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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伟大的黄河———母亲河，浩浩荡荡，奔腾不息，滔滔穿越永靖县 107

公里。国家先后建成了盐锅峡、刘家峡、八盘峡、炳灵峡 4 座大中型水电

站，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河巨龙之上。黄河不仅用甘甜的乳汁哺

育了两岸人民，赋予了发展水电事业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孕育了丰富

多彩的水电文化，使黄河三峡成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摇篮，被誉为“中国

水电之乡”。

黄河三峡水电文化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其精髓是在建设刘家峡、盐

锅峡水电站过程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

国人战胜困难、奋发有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1955年 7月 30日，

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

划的决议》后，刘家峡、盐锅峡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1958

年 9月，全国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汇聚永靖，开始了建设刘家峡水电站的艰

难征程。当时我国正处于备战备荒、内忧外患、一穷二白的特殊历史时

期，广大建设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建成了举世瞩目的

大型水电站，也由此成为我国自行勘测设计、自行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安

中共永靖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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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自己调试管理的国内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是新中国

水电建设的一座丰碑，创造了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的奇迹，成为全国人民的

自豪和骄傲。

刘家峡、盐锅峡等水电站建设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临夏、

永靖倾全县之力支持水电站建设，为水电站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不少建设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黄河三峡移民群众舍小家、顾大家，从

“天心地胆”的米粮川迁移到干旱山区和台塬，表现了顾全大局、牺牲自

我、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黄河三峡移民群众在国家、省州的大力支持

下，发扬移民精神，正在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使黄河驯服成电流”，刘家峡、盐锅峡水电站的建设使滔滔黄河变成了

强大的电流，传向甘肃、新疆、青海、陕西等省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

了西北大地，为西北地区的工农业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河三峡水电文化》描述了水电事业的建设历程和辉煌成就，记载

了新时代水电站创建者和经营管理者的英勇事迹，讴歌了水电建设者的创

业精神和库区移民的奉献精神，为广大读者了解黄河三峡水电文化提供了

生动鲜活的教材。编委会成员做了大量搜集、挖掘、整理和编辑工作，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在《黄河三峡水电文化》付梓之际，应编委会之邀，写下片语，寄予

期待。

201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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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篇

开篇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从巴颜喀拉雪山奔来，汇成黄色波涛，

在高耸的山峰间九曲回转，在深邃的峡谷里奔腾汹涌，在漫无边际的河滩

里散漫流淌，无日无夜。黄河哺育两岸众生滋长，她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创

造之神，这个民族从上古先人起就认她为母亲，崇敬她，拥戴她。

她的古时子孙或以诗句咏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或以文赋描摹：览百川之雄壮，莫高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出积

石之嵯峨。

她的当代子孙的赞歌更是在九州回响：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

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

演！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

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黄河，性格豪迈而行止粗犷，容貌凝重而心胸宽厚，哺育着两岸的子

子孙孙。

黄河，闻名世界的万里巨川，真正称得上是源远流长，在我国古籍中

很早就被尊称为“四渎之宗”。古时称江、河、淮、济为“四渎”，《汉

书·沟洫志》说：“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河”，

在古籍中专指黄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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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很长的时期

内，黄河流域正是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最早的封建统一帝

国———秦、汉王朝，就建都于黄河流域。经济繁荣、文化辉煌、疆域广大

的大唐帝国，其国都也建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是我国灌溉农业最早的发

源地。黄河，百水之首，“河中之王”，被认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受到历

朝历代万民的景仰。

但是这条大河脾性也大，大得有些张狂，大得有些暴戾。史书有载，

两千年间，黄河泛滥、决口有一千五百次以上；南北大幅度振动改道就有

七回。黄河给这片土地留下无数的伤痕，给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带来无数的

灾难。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史前人类对这条大河敬畏心理的反映，也反

映了大禹时代，黄河洪水的威胁就成为先民之患，还反映了从大禹治水开

始，中华民族的祖先就试图治理、改造这条大河。

纵观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治黄历史，历朝历代，面对所谓“治河”，有

过浩浩荡荡，有过轰轰烈烈，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不得不巨大。但“治

河”与黄河上游无涉，大体局限于黄河下游，而且只是防御洪灾，而且是

被动地防御洪灾。这条大河，以及岁月的长河都在华夏土地上流淌而过，

这块土地上并没有留下值得傲示于人或值得记忆的治黄遗迹。虽然在治河

史上，能臣良吏、学人专家、能工巧匠的智慧之光在世界民族之林辉耀。

新中国的治黄事业，一开始就有“除害兴利、蓄水拦沙、综合利用、

梯级开发”的指导方针，并以“修筑大坝、蓄水拦沙、防洪防凌、发电供

水”作为治理开发黄河的举措。在既定方针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安排重大

工程项目，在黄河干流上修建数十座拦河大坝，层层拦洪层层拦沙，以使

中华民族“黄河清”的千古梦想变成现实。

黄河，是共和国最早开发水电的大河，新中国的水电建设事业是从黄

河开始起步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黄河水电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

道路。五十多年来，黄河水电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在九曲十八弯的黄河的众

多峡谷中，建造着一座又一座的水电明珠，铸造着一个又一个的辉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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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永靖这片土地，位于黄河上游。所谓黄河上游，指从河源

到内蒙古托克托的河口的河段。也有一种学术观点，即青海贵德以上至河

源为黄河上游，这里是高山草原；而贵德以下至托克托河口，是峡谷区和

宁蒙平原。我们生活而且最关注的这个地区内，熟知的大夏河、洮河，还

有湟水，是黄河最重要的支流。我们相傍相依的炳灵峡、刘家峡、盐锅

峡、八盘峡就在永靖这个不算大的县域之内。河流曲折，主流浩荡，支流

水丰，峡谷众多，峰高峡深，当然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英雄大禹，正

是从积石山之黄河峡谷出发，从黄河三峡开始，创建他治水的辉煌业绩

的。我们祖先第一次治理黄河的伟大实践，首先是在炳灵峡、刘家峡、盐

锅峡、八盘峡进行的。在共和国宏伟的治理开发黄河的规划中，炳灵峡、

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占有足堪自豪的地位，而刘家峡更是在重点建设

工程中首先登场。当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呐

喊，将在这里压倒黄河的惊天涛声；黄河也要被子孙用浓墨重彩添上水电

文化的绚丽华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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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刘家峡修建全国最大的水电站

一

大坝凌空锁黄龙，

飞瀑直下九天惊。

银线穿梭织锦绣，

长河摇落满天星。

莽莽烟波路几重，

光明东西南北情……

这是名为《放歌刘家峡》的一首歌。

在刘家峡水电站被命名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际，这首歌

颇带豪迈情怀的旋律，曾在刘家峡谷，在陇原大地上奏响。这是歌唱刘家

峡水利枢纽的歌，是水电建设者和黄河三峡人民爱唱爱听的歌。歌曲唱

道：

千古同声赞奇景，

豪情尽在挥洒中……

提起刘家峡这个名字，或者当《放歌刘家峡》的旋律在耳际响起，在

算得上是长久的岁月中，无数人的目光就会一亮。

20世纪相当长的年月里，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到处都能听到童声的

朗诵：

汽车沿着黄河岸边的公路行驶。我坐在车上，远远地望见一座银

灰色的大坝，镶嵌在狭窄陡峭的山壁中间。爸爸说：“那就是水电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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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拦河大坝。这座大坝有 40 层楼房那么高，奔腾的黄河水进入峡谷，

就被它拦腰截住了。”

这是小学语文第八册中的一篇课文，题目叫《参观刘家峡水电站》。

课文一开始说：“去年暑假，我去甘肃永靖县看爸爸。到那儿的第二天，

爸爸就带我去参观刘家峡水电站。”

曾经踏进 20世纪 80年代、90年代小学校门的人，大都曾经朗诵过这

篇课文；陪伴这些孩子成长的父母，大都倾听过孩子对这篇课文的朗诵。

那是动听如万花园中小鸟歌唱样的朗诵。今天，在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

日子里，在这座雄伟的水电站旁边的黄河之滨，让我们共同把这篇课文再

朗诵一遍：

下了汽车，我们登上大坝。坝顶宽阔平坦，可以并排行驶四辆卡

车。站在坝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人工湖。碧绿的湖水映着

蓝天白云，更显得清澈。爸爸指着坝底告诉我：湖水从大坝的进水口

直冲下来，流入电机房底部，推动水轮机。水轮机不断运转，发电机

就产生了强大的电流。电流通过高压输电线，输送到各地去。

我正望着一条条伸向远方的高压输电线出神，爸爸说：“快看，

泄洪道开闸了！”顿时，湖水如万马奔腾，倾泻直下，发出一阵阵轰

鸣，掀起一团团水雾……

我们从坝顶乘电梯下了大坝，钻进水电站的心脏———电机房。电

机房里灯火辉煌，五台绿色的大型发电机组，整齐地排列着。爸爸

说：“这五台发电机每年发的电，比解放前全国一年发的电还多。甘

肃、青海、陕西等省广大城乡用的电，都是从这儿输送去的……”

随着这朗诵的声音年复一年在祖国大地上的回响，刘家峡这个响亮的

地名和她的神奇的水电站，深深地印入一季又一季花朵般儿童的心中，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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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入众星拱月一样呵护这些花朵们的大人心中。在祖国的大西北，有一个

小地方叫刘家峡。在刘家峡这个小地方，有一座雄伟的大水电站。所以，

提起刘家峡，提起刘家峡水电站，无论在大江上下、长城内外，在塞北，

在海南，在白山黑水、雪域草原，总会看到人们的眼睛一亮。

这个民族有着八千年历史的文明之光，这个国家有着九百六十万平方

公里的广阔领土，该有多少可歌可泣可记载于史籍、可记载于教科书的物

事啊！刘家峡水电站，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样的荣光和这样的骄傲。在

一定的意义看，登上教科书，是被赋予一种神圣的地位、无上的荣光，和

让整个民族都眼睛一亮的骄傲。

提起刘家峡水电站，最感骄傲和荣光的是黄河三峡的人民。人们记

得，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年月里，最能体现央视权威的“新闻联播”节目

图1 绿水库高大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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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片头，是由三组影像组成的。除天安门广场以及南京长江大桥镜头外，

就是刘家峡水电站大坝巍峨矗立云天、泄流成瀑如万马奔腾的壮观，表现

了人类的创造、力量和一种可撼动山河的精神。

倘若来黄河三峡旅游体验包括刘家峡以及盐锅峡、八盘峡和炳灵水电

站组成的独一无二的水电长廊工业文明，你想留下值得珍藏的纪念，以刘

家峡水电站为内容的邮票应该是最优先的选择之一。邮票，被誉为一个国

家的“名片”。刘家峡水电站几次出现在中国邮票之上，几次现身国家

“名片”，充分表现了其值得宣示于世的骄傲和荣耀。

二

1994年 8月，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通知。文件

对爱国主义教育意义有深刻的阐述：

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

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

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件接着阐述道：

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

的共同基础，是全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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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刘家峡修建全国最大的水电站

同年 12月，中共甘肃省委印发《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意见》的

通知。“实施意见”中说道，历史文物、革命文物、重点骨干企业、重大

建设工程和先进典型单位“都是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历史、认

识国情、学习传统的重要途径和生动教材”。由是确定 26处全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刘家峡水电厂非常光荣地进入省委命名的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名单，并予授牌。

由是，宣传部门组织编写了《陇上壮歌行———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指南》。这是甘肃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之一。书中《高峡出平湖》

一章，是关于刘家峡水电站的“指南”。“指南”内容权威，文字精彩，

这里应该读上几段，以增加对这座“基地”的感性认识：

刘家峡，西北高原一块碧绿的宝石，黄河上游一颗璀璨的明珠。

出兰州西行 100公里的永靖县境内，有一条两峰雄峙、壁立如削

的幽深峡谷。入峡不远，一座银灰色的大坝横空出世，用钢铁的脊梁

截断了咆哮奔腾的黄河。我国水电史上第一个装机百万千瓦以上的大

型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就坐落在这里。

刘家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122.5 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 57 亿

度，工程总投资 6.38 亿元，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防

凌、养殖、航运等综合利用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工程

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在征服黄河灾害，开发黄河水利资源事业中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站在长 840米、高 147 米的拦河大坝上凭栏远眺，但见两岸铁塔

高耸，银线如织。大坝左岸的泄水道、右岸的泄洪道和坝内的排沙

洞、泄洪洞，共同构成了降龙伏虎的铁手钢臂，牵着桀骜不驯的黄河

飞驰而去。每到汛期，泄水道内，汹涌的河水如蛟龙出海，腾空而

起，一头扎进主河道，翻卷起阵阵蒙蒙细雨；右端泄洪道的万丈激流

如猛虎下山，狂奔怒吼，从近百米高的陡崖直落峡谷，流泉披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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