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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甘肃省会兰州以北 60 公里的地方，有一片面积达

1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那里叫秦王川。“人畜同饮一池

水，全家共洗一盆水”“吃水贵如油，家家为水愁”曾是秦

王川的真实写照，老百姓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艰难度

日。而在秦王川西南方向 100 多公里之外，有着发源于

祁连山脉木里山的大通河，河水由青海流经甘肃境内汇

入湟水，成为黄河的二级支流。

如何把大通河的水引入秦王川，从根本上改变这

一地区的面貌？从近代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勾

画 引 水 灌 溉 秦 王 川 的 蓝 图 。 清 光 绪 三 十 四 年（1908

年）三月，陕甘总督升允委派皋兰籍绅士王树中等人

到今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一带实地考察红嘴河、黑马

圈河，之后王树中提出“开渠引流济秦王川之旱、广开良

田”的计划方案，这是“引大入秦”设想的第一次提出。

然而，由于地形地势复杂，当时国家积贫积弱以及工程

技术难度限制，这一设想未能实现。1940 年至 1944

年，民国时期的甘肃水利公司，也曾有过引水的想法，并

进行过多次勘测，提出《永登县秦王川查勘报告》，但最

终因水源、地形、技术、费用等问题，所作计划未能实施，

只能望水兴叹。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秦王川千里旱塬

贫困落后的面貌，历届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心运

筹，多方促进，适时作出果断决策，集中人力、财力、物力，

采取各种措施有效解决引大入秦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有力地促进了工程建设。1956 年，定西地区（当时永

登、皋兰两县都属定西管辖）为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

条》，提出引大通河入秦王川的设想，并组织人员对引大

入秦工程进行踏勘。1958年，甘肃省委也曾作出“引大通

河水工程争取 1959年秋季开工”的决定，但随后三年自然

灾害的发生，使得工程难以实施。之后，甘肃省水利部门

多次勘测引水线路，进行方案比选。1970年以后，甘肃连

续几年大旱，永登、皋兰两县的干部群众迫切希望“引大入

秦”工程能够尽早实施，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会同水利部西北勘察设计院进行勘测设计和规划，1973

年完成规划和初步设计报告。

1975 年初，甘肃省水利部门向甘肃省委提交了引

大入秦工程重新上马的报告，甘肃省委认为引大入秦

工程对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力主工程马上进行。为了全面准确掌握秦王川的实际

情况，做好科学决策，1975 年一开春，甘肃省领导带领

省水电局相关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实地踏勘引大入秦

工程线路走向。9 月，省委进一步研究了引大入秦工

程问题，确定继续做好前期准备工作。10 月，甘肃省

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加强甘肃中部干旱地区水利建设

的报告》，原国家水电部组织人员对工程进行了现场审

查。1976 年 1 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复同意兴建引大入秦

工程。6 月，甘肃省委决定引大入秦工程由兰州市组织

实施。10 月，完成《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修改初步设计

报告》，选定天堂寺引水高程 2256米的总干渠引水线路。

11 月 25 日，工程正式开工，人们企盼已久的引大入秦工

程终于进入实施阶 段 。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

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历

届甘肃省委省政府坚持正确决策和

坚强领导，省市县及相关部门相互

配合，广大技术人员和干部群众艰苦

奋斗，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引

大入秦工程顺利通水，这是甘肃乃至

全国水利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引大入秦工程正式开工后，工

程建设者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依

靠钢钎打眼放炮，铁锹镐头挖洞，

车拉肩挑运土，试图征服绵亘的群

山，为秦王川引得一股清流。然而

由于山区地理环境复杂，工程实施

难度巨大，加之随后出现的物资匮

乏、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等诸多困

难，使得施工进度十分缓慢。1978

年 3月，为了加强施工领导，加快施

工进度，甘肃省委决定由甘肃省政

府组织成立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指

挥部，具体负责工程的施工。之后，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工程建设者们

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施工，创造条件

完成了工程前期的通电、通水、通路

和施工房屋修建等各项准备工作。

1980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

期，国家大力压缩基本建设项目，

引大入秦工程于 1981 年缓建。但

是甘肃省委省政府建成引大入秦工

程 的 信 心 和 决 心 始 终 没 有 改 变。

1985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入，沉寂 4 年的引大入秦工程再次

上马。首先是总干渠控制性工程

盘 道 岭 隧 洞 于 1986 年 9 月开工，

标 志 着 引 大 入 秦 工 程 部 分 复 工。

为了克服资金困难，甘肃省政府积

极申请世界银行贷款，1987 年 9 月

14 日世行贷款协议签字生效，工程

利用世行贷款 1.23亿美元和省内自

筹内配资金，两项概算为10.65亿元

人民币，为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

障，引大入秦工程全面复工建设。为

了克服施工技术难题，在甘肃省第一

次采用国际招标，先后有日本、意大

利、澳大利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

建设，引进国外先进 技 术、设 备 和

科学管理方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世界性技术难题。

1989 年 7 月 26 日至 28 日，甘

肃省委省政府在永登召开引大入秦

工程专题会议，决定“骑虎不下、背

水一战”，确定了“一年施工准备，五

年总干通水，七年全面建成”的总体

目标，并成立了由省长担任组长的

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协调领导小组

和由甘肃省委常委担任指挥、省政府

直接领导的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建

设指挥部，主要协调解决工程建设的

重大问题，实行计划单列、资金直拨、

物资直供。同时决定成立引大指挥

部兰州分部，负责东一干渠改扩建、

田间配套和移民安置。这次会议成

为引大入秦工程建设重要节点，自此

全省上下通力合作，全力以赴，完成

引大入秦主体工程的建设。1994年

10月 10日，随着一股清流从天祝县

天堂寺大通河弯道口缓缓流入秦王

川，引大入秦工程正式通水，在场的

干部群众欢欣鼓舞、齐声欢呼，许多

人手捧清水，热泪盈眶，几代人的梦

想终于得以实现。

在工程建设的艰苦岁月里，老

一辈建设者坚持“把心放在水上，

把水放在心上”，发扬“动感情、动脑

筋、动真的、做奉献”的艰苦创业精

神，长年奋战在崇山峻岭之间，风餐

露宿、爬冰卧雪，夜以继日奋战在隧

洞深处，深入项目现场，天当房地当

床，带着自筹的水泥、砂石，一把干粮

一口水地苦干，用行动践行初心，用

担当诠释使命。引大入秦工程凝聚

着数以万计设计者、施工者的聪明智

慧和艰苦劳作，奋战在引大入秦工程

战线上的建设者们，凭着坚定的引水

信念，克服困难、顽强拼搏，苦干实

干、百折不挠。

总干渠工程是引大入秦灌溉

工程的重点工程，也是建造时间最

长的工程。总干渠工程的构成十

分复杂，有隧洞、渡槽、倒虹吸、暗

渠、明渠等多种形式，其中隧洞的

建设是重中之重，是决定整个工程

成败的关键，施工难度极高。在隧

洞建设过程中，为确保隧洞施工安

全并顺利贯通，国内外专家和工程

技术人员通力协作、研究对策，冒

着塌方、流沙、涌水的危险，用尽地

下施工的十八般武艺，历经艰辛，攻

克了世界难题，在隧洞施工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总干渠工程于

1976 年 11 月开始施工准备工作，

1980年进入主体工程施工，仅完成

了 11千米的隧洞掘进，还完成了一

些零星工程及主要的大型临时工程，

1981年停工缓建。盘道岭隧洞是引

大入秦的控制性工程，具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全长 15.72 千米，当时是居

世界第七、我国第一的长隧洞，于

1986年 9月正式开工。总干渠其余

工程亦于 1988年通过竞争性招标，

先后由国内外的多个施工单位进行

施工。1992年 1月 12日，盘道岭隧

洞按计划顺利贯通。1月20日，引大

入秦工程的第二长隧洞——30A隧

洞贯通。随后，掘进机投入到 38号

隧洞的建设，“并且创下了日成洞进

尺 75.2米、月成洞进尺 1401.6米的

世界纪录”，8月24日，38号隧洞全线

贯通。上述三个隧洞的贯通，标志着

引大入秦工程主体工程建设取得了

阶段性胜利。1994年10月，由 33 座

隧洞联结 86.95 公里长的引大入秦

总干渠建成通水。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

除了要按时完成紧急的施工任务，

还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应对临时

突发的紧急状况。渠首引水枢纽工

程是引大入秦灌溉工程的龙头工

程，它位于甘肃天祝县天堂寺和青

海互助县加定乡下游的大通河上。

工程于 1990 年 4月动工兴建，渠首

枢纽一期工程进入全面施工。1992

年7月，正值渠首枢纽二期工程最紧

张、最关键的时刻，施工者接到大通

河防洪抢险的艰巨任务，广大干部

职工齐心协力，经过半个月的艰苦

奋战，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超额完

成引大入秦工程指挥部规定的防洪

抢险任务，有效保护了国家财产。

防洪抢险工作的全面胜利，极大地

鼓舞了引大入秦工程的建设者，有

力地推进了工程进度。1994年5月，

渠首枢纽工程全部按计划完工。

引大入秦工程除总干渠之外，

还包括东一干渠、东二干渠、电灌分

干渠、黑武分干渠、61条支渠及斗渠

以下的田间配套工程。在建设过程

中，从高级工程师到场地作业人员，

为加快工程进度，他们夜以继日、马

不停蹄地拼命工作，常年奋战在工区

第一线，冰天雪地住简易工棚，干粮

咸菜是家常便饭，经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终于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993年 10月，东一干渠改扩建任务

全面完成。1995年10月，东二干渠

提前合同工期15个月建成通水，东二

干渠的全线通水，是引大入秦工程建

设史上又一个里程碑，省委省政府在

庄浪河渡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

会。1998年10月黑武分干渠建成通

水，2000 年 5 月电灌分干渠建成通

水，标志着引大入秦主体工程基本建

成。2015年4月，引大入秦工程通过

竣工验收，正式宣布全面竣工，为长达

39年的建设历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引大入秦水利工程举世瞩目，

创造了甘肃水利建设史上的许多

奇迹，铸就了一项“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伟大工程，作为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和重大建设成就，被载入

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政府工作报告、载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成就概览》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事记》。引大入秦工程

建设历程和实践，展示了甘肃省坚

持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不断改善民生的重大决心和重

要实绩，被誉为德政工程、民心工

程、生存工程和发展工程。

改善了人民农业生产生活条

件。自引大入秦主体工程建成通水

以来，灌区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

生活、城镇面貌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如期实现了国务院确定的“改

变秦王川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改变贫

困面貌、安置贫困山区移民”的三大

目标，工程引水能力达到设计年引水

量 4.43 亿立方米，彻底改变了灌区

生产生活条件和农业基本条件。秦

王川粮食亩产量由通水前的60公斤

提高到40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由通

水前的300公斤提高到600公斤，解

决了受益区 200多万人和20多万头

（只）牲畜的饮水困难。通过产业结构

调整，农民多业并举综合发展，农民年

人均纯收入由通水前的178元提高到

2022年的15505元。综合来看，引大

入秦工程与景电、西岔电灌工程连成

一片，在黄河上游地区建成一个稳产

高产的粮食基地，对改善全省农业基

本条件、强化中部干旱地区农业生产

基础、实现粮食自给具有重大意义。

积累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宝

贵经验。引大入秦工程是中国水利

史上的经典之作，为甘肃省乃至全

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经

验。在引大入秦工程初建阶段，进

行了掘进机的实验施工，为改进工

程技术和隧洞建设作出了先期探

索、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对当时大型

掘进机的施工产生了很大的潜在影

响，在当时省内水利界引起了巨大

反响。盘道岭隧洞施工采用新奥法

理论设计和施工，安全快速地建成

了当时国内最长的引水隧洞，攻克

了在极软岩中建造水工隧洞的难

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庄浪河

渡槽规模在国内属少有，工程布置

与环境协调，美观雄伟。预制吊装，

加快了施工进度，保证了施工质量，

节省投资，属国内领先水平。特别

是在隧洞施工期间，国内、省内的施

工队伍积极向国外学习施工管理经

验和先进技术，提升了自身的施工

技术。此外，引大入秦工程的成功

建设，也为国家实施“南水北调”工

程作了有效探索，提供了多方面的

借鉴，对其他地区的矿山、公路以及

铁路施工等也提供了经验。

促进了兰州及周边地区的经

济发展。1994 年 8 月，水利部领导

在视察引大入秦工程时指出，引大

入秦工程要达到“一流设计、一流

施工、一流管理、一流效益”。引大

入秦工程通水运行以来，为供水区

生产生活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

强有力的水资源支撑，有力地促进

了供水区的开发建设，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年提升，加

快了供水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

2011年 2月，甘肃省委、省政府作出

由引大入秦工程承担向兰州新区开

发建设供水的重大决策，标志着引

大入秦工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12 年 8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

兰州新区，为引大入秦工程持续健

康发展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注入

了新的活力。随着兰州新区的兴

建，引大入秦工程的效益进一步得

到发挥。2014年 9月 15日，引大入

秦兰州新区供水调度中心顺利封

顶。2015 年，引大入秦工程实现

1265 千米的渠道自动化管理。这

些后续工程的实施和管理程序的

科 学 化 ，标 志 着 引 大 入 秦 工 程 对

保障兰州新区开发建设起到的作

用 越 来 越 显 著。这也正是引大入

秦工程在新时期对兰州及周边地区

的经济发展、生态改善产生重大作

用的生动体现。

提供了丰富的旅游文化和自然

景观资源。引大入秦工程通水运行

多年来，随着秦王川灌区和兰州新

区生态绿化面积的不断扩大，区域生

态环境显著改善。经过多年开发和

建设，引大入秦工程已成为重要的游

览参观景点，沿线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包括引大入秦工程许多雄伟壮观

的建筑和工程沿线引人入胜的自然

景观和人文活动胜地，还有规划建设

的度假旅游区等，为旅游业发展提供

了丰富的资源，对带动甘肃省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引大入秦工程是甘肃人民战天

斗地的伟大壮举，它的成功兴建，生

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生动体现了我

们党牢记宗旨、情系群众、服务群众

的责任担当。（执笔人：诸葛云艺）

引大入秦工程是甘肃引大入秦工程是甘肃

省 规 模 最 大 的 跨 流 域 自省 规 模 最 大 的 跨 流 域 自

流灌溉工程流灌溉工程，，也是中国水也是中国水

利史上的经典之作利史上的经典之作，，创造创造

了 中 国 乃 至 世 界 水 利 建了 中 国 乃 至 世 界 水 利 建

设 的 诸 多 奇 迹设 的 诸 多 奇 迹 ，，被 誉 为被 誉 为

““中国人工地下长河中国人工地下长河”“”“西西

北都江堰北都江堰””。。

引大入秦工程自引大入秦工程自 19941994

年年 1010 月建成通水以来月建成通水以来，，已已

走过整整走过整整 3030 年的历程年的历程。。3030

年来年来，，大通河水日夜浸润大通河水日夜浸润

着秦王川的大漠绿地着秦王川的大漠绿地，，为为

供水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供水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和兰州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兰州新区的

开发建设奠定了可靠稳定开发建设奠定了可靠稳定

的水资源基础的水资源基础，，为推动中为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作出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作出

了积极贡献了积极贡献。。

决决 策策 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领导下，，““引引
大入秦大入秦””从设想成为现实从设想成为现实

一代代建设者艰苦奋斗一代代建设者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坚韧不拔建建 设设

贡贡 献献 建设工程举世瞩目建设工程举世瞩目，，功在当代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利在千秋

武威市天祝县天堂镇引大入秦工程渠首枢纽武威市天祝县天堂镇引大入秦工程渠首枢纽。。丁凯丁凯

引大入秦工程庄浪河渡槽

兰州新区城市一角兰州新区城市一角（（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甘肃引大入秦水利工程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