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景泰川之歌：弘扬景电创业精神征文优秀作品集 /董萍，
周正福主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5

ISBN 978- 7- 80714- 765-7

Ⅰ.①景···Ⅱ.①董···②周···Ⅲ.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②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17.1

中国版书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2）第 086552号

景泰川之歌
弘扬景电创业精神征文优秀作品集
董 萍 周正福 主编
徐定福 副主编
责任编辑 / 周桂珍
装帧设计 / 三川和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兰州奥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 兰州城关区鱼儿沟 13号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 255千
印 张 / 16.75
版 次 / 2012年 5月第 1版
印 次 / 2012年 5月第 1次
印 数 / 1-1000册
书 号 / ISBN 978-7-80714-765-7
定 价 / 28.00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969年 10月和 1984年 7月先后开工建设的景电一、二期工程，是甘肃水

利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大壮举，被誉为“中华之最”。她

的建成，使景泰、古浪两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昔日飞沙走石的戈

壁荒原变成了美丽富饶的绿洲粮仓。

“山岳镇西部，黄河绕东流。”千百年来，由于受经济、政治、科技等诸多因素

的制约，景泰人民对黄河水利用得很少，干旱、风沙和极度缺水严重威胁着景泰

人民的生存，阻碍着景泰生产的发展。这一切，直到 20世纪 60年代末才发生了

根本转变。1969年，在经过周详的勘测规划之后，甘肃省委、省政府终于敲响了

富有历史意义的重锤：建设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但当时的甘肃，国民经济极端

困难，物资设备极其匮乏，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要建设一个水利建设史上最

大的项目，谈何容易！任重自有铁肩扛，以李培福、贺建山、陈可言为代表的老一

代景电人没有被困难压倒，他们依靠科技，发动群众，自筹资金，自制设备，带领

工程技术队伍、军垦战士和农民群众，挖地窝、斗风沙，睡草铺、战严寒，忍饥挨

饿、人拉肩扛，克服重重困难，如期建成景电一期工程，实现了“两年上水、三年

受益、五年建成”的奋斗目标，奏响了一曲人类改造自然、进军荒漠的胜利凯歌。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历尽 10艰辛岁月，1994年，景电二期工程基本建成。

景泰的灌溉农业迅速发展，生态环境大为改善，长期以来困扰景泰人民的温饱问

题得以彻底解决，景泰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景电工程不仅用甘甜的黄河

水润泽了贫困落后的景泰、古浪两县的 83万亩戈壁荒滩，而且还给荒漠化日趋严

重的民勤县调去了水，送去了绿色；不仅改造了自然，而且还锤炼、造就了一批水

利事业的人才，孕育了“依靠科技、敢为人先、艰苦创业、造福于民”的景电精神。

风雨岁月，涤不尽景泰人的记忆；辉煌历程，满载着创业者的功绩。饮水思

源，可以说，没有李培福等老一辈景电创业者，就没有景电工程。在那样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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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里，他们组织队伍、筹备资金、落实设备，保证了工程得以按期建成。尤其是

花甲之年的李培福同志，他尊重人才、尊重科技、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吃住在现

场、战斗在一线、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开创了甘肃大型高扬程电力提灌工程建

设之先河。40余年来，这位被毛主席亲笔题写“面向群众”的好干部，已经成为景

电精神的代名词。在景泰这片热土上，“景电之父”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景电精

神已经成为激励景泰人民创业致富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90周年之际，共青团景泰县委、景泰县教育

局、景电管理局团委精心组织开展了“传承和弘扬景电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团员

热爱景泰川、建设美好家园的豪情壮志”主题征文活动，并将遴选出的优秀作

品，同老一代景电创业者陈可言先生的《景泰川的足迹》《景电工程铸就的中华

之最》和梁兆鹏先生的《甘肃水利史上辉煌的一页》三篇文章一并结集为《景泰

川之歌》。书中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经历，以平易质朴的文字，真挚饱满的情感，

畅谈理解感悟，讴歌美好家园，抒发豪情壮志，为读者全新又全面地展现了景电

工程建设 40余年来景泰大地的沧桑巨变。同时，书中选刊了景电建设历程中部

分珍贵的老照片和各级老领导关心景电建设的题词。这些照片和题词是景电建

设者们足迹的见证，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为读者多角度认识这一救

命工程、翻身工程、致富工程、生态工程、德政工程打开了一扇清新的窗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需要加快经济发展，更需要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快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从这个层面讲，

《景泰川之歌》的结集出版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全县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中

小学生来说，《景泰川之歌》必将使大家在了解家乡、认识家乡的过程中开阔视野、

陶冶情操、启迪智慧，从而激发感恩家乡、回报家乡、以家乡建设为己任的豪情壮

志。

《景泰川之歌》是对景电工程 40余年光辉历程的一份美好回忆，是传承和

弘扬景电精神的一曲时代赞歌，也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一

份宝贵财富。

是为序。

中共景泰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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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以北，腾格里沙漠南缘，有万顷荒漠戈壁，此乃景泰川。这里土地肥

沃，干旱少雨，河低地高，千百年来景泰川百姓们只能望河兴叹。

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察民情、重民生、解民忧，决定兴建景泰川电力

提灌工程。该项工程是一项横跨省区的高扬程、多梯级、大流量的大型提灌工

程，灌溉面积 100万亩，分期建设。

一期工程于 1969年 10月开工建设，当时生产力水平落后，物资建设匮乏，

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以李培福、贺建山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景电人带领全省

水利建设者、军垦战士和景泰民众克服重重困难，实现了“两年上水、三年受益、

五年建成”的奋斗目标，首创我国大型电力提灌工程建设先河，为改善甘肃省中

部干旱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开创了一条新途径，也为甘肃省电力提灌工程建设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二期工程于 1984年 7月开工建设，正逢改革开放初期，按照

投资省、进度快、质量好、效益高的建设方针，实行目标管理、划断承包、招标投

标等建设措施，实现了“三年上水、四年受益、十年建成”的奋斗目标，是甘肃省

第一个不超概算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它的建成惠及明长城脚下的景泰、古浪

两县人民。

景电二期延伸向民勤县调水工程于 1995年 11 月开工建设，2000年基本

建成，2001 年 3月开始向民勤县调水。它的建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勤县水

资源枯竭、土地沙化、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趋势。

景电工程就其扬程、流量、装机容量、多梯级综合评价，被誉为“中华之最”。

景电工程四十年的历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继承创新的发展史，也

是荒漠变绿洲的历史见证，它孕育凝练的“依靠科技、敢为人先、艰苦创业、造福

人民”的景电精神，既是对景电人创业的真实写照，也是几代景电人创作的精神

财富。

张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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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传承和弘扬景电精神，激励广大青少年热爱景泰川、建设美好家园的

远大理想，团县委、县教育局、景电管理局团委开展的主题征文活动意义深远、

十分必要，并将优秀作品编辑成作品集———《景泰川之歌》。饮水思源，作品集不

仅体现了景泰人民对景电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的永恒纪

念，也抒发了广大青少年热爱景泰、建设美好家园的豪情。

“景电精神”、“景电之父”、“面向群众”、“人民公仆李培福”已经成为景泰川

地方文化的代名词，成为景泰大地永恒的文化符号。它是繁荣景泰文化，传承地

方精神的重要载体；是景泰文化强县战略的一种有益探索；是一本对全县干部

群众进行勤政为民、艰苦创业、爱岗敬业、职业道德教育的教材；也是一本对景

泰青少年进行本土文化教育、德育教育的一本好教材。

是为序。

景泰县人民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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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川的足迹
◆陈可言

甘肃是一个以干旱为主要灾害的地区。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原因，水土

资源的组合很不平衡，虽然河西及中部地区土地

资源比较丰富，但降雨量稀少，这就决定了水利

建设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性、特殊性和复杂性。

多年来，这里粮食不能自足，群众生活贫困。

为了改变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建设稳产高

产农田，解决群众的温饱，甘肃省决定修建景泰

川高扬程电力提灌工程。

被列入“中华之最”的景电工程，二十多年

来，在甘肃农业发展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使景泰

由贫困县一跃成为一个有粮、有水、有电并向国

家作出贡献的商品粮基地。

成功的工程

今天景泰川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景电一期工程实际灌溉面积 30.4万

亩，超过设计灌溉面积。最大上水能力达到了 12秒立方米的加大流量，年提水

量 1.47～1.67亿立方米，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 0.68～0.72，均超过或达到了设计

水平。实际平均亩用水量 310～320立方米，平均亩产 376公斤，接近远景规划亩

产 400公斤的设计目标。

小气候变化显著。灌区上水前后 10年相比，年平均降水量增加 3.8毫米，与

珍贵的回忆ZHENGUIDEHUI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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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川之歌 ◇ JINGTAICHUANZHIGE

之相邻的靖远、武威两县市则减少了 20毫米。风速变化更为明显，平均风速由

3.7米/秒减少到 2.4米/秒，8级以上大风天数由 29天减为 14天。相对湿度由

46%增加到 48%，蒸发量由 3300毫米减少到现在的 2000毫米，这种变化超出

了大气候变化的范围。

事情远不止于此。上了水，把荒滩变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改变了农业生产

基本条件；送了电，景泰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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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

景电工程成功利用黄河廉价的水电，抽取黄河丰富的水量，为改变这一地

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黄土高原的灌溉农业、保持生态环境相对稳定，找到了

出路。1981年，水利部钱正英部长来甘肃亲自视察了景电一期工程。她给国务院

的报告中指出：景泰川电灌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83年，水利部批准了

景电二期工程的建设。

正确的决策

1969年，甘肃省革委会决定兴建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规划面积 100万亩，

提水 40秒立米，分期建设；第一期工程上水 10秒立米，灌地 30万亩。

对于景泰这片处女地的开发，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 1963年，景泰县

人民委员会于（63）景人集字第 303号文就提出过发展电力提灌开发这片荒地

的要求。后来水电部西北勘测设计院进行黑山峡初步设计时，在报告中提出了

把这片荒地作为移民区的开发方案。1969年，为响应毛主席走“五七道路”的号

召，由兰州炼油厂、白银公司、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等 18家大型

厂矿企业联合报告共同开发景泰川，这引起省上领导的重视。由李培福同志负

责，于 1969年 3月开始，组织农建十一师、西北勘测设计院、河西建委等单位抽

调 800多人，进行勘测设计工作。提出初步设计后，经省革委会批准，同年 10月

15日景电一期工程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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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川的开发与分期建设是符合实际的。当时在财力、物力都十分困难的

情况下，如果全面开工不仅难以奏效，而且欲速则不达。景电工程的分期建设是

愿望和求实，战略和战术的积极结合，是成功的科学决策。

可贵的经验

从工程技术的角度看，景电工程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在整个工程实践过程

中，主要有五点经验：

一、关键在于领导

1969年 11月，工程开工不久，甘肃省革委会听取了工程汇报，省革委副主

任胡继宗同志说：“工程上马了，要克服困难，就是拿轱辘绞也要把水绞上去。”

为了保证 1971年 10月 1日上水，省军区司令员张忠亲自到综合电机厂对厂长

说：“我 9月 23日派大拖板来拉电机，电机拉不上，就把你厂长拉上。”23日下午

5点，最后一台三泵站的大泵被拉到现场，负责安装的八冶工人在凌晨 1点吊入

机坑，基础螺栓二期砼采用了环氧砼，保证了 29日试运行，30日上水得以成功。

景电工程是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建设的。当时主体工程已经开工，但临

建房屋还没盖一间。四面八方来参加工程建设的人员有的住进一条山、兴水、芦

阳等村庄的民房，更多的人为了工作需要，拖家带口住进简易的地窝子。领导为

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决定同时在一条山这个荒无人烟的沙丘上建职工宿舍。

但在当时“文革”的影响下，这样一个起码的生活保障措施也遭到非议。黄河边

五佛寺工地贴出不少大字报，进行所谓的路线分析，提出了“先治坡，还是先治

窝”的问题，认为先搞工程，以后再盖宿舍才是走大寨先治坡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引起了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培福的重视。一天，他找到贺建山和我，坐上他那

唯一的一辆帆布篷苏联吉普车去五佛寺看大字报。看了两三张之后，他把拐棍

往地上一拄气愤地说：“走，不看了。”第二天，召开指挥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扩

大会议，李培福同志首先说：“让大家长期住在地窝子里，不是长久之计，我看坡

也得治，窝也得治，房子还是要盖。”实际上他说出了大家要说的心里话，这不仅

珍贵的回忆ZHENGUIDEHUI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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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施工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最后大家一

致同意李培福同志的意见。

工程施工全面铺开，副指挥贺建山经常深入现场，掌握情况，解决实际问

题，决策重大方案。总干渠的渠线，特别是总干一泵站到四泵站之间地形复杂，

渠线穿山跨沟，贺指挥亲自翻山越岭一一察看，听取方案比较汇报，最终决定了

总干渠的渠线方案。总干一泵站基坑开挖到最后清基阶段，方量不大，不能放

炮，只好由人工清理、冲洗。为了同洪水抢时间，他动员机关全体职工，包括从北

京下放到工地来的月坛医院的大夫、护士们，连续昼夜作业，按时完成了清基任

务，开始了泵站底板砼的浇筑。

总干渠上的 9号渡槽高达 32米，芦阳沟渡槽长 195米，每节槽身重近 50

吨。经比较，槽身决定采用预制吊装方案。但如何吊装，两位吊装老工人意见分

歧，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一位主张用灵机扒杆吊装；一位坚持用缆索吊装并说：

“如果你能吊上去，我就头朝下爬出去。”从技术角度上看，槽身重主索需要大断

面钢丝绳，钢丝绳粗、绕度大，渡槽两端地形高度也不够，贺指挥又召开专题会

议，听取各方面意见，最终拍板采用了杨光华老师傅自制灵机扒杆方案，结果吊

装成功。

景电工程的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71年 9月 30日 22时 35分，水到独

山子公路桥，提前 25小时 25分完成了国庆上水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甘肃日

报》头版作了专题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参考消息》也

列为当年十大新闻之一发表，但《人民日报》因为“不是发展方向”而未做报道。

总干渠上各泵站设计安装四条管道。工程上水后，管道已经装完了第三条，省上

主管的领导在一次大会上讲：“一条山上水了，老百姓交不上水费，第四条管道

不再装了。”李培福同志听到后立即访问了群众，还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大家

认为贫困山区的群众刚迁入灌区，开荒、平地、修渠、盖房投入大，一时欠交水费

是暂时的，等到水地产量增高，效益会越来越好。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四条管

修了三条，第四条管为什么不修？就是犯错误我也要犯到底。”这才成全景电一

期工程，没有半途而废。上水初期农民欠交水费 260万元，在 1981年后农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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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增加，不但还清了所欠水费，而且从未申请国家减免。

“文革”极“左”路线的干扰对工程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当时工程施工紧张进

行，我作为工程技术组组长负责从勘测设计到施工安装的技术工作，有时早上

一上班贺指挥就喊一声：“走！老陈。”我们一起下工地及时解决工地上存在的问

题。但按规定，每天早上要政治学习一个钟头，所以我也是提心吊胆的。一天培

福同志派人通知让我去条山村找规划上的同志。学习组长去向军代表请假，他

不同意并去找李培福说：“‘天天读’雷打不动。”培福同志一听就火了，说：“谁说

的？”军代表说：“林副主席讲的。”这句话把李培福气坏了，即刻顶了一句：“是你

刚说的！”这场风波虽然不大，但它对整个工程影响不小。最终还是以工程建设

任务为中心争分夺秒、实事求是，才得以保证工程在 9月 30日 22时 35分上水

成功，提前 25小时 25分完成了“国庆上水”任务。

在景电工程建设中，一大批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积极工作，大胆探索，发挥

开拓作用，这与领导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李培福同志、

贺指挥等老领导对大家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们自己办农场，解决职工的

油粮问题，还养了奶牛，让那些从北京、上海寄奶粉的人家的婴儿喝上鲜牛奶，

这些生活中的小事样样都在领导的心中。在工作上正是因为他们严要求，一丝

不苟，才会在短时间内使工程如期上水，这也是我们一生中难得的幸福和机遇。

二、有一支能战斗的科技队伍

在这样一个大型高扬程电灌工程建设中，遇到一些前人所没有遇到的技术

难题是很正常的。作为一个技术总负责人不可能对所有专业都精通，只有团结

参加工程建设的各种专业人才才能去创造、去建设，形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建

设大军。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是景电一期工程成功的有利条件。

农建十一师的同志最早参与了景泰川的地形测量，而且熟悉灌区规划工

作；河西建委的同志熟悉渠道及渠道建筑物的设计；水电部西北院的同志把水

电站的设计经验运用到泵站上；还有建工部七局四公司的同志有着土建工程施

工的实践经验；水泵、电机、开关柜等主要设备也都是由甘工大、兰州水泵厂、综

合电机厂、天水长城开关厂等设计制造的。当然还有一大批任劳任怨的后勤管

珍贵的回忆ZHENGUIDEHUI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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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才使我这个技术总负责指挥起来得心应手。

黄河边一泵站的位置与五佛群众灌地的黄渠交叉，施工期既要保证灌溉用

水，方案又要在技术和经济上合理。当时进行了泵站下游临时提水、厂后渡槽及

厂后隧洞三个方案比较，最后采用了现在安全合理的 120米隧道方案。

总干渠一至四泵站间为空流段，各级泵站间水量不平衡，在正常运行期间

就会造成停机或弃水。经过对渠道渗漏、水面蒸发等进行详细的分析计算后，在

厂内增设小泵调节级间水量，解决了泵站间空流段由于机组长期运行所致的出

水量不平衡问题。

渠道进入灌区，在上水初期由于系统突然断电，导致南干一泵站事故跳闸，

瞬间管道及出水池后渠道部分水倒灌前池，水位骤然上升，淹没了前池走道平

台，险些造成渠水翻窗淹没厂房。拟设溢流堰解决后患，但决定堰顶高度、堰顶

长度的泄水水量计算尚无前例，经同赵文源同志研究，进行了回水流量的计算，

解决了问题，为后来所借鉴。

1973年，西干一泵站 35千伏降压站经过送变电公司的职工昼夜安装，按期

完成了任务，但要经过耐压试验后才能投入供电运行，而现场又没有工程耐压

试验设备。薛映承同志提出并主持利用 35千伏电压互感器串联升压进行交流

耐压试验的方案，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受到省水电局的好评。

西干渠的渠线方案在景电一期工程中是争议最大的方案之一。争论主要集

中于两个方案：一个是总干渠过包兰铁路向西北延伸，直插猎虎山，人称“猎虎

山方案”；另一个是总干渠过包兰铁路向西延伸的方案。当时对两个方案进行比

较，猎虎山方案多投资 4%，共 8万元，支渠长 7公里，水量损失大 0.3秒立方

米，但管道短 1.6公里。1971年 10月 23日上午召开了指挥部扩大会议，专题讨

论西干渠方案。会上我和几位主要领导表示同意第二方案，但也有不同看法的。

李培福同志决定，“要再具体比较一下，做些工作”。经过长时间争议之后，10月

27日深夜，李主任把我叫到他屋里说：“方案该定了，刚才我又听了一次‘猎虎山

方案’，我看‘猎虎山方案’好！”第二天上午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李培福

同志讲：“就这样定下，我的看法‘猎虎山方案’好处多，明渠，石底子，可发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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