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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电站

没有哪条江能够像金沙江一样蕴藏
着如此丰富的水能资源。

浩荡东流的金沙江，宛若一条绵长闪
亮的丝线将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
德四座巨型水电站串起来，就像串起四颗
熠熠生辉的明珠。这是中国其他地方所
无法拥有也无法比肩的水电奇迹。被这
样一条江滋养着，心中的自豪之情自然无
法用语言去形容。

从刚开工时的尘土飞扬到现在的投
产发电，我始终关注着向家坝水电站前进
的脚步，与她一次又一次的亲密接触，像
是我倾倒在她的怀抱里，也像是她偎依在
我的身旁。每一次采访，我总会浮想联
翩，不由自主地把她的成长与川滇两岸的
发展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的联系，似乎
都得从金沙江谈起。

金沙江地处长江上游，她雄奇、神秘、
古老而又朝气蓬勃。其名字的来源，是因
江中沙土呈黄色且含有沙金而得。金沙
江又叫绳水、淹水、泸水，还是川滇之界
河。翻阅相关资料，我们会看到金沙江的
发源地——20世纪70年代定于青海省唐
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山，正源沱沱河。
2008 年，调查建议当曲的上源且曲为正
源，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东段北支海拔5054
米的无名山地东北处。

金沙江南北跨纬度9°以上，落差高达
3300米，流急崖陡，江水蜿蜒曲折，漩涡无
数，波涛起伏。水力发电靠的就是水的落
差，这样巨大的落差正是金沙江在水电人
眼里的魅力所在。作为金沙江最末尾的
一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装机容量
640 万千瓦，在金沙江流域的电站族群
中，她既算不上是“大姐”，也算不上是“二
姐”，但她对于宜宾、昭通，对于川滇两省
经济的影响却能算是真正的“大姐大”，从
各方面来看，其间接经济效益不可估量。

向家坝水电站，在世界上不算最大，
在中国也不算最大。然而在施工中却碰
上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水电人运
用了一项又一项世界顶尖的水电建设先
进技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水电建
设之最。

在观景台上，回忆起当年向家坝水电
站的建设情况，三峡建工建设部主任助理
张鸾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向家坝水电站建设，称得上是世界水
电站建设的一座活的“博物馆”，很多技术
难题在世界第一大水电站——三峡水电
站也没有碰到过，而在向家坝水电站建设
中却一一碰上了。为输送高质量的混凝
土砂石骨料，向家坝水电站建设中长达
31.067 公里（其中隧洞就达 29.307 公里）
的长距离胶带半成品骨料输送线，是目前
世界上最长的胶带输送线；首次采用世界
上单机容量最大（80 万千瓦）的水轮机
组；首次使用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地下厂房
（三峡水电站全部使用坝前厂房）；首次使
用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岩锚梁；首次碰到世
界上空间最大的地下洞室顶棚锚索、锚杆
和网喷技术难题；首次使用世界上最大的
沉井群（三峡水电站施工场地宽敞，没有
使用沉井群）；左岸大坝基础开挖和大型沉
井群开挖时突然遇到20多米深的不良地质
层，在国内水电建设史上也属罕见……

而这些技术难题，却没有一项难倒我
们中国的工程师，每一项难题都在中国工
程师的集体智慧中被一一破解。向家坝
水电站建设中一系列“世界之最”的诞生，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水电人勇攀高峰的大

国工匠精神，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的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

一座水电站的建设，大国工匠精神固
然是基石，但背后更凝聚了无数人的默默
奉献与牺牲。

时光回溯到 2006 年 11 月，向家坝水
电站正式开工建设。库区淹没区域涉及
云南省的绥江县、永善县、水富县（今水富
市），四川省的雷波县、屏山县、宜宾县（今
宜宾市叙州区）共6个县。2012年6月，库
区移民搬迁工作正式启动；同年10月，水
电站正式下闸蓄水。有谁能想到，从移民
搬迁、旧居拆除，直至新水域的形成，这一
系列复杂的搬迁竟在短短 4 个月内高效
完成，展现了惊人的执行力与协作精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绥江新城的崛起
速度令人瞩目。从基础工程破土动工到
5万移民搬迁，这一浩大工程仅耗时一年
多，见证了速度与质量的双重飞跃。搬迁
后的绥江新县城，坚持“以人为本、以水为
主、依山建城、山水结合”的规划理念，着
力打造湖滨生态园林城，在一张白纸上描
绘出了美丽的山水画卷。而屏山新县城
则于宜宾市邻近的曾溪之地重获新生，实
现了异地重建的壮举。这一系列变迁，不
仅是工程技术的胜利，更是人心凝聚、无
私奉献的体现。

64 岁的绥江摄影人罗怀学，至今都
无法忘记用相机记录下移民搬迁的瞬间。

2012年8月，库区移民搬迁工作接近
尾声，地面建筑物拆除工程全面启动，罗
怀学再次来到屏山县城拍摄。站在屏山
的对岸，一眼望去，整个县城已搬空，只留
下一排排露着门框和窗户的房子，孑然伫
立在风中。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
在一个巷口，罗怀学隐约听到有低沉、哀
婉的大提琴声传来，弥漫在县城上空，曲
调感伤。

“你会唱？”罗怀学用低沉的声音问。
那人说：“会，但唱不全。”“来，我拉，你唱。”

琴弓与琴弦锯锉出低沉的音符，就像
一叶叶利齿，每一下都锯在罗怀学的心
上，前奏还没完，他早已泪流满面。没有
观众，没有掌声，却是罗怀学一生中听到
的最卖力、最动情的一首歌。

移民搬迁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与被
接纳的过程，这无异于一场触及心灵的

“长征”。但不管怎么说，为了水电站的建
设，川滇两岸人民忍痛割爱，告别了曾经
熟悉的乡土，告别了不能搬走的家园。他
们的憨厚、淳朴、善良、包容，他们骨子里汩
汩流淌的真情，他们为支援国家建设而甘
愿牺牲奉献的精神，注定被历史所铭记。

迈入新时代的门槛，金沙江摇身一
变，成为驱动区域经济腾飞的核心动
力。随着一座座水电站拔地而起，金沙
江蕴藏的巨大水能资源被转化为清洁能
源，不仅惠及国内地区，还为周边国家输
送电能，同时，也为沿岸区域注入了强劲
的经济活力。

昔日的贫困县——屏山县，依托国家
移民安置政策，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建设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年2月，屏
山县成功摘掉贫困县的帽子，踏上了奔向
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

“现今，屏山县的中小学及幼儿园，其
教学与生活设施的水准，在宜宾市范围内
都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变化放在过去，
简直是难以想象。”一位教育工作者感慨
道，“而这一切变化离不开向家坝水电站
项目所带来的移民政策红利，以及水电站
后续持续不断的支持与援助。”这番话，道
出了屏山县蝶变的背后故事。

向家坝电厂凭借三峡集团在金沙江
水电领域的专项基金，总计斥资 300 万
元成功帮助屏山县多所幼儿园及中小学，
安装了共计 292 盏太阳能照明路灯、153
套直饮水系统及3组热水供应设施，惠及
学生群体超过2万人。

与此同时，与四川一江之隔、得江水
之恩泽而繁荣的云南省水富市，在三峡集
团专项资金的鼎力相助下，正积极调整与
优化其产业结构，现已稳步构建起覆盖
3200亩土地的猕猴桃种植园区。

水富市云富街道新寿村的年轻村民
彭卫，作为“85后”的代表，曾多年远离家
乡外出务工。然而，在得知家乡焕发了新
兴产业生机后，他毅然决定返乡，投身于
猕猴桃种植的创业浪潮中。“过去，我们主
要靠种植玉米和水稻为生，一年下来，除
了满足基本温饱，几乎所剩无几，这也是
为何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的原因。”
彭卫感慨道，“而如今，我在果园里工作，
每天能获得 120元的稳定收入，土地流转
的费用也逐年攀升。更让人高兴的是，我
还持有村里猕猴桃产业 8%的股份，能享
有可观的分红。村里已有超过百户家庭
加入了这个项目，这与以往的打工经历截
然不同，我们有了归属感，看到了希望。”

据了解，向家坝电厂自 2012 年成立
以来，通过金沙江水电基金项目，累计向
水富市、屏山县、绥江县等库区地区，捐赠
近 3000 万元，通过产业帮扶、教育帮扶、
医疗卫生帮扶、基础设施建设帮扶等措
施，持续改善库区周边的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地方产业经济发展。

一条江滋养了一座水电站，一座水电
站又滋养了川滇两岸的人民。向家坝水
电站不仅发挥着发电、防洪、航运、灌溉等
综合效益，还具有拦沙和对溪洛渡水电站
进行反调节等作用。建成之后的两座水
电站联合运行，将下游沿岸的宜宾、泸州、
重庆等城市的防洪标准从 5—20 年一遇
提高到50—100年一遇的水平。

水电站的修建还极大地改善了金沙
江宜宾段以上 105公里航道航运条件，使
坝址以上航道由Ⅴ级提高到Ⅳ级。向家
坝升船机2018年5月开始试通航，最大提
升高度 114.2米，可通过 2×500 吨级船队
和 1000吨级单船，已累计安全运行 1.9万
余厢次、载货量超过 805 万吨，助力地方
经济发展。

此外，向家坝灌区可覆盖四川、云南
所属的宜宾、泸州、自贡、内江、昭通 5市
22个县（市、区），灌溉面积达530万亩，可
补充解决灌区内143个城镇和400余万农
村人口用水问题。与此同时，金沙江沿岸
的农家乐、民宿、旅游景区等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出来。这些产业不仅为当地居民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还促
进了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我沿着金沙江边漫步，感受微风拂
面，倾听江水低语，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
了下来，只剩下我与这条江的对话。我在
想，流逝的光阴，会让许多往事沉入江底，
但是这里曾经发生和存在的一切，特别是
那些为了水电站建设牺牲小我、顾全大局
的移民干部和移民群众，他们的经历、他们
的故事，绝不会在岁月的苍烟落照中消逝。

江·古城

被金沙江滋养的不仅仅是向家坝水
电站，不仅仅是滇川两岸的人民。位于电
站库区四川一侧的屏山县书楼镇马湖府
古城，也因水电站建设而生。

青砖黛瓦，土墙木屋，雕花门窗，深街
古巷……雾霭沉沉中，这座“搬”来的古城
在光影朦胧间变得韵味十足。

“从蜀汉章武三年（223年）至清雍正
五年（1727年）裁马湖府、留屏山县，屏山
地区先后设马湖县、马湖州、马湖路、马湖
府等，与‘马湖’之名有关的年份长达1488
年，因此，马湖府文化是屏山最具代表性
的地域历史文化遗存之一。”屏山县图书
馆馆长、研究马湖府文化的资深专家王浩
全，说起马湖府古城，如数家珍。

在与王浩全的交谈中，我渐渐地了解
了马湖府古城的过去与现在。

因向家坝水电站建设启动，屏山沿金
沙江的多个乡（镇）成为蓄水淹没区。为
了保护古城，当地政府经过两次文物调查
和复核，最终确定将被淹没的屏山老县城
及另外 5个乡（镇）抢救出来的 44处文物
搬迁，进行异地保护。

于是，就有了这座“新建”的马湖府
古城。

马湖府古城占地面积 116亩，建筑面
积约 2.7万平方米，城内建筑全部为向家
坝库区屏山境内的 42处地面文物整体复
建，有祠庙、民居、石刻、桥梁、城门、牌坊、
古井等，古城从 2016年 3月开工建设，到
2019年 4月正式完工，历时 3年。马湖府
古城的历史文化、建筑文化、民间文化等
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是连接屏山历史与未
来的重要文化纽带，成为不可替代的金沙
江库区旅游的一大亮点和川南旅游风景
名胜的重要景点，也成了金沙江流域一个
记载着中国千年历史文明的独特符号。

古城的维护与复原是两个互为支撑、
缺一不可的环节。维护是复原的先决条
件与基石，唯有以扎实的维护工作作为支
撑，复原工程方能顺畅无阻地展开；复原
则是维护的关键策略与实践，通过精心复
原，古城往昔的辉煌景致与深厚价值得以
重现。

可以想见，在复建过程中，这里的施
工人员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文物的拆
卸与运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当时
的交通条件有限，许多大型构件如石柱、
石料等需要动用大型机械进行吊装与运
输。其次，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也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施工人员需要小心翼翼地处
理被虫蛀或损坏的构件，并运用传统技艺
与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修复。此外，复建后
的布局与规划也需要充分考虑历史与现
实的平衡，以确保古城既能保留原有的历
史风貌，又能满足现代人的游览需求。

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有难度的考量。
幸而，经过数年的努力，一座崭新的马湖
府古城在金沙江畔重新崛起。它不仅保
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还融入
了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成为了一
个集历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景
区。想想施工人员其间付出的心血和汗
水，必须为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步入马湖府古城，我仿佛踏上了一段
穿越时空的旅程，瞬间沉浸于那古朴雅致
的氛围中。古城的建筑以明清风格为主，
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无不透露出匠人的
精湛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万寿宫、禹
帝宫、平夷长官司、牌坊群……这些古建
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城中，或庄严雄伟，

或精巧别致，共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尤其是那些用金丝楠木修建的庙宇
和宫殿，更是价值连城，让人观之不禁赞
叹连连。

而更有趣的是，与马湖府古城一江之
隔的是云南省水富市搬迁安置点——邵
女坪。

驻足于马湖府古城，眺望对岸，邵女
坪的景致如诗如画，花卉草木争奇斗艳，
每走一步都仿佛踏入新的画卷。沿着石
阶缓缓而下，直至金沙江畔悠然呈现。碧
波荡漾的江水、闪烁的金沙光芒、摇曳的
椰影、穿梭的游艇以及充满欢声笑语的游
乐场，这一切交织成一股热烈的气息，瞬
间将你包裹其中。你可以选择在细腻的
沙滩上自由驰骋，或于露天酒吧悠然小
憩，抑或漫步于沙滩，于椰影婆娑下共赏
明月，沉醉于那份“久居尘嚣后，终得归宁
静”的自在与惬意。

邵女坪，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与旖旎的自然风光，被当地人誉为云南的

“马尔代夫”。追溯往昔，当金沙江尚显狂
野不羁之时，邵女坪脚下的“大兴号”区
域，曾是热闹非凡的一隅。作为连接四川
省屏山县书楼镇与水富市新寿村等周边
村落的重要桥梁，“大兴号”不仅是商旅行
人必经之路的休憩站，更见证了商贸往来
的繁荣景象。随着人流的汇聚，饭馆、客
栈、杂货铺、供销合作社、粮管所、铁匠铺
等配套设施相继兴起，逐渐发展成一个热
闹非凡的小镇。“大兴号赶集去！”这句俗
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两岸人民贸易往来
的繁荣景象，以及珍藏着那份深植于心的
集体记忆。

一边是，马湖府古城以其悠久的历史
文化底蕴，让游客在感受历史的同时，领
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另一边是，邵女坪
以其现代旅游的新宠身份，为游客提供丰
富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旅行体验。这一
古一今，交相辉映，共同加持，编织出一段
跨越时空的文化与自然交织的佳话。不
能不说是金沙江的一种恩赐，不能不说是
大自然神奇的造化。

当然，在未来的发展中，除了进一步
改善交通设施之外，马湖府古城与邵女坪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
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整合双
方的优势资源，打造更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和线路，让游客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
也能深入了解和体验当地的历史文化。
这样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提升两地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也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我们常说，对古城的思考，其实就是
对历史的缅怀与尊重，对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对未来的期许与展望。让我们带着这
份思考，继续前行在探索与保护古城的道
路上。如此，才能更好地看见马湖府古城
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江·酒都

水，作为万物之根本，是自然界的璀
璨明珠，滋养着大地与生灵。

在金沙江与岷江的温柔相拥处，矗立
着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的宜宾，这座
有着2000多年建城史与近4000年酿酒史
的城市，是中国浓香型白酒无可争议的摇
篮，享有“川酒誉满天下，其精髓尽在宜
宾”的盛誉。

宜宾，依水而居，因江而兴。其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孕育了这座酒都，
也赋予了五粮液非凡的生命。五粮液，精
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 5种优质
谷物为酿酒原料，沿袭古老而精湛的酿造
技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五粮烈酒先
驱。其多粮固态酿造的传统，可追溯至千
年以前，始于盛唐“重碧酒”的辉煌，那时
便已采用多元谷物共酿之法。公元 765
年，“诗圣”杜甫造访宜宾，受杨使君盛情
款待，品尝“重碧酒”后赞不绝口，“重碧拈
春酒，轻红擘荔枝”，挥毫写下《宴戎州杨
使君东楼》，赞其美酒令人忘却年华，激发
无限诗兴。

时光流转至北宋，宜宾的姚君玉创立
了姚氏酒坊，在“重碧酒”的基础上，经过
无数次试验，创新性地以大米、高粱、糯

米、荞麦及小米为原料，并融合当地安乐
泉的甘洌之水，酿成了“姚子雪曲”。公元
1098年，文学家黄庭坚莅临宜宾，与文人
雅士共饮此酒后，赞叹不已，挥笔写下《安
乐泉颂》，盛赞姚子雪曲色泽如玉，清厚甘
辛，堪称神品。

明朝初期，陈氏家族承袭姚子雪曲之
精髓，创立“温德丰”酒坊，将配方中的小
米更新为海外引进的玉米，从而诞生了更
加完美的“陈氏秘方”。至清末，邓子均接
手“温德丰”，更名为“利川永”，并于 1909
年在宴会上展示了这款佳酿。晚清举人
杨惠泉品鉴后，建议将“杂粮酒”之名替换
为“五粮液”，以彰显其集五粮精华于一身
的独特魅力。此议一出，满座皆赞，五粮
液之名由此传扬。

回溯历史长河，五粮液的发展历程可
谓波澜壮阔。1950年，宜宾八大古传酒坊
联袂成立联营社；1954年，邓子均无私献
出“陈氏秘方”，并担任技术指导；1959年，
正式定名为五粮液酒厂。尤其是 20世纪
60年代，金沙江畔的 503车间扩建，标志
着五粮液从古老酒坊迈向世界名酒的跨
越。酿酒师们在此开启了微生物工程的
先河，成功移植古窖微生物至新窖，为中
国白酒的现代化生产树立了典范。随后，
经过数次扩建，五粮液构建起“十里酒城”
的 宏 伟 图 景 ，并 形 成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012345”核心价值体系。
1978年，在华罗庚的指导下，五粮液

成功研发出低度产品，他欣然题诗纪念：
“名酒五粮液，优选味更醇；节粮五百担，
产量添五成。豪饮李太白，雅酌陶渊明；
深恨生太早，只能享老春。”以此赞美五粮
液优选法下的醇厚口感与节粮增产的成就。

探访五粮液生态园区，就像亲历了一
场传统酿酒技艺与现代科技交织的盛宴。
园区内，工匠们身着传统服饰，手法精湛地
操作古老酿酒工具，每一举动都流露出对
酿酒艺术的敬畏与热爱，正如作家王剑冰
笔下所描绘的那样：“十里酒城，诠释着五
粮液的精魂。一个车间一万多口窖池，三
千多人。精干的汉子，上身着红衣，下身黑
裤子，裸露着健壮的臂膀和小腿。”场面之
壮观，气势之恢宏，令人叹为观止。

步入五粮液“世界白酒活化博物馆”，
展柜内陈列着历史悠久的一瓶瓶、一坛坛
五粮液酒，令人目不暇接。它们在浓烈中
彰显赤诚，平淡中流露温润，甘美中透出
沧桑，余香中交织着岁月的和美韵味。每
一滴酒，因年份各异，引发的感触与结论
也各不相同。细想之下，人生的酸甜苦
辣，不正如这一杯杯佳酿吗？

古窖池内，堆堆窖泥封藏着酒糟的秘
密，散发着深邃而古老的气息。随行的解
说员耐心地介绍道：“别小看这些窖泥，它
们已超过700岁高龄，是微生物生生不息、
代代传承的家园。”五粮液在文化遗产保护
上倾注心血，拥有窖池逾3.5万口，其中元明
古窖池群无断代沿用至今，不仅是白酒行业
的瑰宝，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

多年来，五粮液屡获殊荣：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活国宝”窖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
些荣誉见证了五粮液对传统的尊重与传
承，也让今天的我们仍能品尝到跨越世纪
的酒香，历久弥新。

漫步宜宾街头，酒香四溢，这座城市
因酒而名扬四海。白酒产业对宜宾经济
的贡献举足轻重，几乎占据宜宾 GDP 的
半壁江山。作为“中国酒都”，宜宾甚至有
一个机场叫“五粮液机场”。可见，酒元素
在宜宾的发酵程度。宜宾与酒，早已融为
一体，不可分割了。

在“大江之韵·探寻金沙江”活动中，
四川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李银昭分享了
采访五粮液的感悟。他说，五粮液在追求
未来的同时，不忘回顾来路与过去，从古
老的酿酒智慧到现代科研引领，五粮液人
用心讲述每一滴酒的“来源”故事，展现了
非凡的智慧。

其实，五粮液人的智慧，更在于面对
市场变化时，勇于创新，不断精进产品与
营销，扩大品牌影响力。这种对传统的坚
守与对未来的探索，正是五粮液乃至宜宾
不断前行的动力所在、希望所在！

被 一 条 江 滋 养 着
刘建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