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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女作家徒步百公里考察水库

八天八夜，寻访“护渠人”激情燃烧的岁月
今日女报 / 凤网特约记者  蒋云鹏

几万人披荆斩棘，
创造水库建设奇迹

5 月 22 日，连续下了几天雨的天空仍然

阴沉，记者在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冷山村，

相约与两位女作家见面，跟随她们一起体验

一天徒步考察的行程。5 月 18 日，她们从双

牌水库大坝开始出发，已经冒雨徒步 3 天了。

双牌水库 1958 年 11 月破土动工，是当

年湖南省综合利用重点大型工程之一，同时，

列入了当年全国重点工程。但只用了两年多

的时间，就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了双牌水

库的建设，在当时创造了全省乃至全国水库

建设的奇迹。1960 年国务院把双牌水库指

挥部树立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

事业，增产节约”的典型。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老一辈筑坝开

渠的足迹淹没在荆棘荒草之中，他们艰苦奋

斗的故事也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奉荣梅是永州人，现任长沙市作协副主

席。这次徒步考察的缘起，就是 2021 年年

初她听到双牌水库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夏

剑平说起了这段筚路蓝缕，斩棘前行的故事。

3 月，奉荣梅就偕同长沙妹子，省作协

会员胡娟到永州深入采访了一周，查阅了大

量档案资料，采访了年近 70 岁的管理局老

局长、“全国劳动模范”李友生等十几位曾

经参与双牌水库与渠道建设的前辈们。她们

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湘南山丘灌区竟拥有

那么多金光闪烁的国家级荣誉：连续 17 年

保持“全国水利文明单位”荣誉称号，2019

年还被中国灌区协会授予“最具时代精神的

魅力灌区”。

重走干渠线，
一路风雨一路惊险 

双牌水库管理局在右干渠四个县区沿线设立了 9 个站

所。两位女作家沿干渠线徒步，从双牌水库大坝渠首的霞

灯到平福头，过零陵区的桴江坝，到达菱角塘已经是走到

第四站。 

干渠沿线地质地形复杂，傍山渠道多，挖方填方渠道多，

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险段多，且干渠工程

已连续运行了 50 多年，许多水工建筑物年久欠修，老化严

重，因此在经过半年多的荷水运行后，便会出现不同程度

的淤塞、渗漏、滑坡、溶洞等问题。10 月后渠道关闸停水，

各管理所也不能闲下来，而是跟着就进入了每年的冬检冬

修状态。渠道管理所就是保障渠道安全运行的“安全门”。

奉荣梅笑着说，“这几天，我们每到一个渠道管理所，

就体验做一天的‘护渠员’，现在真能切身体会到护渠员的

不容易，他们无论刮风下雨，都日复一日地在分管渠段孤

独巡查，特别认真地关注每一个历史隐患点……”

对于“长沙妹子”胡娟来说，之前，她对于吃苦的想

法无非就是连续多天“走路”和“淋雨”，可能还有蚊子。

但在第一站霞灯的经历就给了她一个结结实实的 “下马威”。

胡娟在考察笔记上记录着第一站的深刻印象 ：“我们走

在渠首高高的石堤上，左侧是双牌电站正打开了 3 孔闸在

泄洪，惊天动地的水雾漫天，疯狂的暴雨漫天。气定神闲

的邓晓军所长和“90 后”小伙蒋改带着心惊胆战的我们慢

慢进行，两尺来宽的石砌堤沿上有青苔和野草，右侧是割

人的茅草和长着虫子的陌生植物，而左侧却是数十米高的

绝壁，只要脚一软，就会掉进正怒吼奔腾的潇水河中。这

一段两公里的危险路段，我们就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接

下来便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路

上，淌着半尺多深的泥水。这是第一天的行程，右干渠先

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而这样的路段，后来我才知道，好

几个管理所都有，且他们还需要每天一次两次的巡查，一

点儿错漏都不敢有……”

灌区基层站所大多沿着干渠而建在偏僻的乡野，一般

五六名职工，最少的只有 3 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员工。

作为干渠守护神，管理所 365 天不能离人，他们吃住都在

站所里，只有轮休时才能回家陪伴一下亲人，特别是家在

城区的人员，回家一趟数十公里，来去不易，常常觉得亏

欠了家人。

一路只见到两位“渠嫂”，那是所长和资深护渠员动员

妻子常住站所，“渠嫂”们为大家做饭、搞卫生，营造出了

温馨的家庭味道。

远离城市的他们，苦中作乐，业余活动除了练字、打

乒乓球，就是种菜种果，养鱼养蜂，庭院经济红火，甚至

在某些管理所还兴起过“十字绣”，不分男女，同样能将“花

开富贵”“骏马奔腾”绣得活色生香。

管理所里还藏着许多感人的小故事。随便问一问某个

管理所的所长或资深护渠员，就能留意到他们每个人都在

干渠的 9 个站所之间轮换岗了好几处，其中跨度最大的是

从渠首到了渠尾。这些护渠员对于干渠全线的山形地貌、

地质状况与田地供需水量，心里如揣有一本详细的灌溉地

图。

还有很多“渠二代”和“渠三代”，比如霞灯的邓晓军，

菱角塘谢久文、邓世军，桴江坝的顾小正，以及下一站木

斗岭的钟晓斌等，他们的父辈都是修渠人与护渠人，他们

对渠道的守护，已经可以写成一本《瓦尔登湖》式的长篇。

走村串户，
挖掘出“长藤结瓜”般的故事

路途中，偶遇坐在道旁休息的农民，或

者七八个在桥墩下打纸牌的老人，两位女作

家总是会上前去热情地向他们打听干渠相关

的故事。两位作家说，真没想到，在沿路随

机问询，多数村民的父辈当年都参加过修水

库、修渠道，甚至她们还一路打听，找到了

90 高龄的老人家里，现场采访到了 50 多年

前的故事。

5 月 20 日大雨，从双牌霞灯段前往平福

头的途中，走到雷家冲村时，邓晓军所长给

正在廊下忙碌的退休老师雷良喜打招呼，两

位女作家马上围了上去，打听到老人在年幼

时也见证过修渠。

雷良喜的父母亲都参加过修建渠道，他

家里也曾住满了外县来的修渠人。雷良喜说，

渠道通水那年他刚读一年级，放学回来就在

渠道边上玩，结果掉进了渠道里，被一个修

渠的祁阳人救起。

20 日黄昏，在平福头清明洞村，所长唐

海云几经周折才打听 80 高龄的老人袁开爱

与妻子黄桂枝参加过修渠和护渠，当即便陪

同二位女作家冒雨上门采访，并因此收获了

一个感人的渠道爱情故事。

5 月 21 日傍晚，桴江坝管理所的顾小正

所长陪同女作家们去邻村走访退休职工唐本

贤。唐本贤是第一代修渠人，后来被留下从

事管理所的护渠工作。巧的是，就在次日清

晨，奉荣梅在抓拍桴江坝渡槽风光时遇见了

一位正在翻地的老农，竟是唐本贤的哥哥、

82 岁的唐本光。唐本光说起他曾在双牌水库

工地干了两年多，当年在工地荣获劳动竞赛

标兵的时光，他还历历在目呢……

两位女作家白天踏勘走访，晚上整理爆

棚的图片和采访笔记，那里记满了沿途的见

闻感观。她们说，双牌水库曾经还有 8200

多户、3.79 万人移民，涉及当年三个县，下

一步她们还要追溯潇水上游，采访移民们作

出的牺牲。她们在双牌灌区用脚步丈量渠道，

她们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诠释了文艺工作

者爱岗敬业高尚职业情操。奉荣梅（右）和胡娟

两位女作家在徒步干渠线途中。

8 天 8 夜，两位平均年龄超过 50 岁的湖南女作家——奉荣梅和胡娟，徒步田野穿越 96 公里，
重走永州境内干渠线和双牌水库，展开百公里的徒步采访。

5 月 18 日到 5 月 26 日，她们从大坝渠首双牌县出发步行到零陵区，再穿越冷水滩区抵
达祁阳县境，一路风雨一路惊险，体验几代“护渠人”的艰辛与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