 传 开 ：

“ 兴 建 景 泰 川 电 力 提 灌 工 程 ”。

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兴奋不已，

奔走相告，连准备外出背粮的人

也推迟了背粮的日期，打听着具

体消息。该消息迅速传遍了景

泰全域。

次年 10 月 15 日，在景泰历

史上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

子 ，对 于 许 许 多 多 景 泰 人 民 来

说，这一天令人难以忘怀。望着

展厅中的一张旧照片，尚海武讲

起当时的情景：“当时，主席台前

人山人海，人们激动万分，提灌

工程正式开工了。”

贾广钰介绍说：“原来老百

姓‘靠天吃饭’，眼巴巴地等水盼

水。提灌工程建成后，黄河水引

上来了，大家的生活也发生了日

新月异的变化。”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在展厅内，景泰川电

力 提 灌 工 程 建 设 的 过 程

都 一 一 呈 现 出 来 。 景 泰

川 电 力 提 灌 一 期 工 程 建

设一开始，就围绕“两年上

水，三年收益，五年建成”的奋斗目标，先后打

了“三个战役”。一是草土围堰和泵站建设，

二是国庆上水草窝滩，三是水上猎虎山。依

托这个奋斗目标，景泰人民不惧艰难险阻，克

服了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景电工程建设初期，他们住着草棚、点

着油灯，生活条件很是艰苦。有时候连草棚

也住不上，人们就在地上挖个地窝子来住。

条件艰苦还是其次，更困难的是技术条

件的束缚。少设备、缺材料、缺技术，这些硬

件上的不足，都由建设者们靠人力和智慧补

足。

“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制设备、自筹

资金，无论严寒酷暑，夜以继日地顽强奋战，

终于在荒芜的戈壁滩上如期建成了景电一

期工程”，尚海武回忆时感慨万千。

在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珍贵的

老照片，这些老照片讲述着当时人们如何

草 土 围 堰 、基 坑 开 挖 、水 下 混 凝 土 浇 筑 的

场景。

“搅拌机、放炮器、镐头、大锤、铁锨、钢

钎等都是当时用于一期工程建设的重要工

具”，尚海武介绍道。

在总干一泵站水下混凝土浇筑的整个

过程中，广大工人、民工、技术人员和机关全

体工作人员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人人以投

身建设为荣，为浇筑任务的如期完成辛勤地

挥洒着汗水。一张老照片讲述的正是当时

建设者们在工地开展建设的场面。

尚海武回忆：“1970 年 5 月 23 日晚上 9

点左右，一泵站下游侧墙后墙牛腿终于浇筑

成功，浇筑工程在历经了 43 个日日夜夜的

艰苦奋战之后提前告捷了。那时，整个工地

聚集着满身泥土的建设者们，大家兴奋不

已。景电一期咽喉难关被攻克，宣告工程全

线施工的新局面即将拉开，这也坚定了建设

者们实现省上提出的‘两年上水、三年受益、

五年建成’计划的信心。”

在风餐露宿的环境下，建设者们凭借着

坚定的意志，创造了甘肃黄河提灌的奇迹。

景泰川电力提灌一期工程，1969 年开

工，1971 年上水，1972 年发挥效益，1974 年

工程全部建成。这一工程，标志着我省的黄

河提灌建设跃上了新台阶。

贾广钰说，短短 5 年间，景泰川 30 多万

亩荒滩变成良田，为景泰县人民彻底摆脱贫

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景泰川翻天覆

地的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效远不止于此，景

泰 川 电 力 提 灌 一 期 工 程

滋 润 改 变 着 各 行 各 业 。

上了水，把荒滩变成了稳

产高产的良田，改变了农

业 生 产 基 础 条 件 ；送 了

电，景泰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促进了社会经

济的发展；有了粮，给这里带来了文化教育

事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这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

些也让景泰川成了远近闻名的高扬程电力

提灌工程灌区。

在陈列的图片中，我们看到很多景电工

程建设之初，建设者们使用过的技术设备和

生产工具，聆听着一桩桩、一件件关于景电

工程建设的故事。

曾担任景电工程一期工程技术组组长

的陈可言回忆起开展工程建设初期，不禁感

叹：“景电工程之所以成功，一是关键在于党

的领导，二是有一支能战斗的科技队伍，三

是依靠技术进步开拓创新，四是有实事求是

的思想作风，五是有一种精神总在鼓舞人们

奋勇前进。”

曾在景电工程建设中担任预制厂厂长

的曹自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

荒凉的工地现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除了

漫 天 风 沙 ，几 乎 一 无 所 有 ，吃 住 都 是 个 问

题 。 我 们 建 厂 的 一 切 工 作 都 必 须 从 零 开

始，自己动手挖地窝子住，自己动手盖工棚

当办公室，没有蔬菜，职工们几乎是顿顿吃

干咸菜，喝酱油海带汤。但大家精神愉快，

干 劲 十 足 ，一 心 都 扑 在 为 景 泰 上 水 工 作

上。”

1969 年 10 月 15 日，景电一期工程召开

开工誓师动员大会，第一个硬仗就是总干一

泵站的草土围堰施工。据当时建设者回忆：

“ 草 土 围 堰 需 长 度 0.5 米 以 上 的 稻 草 麦 草

240 万斤，4 万根 10 米长的粗草绳和 16 万根

细草绳。而那年景泰又是一个大旱年，全县

掀起了献草运草的高潮，各公社、大队、生产

队的队员车拉、驴驮、人背，不到 25 天时间，

240 万斤长草就送到了施工现场，黄河岸边

堆成了一座座草山，当时也涌现出许多感人

的故事。”

压堰是从上游开始往下游压，要一层草

一层土不间断地按指定位置向河里倒。压

堰技术指导能手和挑选出来的水性好的压

堰人，除了把草捆一捆一捆压到准确位置，

还要时时防范掉进河里丧生的危险。经过

连续 8 个多昼夜的艰苦奋战，1969 年 12 月

28 日，比原计划提前 8 天，长 180 多米，断面

顶宽 12 米，底宽 14.5 米，厚（高）度 6.3 米的

月牙状草土围堰合龙了，稳圈在黄河左岸。

它像一道铁壁铜墙，让奔腾的黄河腾出了一

块建设泵站的空地。锁在围堰内的死水也

一改往日的混浊，变得清滟，围堰里面呈现

出一个“湖泊”。

“高扬程、大流量、多梯级”的景电工程，

不仅让过去的荒原变成了粮林丰茂的地方，

也让这里的人记住了这里曾经开展工程建

设的故事。

2017 年，景电二期调水工程的启动，更

是在大漠边缘筑起了一道防风固沙的绿色

屏障。

始建于 1969 年的景电工程，承担着甘

肃、内蒙古两省（区）景泰、古浪、民勤、左旗

等四县（旗）近 100 万亩农业灌溉和向民勤

生态供水的任务。

滚滚黄河水被提灌上来，浸润了这一片

广袤的土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绿洲，焕发

新生。在“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理念引领下，新一代黄河“治水人”通过

不懈努力修复生态、合理用水。

据介绍，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一直以来

发挥着高效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持续推进

引黄灌溉工程建设的作用，让奔腾黄河水惠

及更多的良田。

技术发展在不断变化、迭代更新，中国

的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也 不 例 外 。 54 年 后 的 今

天 ，甘 肃 景 电 人 凭 借 着 自 力 更 生 、团 结 创

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依靠科技开拓

创新”的新思维，有了微波通讯、节水灌溉

等十多项科技成果出现在景泰川这片绿洲

上。他们留下的，不仅是发挥重要作用的

黄河提灌工程和一座座提灌泵站，更是工

程建设中开创的“依靠科技、敢为人先、艰

苦创业、造福于民”的景电人的精神。

景电工程博物馆里的每一件设备、每一

册资料、每一幅图片……都无声地向人们叙

述着曾经不平凡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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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闵媛

走进景电工程博物馆走进景电工程博物馆——

黄河之水润山川黄河之水润山川

景电工程总干一泵站

博物馆陈列的当时工程建设初期使用过的运输工具。

景电工程一期工程上水管道安装现场（老照片）。

黄河水成功提灌上来，人们在泵站出水口处

迎接水的到来（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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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县五佛乡境内的黄河红山峡最后一段——车木峡

甘肃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甘肃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长长
期面临缺水问题期面临缺水问题。。陇原人民一直与严酷的自陇原人民一直与严酷的自
然环境进行着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然环境进行着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坚持经过坚持
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建成了一批骨干水利工建成了一批骨干水利工
程程，，为甘肃农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为甘肃农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要贡献，，其中就有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其中就有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

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于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于 19691969 年兴建年兴建，，经经
过几十年的不断建设创新过几十年的不断建设创新，，使白银市景泰地使白银市景泰地
区由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了如今的绿洲粮区由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了如今的绿洲粮
仓仓，，这背后不仅充分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这背后不仅充分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人人
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民群众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了曾改变了曾
经的落后面貌经的落后面貌，，也展现了新一代黄河也展现了新一代黄河““治水治水
人人””通过不懈努力修复生态通过不懈努力修复生态、、合理用水合理用水，，将滚将滚
滚黄河水提灌上来滚黄河水提灌上来，，浸润广袤的土地浸润广袤的土地，，焕发新焕发新
生的奋斗历程生的奋斗历程。。

为了更好地了解景电工程建设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景电工程建设的历史，，
回味那段波澜壮阔沧桑巨变的历史回味那段波澜壮阔沧桑巨变的历史，，我们来我们来
到了位于景泰县城的景电工程博物馆到了位于景泰县城的景电工程博物馆。。

景泰川灌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