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昭通·人文 32025年4月2日 星期三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责编：杜恩亮 美编：黄山敏 组版：邓 豪 校对：王文富 周万琴 E-mail：ztrbtkb@126.com

一
鲁甸县江底镇水塘村火石沟，地处

半山坡，位于一个宽广的缓坡地带。这
里的农户大多散居，房屋清一色坐北朝
南，出门便能俯瞰牛栏江峡谷。水塘村
因祖辈挖过两口蓄水塘而得名，而火石
沟这地名却没人知晓其含义，或许沟头
曾经出过玛瑙（当地人称为“火石”）而得
名吧。

水塘村地处牛栏江右岸，海拔 1400
米，气温高，日照长，蒸发量大，年平均降
雨量仅700毫米，是鲁甸县降雨量最少的
区域。祖辈留下的两口蓄水塘，一个在
中寨，另一个在二坪。蓄水塘旁边有一
条大山沟，依靠雨季涨水引蓄，为周边群
众提供生产生活用水。每天早晚，塘边
蹲满了挑水、洗衣服、洗菜的人。洗菜的
人在上游，洗衣服的人在下游。

水塘村像一个天然温室，土地肥沃，
是鲁甸县早熟蔬菜产地，农民广泛种植
蔬菜，如白菜、番茄、辣椒、莴笋、茄子等，
一茬接一茬。农户非常珍惜土地，绝不
让土地空着。满心期待蔬菜旺盛生长，
挑上街卖个好价钱，以供养孩子上学。
因此，每天来池塘拉水、挑水的人络绎不
绝。但“死水经不住瓢舀”，池塘初春就
见底了。鲁甸县水利部门先后实施改建
扩容工程 3 次，将每口水池的蓄水量增
至三四万立方米（已经达到蓄水极限），
但扩建后水池蓄积的水依然不够用。干
旱年景，水塘村是鲁甸县委、县政府和相
关部门抗旱的前沿阵地。

水塘村是国道213的盘绕之地，货车
师傅要在水塘村加水很难。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有个师傅从外地运输香蕉到
昭通，到水塘村时要加水，提出用 100斤
香蕉换100斤水，村民却不愿意。

节约用水、一水多用、重复用水，是
水塘人数十年养成的习惯。早晨的洗脸
水，打湿毛巾就行了；晚间的洗脸水，以
水盖过脚背为限；淘米水，用来洗蔬菜，
清洗蔬菜的水，留下喂牲畜；洗碗水留着
喂猪；洗头、洗澡只用一盆水。如果家里
来了不知水情的客人，主人会有意无意
地摆关于饮用水困难的龙门阵，变相提
示，以防止客人浪费水……

二

家住水塘村火石沟的赵声英年近
古稀，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
迹，但她的精气神很好，性格开朗，为人
和善。赵声英的娘家在水塘村寨子上，
与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玉龙镇工农村
接壤。

赵声英排行老大，父母早出晚归
辛 勤 劳 作 挣 工 分 ，家 里 的 用 水 就 靠
她。她七八岁时就开始挑水，木桶经
水 浸 泡 后 很 重 ，但 不 泡 又 会 裂 缝 漏
水。于是，父亲专门请木匠师傅为她
做了一对杉木的小桶。寨子上没有水
井，要到距家 3 公里外的皂角树去挑，
一路都是爬坡上坎的羊肠小路，挑一
趟十分艰辛。每次赵声英放学回家就
得去挑水，夏天昼长，回来天还没有

黑 ；冬 季 昼 短 ，回 来 就 要 摸 黑 前 行
了。有一次走到半路，一只水桶撞上
了土坎，她失去重心，摔了一跤。摔
倒时，她跪在地上死死地抱着另一只
水桶，像在拯救一条鲜活的生命。虽
然那桶水“安然无恙”，但她的膝盖却
破了一块皮，鲜血直流。赵声英并不
在意身体的疼痛，倒是望着那只空桶
伤心地哭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再回
去 挑 ？ 时 间 太 晚 ，加 之 自 己 又 摔 伤
了 ；若 挑 着 这桶水回家，担心父母责
怪。掂量一番之后，她决定挑着半担
水回家。

赵声英忍着疼痛挑着水一瘸一拐地
回到家中，汗津津的小脸蛋上沾满尘土，
一只裤脚揽到膝盖上面，伤口鲜红，腿上
明显有血迹。母亲瞬间明白了，心疼地
一把搂住她说：“儿啊，你摔跤了吗？”

赵声英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地抱住
母亲，委屈地痛哭起来。

“我的儿啊，摔着就担着空桶回来
了嘛！”

“娘……我……”母亲知道女儿的意
思，是担心第二天没水做饭。想到这，母
亲忍不住泪流满面。

工农村只有两个生产队，没有设
置购销店。水塘村是村级所在地，设
有购销店，工农村村民经常来水塘村
购销店买煤油、盐巴等生活用品。寨
子上的人自古就去皂角树挑水，两地
村民来往密切，和睦相处，甚至通婚。
泉点地处两山交会处，像个“人”字形，
泉眼如茶杯大小，水质清澈甘甜，常年
流淌，冬暖夏凉。水井旁边有 2 棵皂角
树，树围近 2 米，高约 20 米，枝叶茂盛，
四季常青，树龄有 200 多年。夏季，树
上生长出长长的、弯弯的皂角，丝丝缕
缕，煞是好看，要到次年初夏才掉完。
皂角可用来洗衣去污，老一辈人来此
洗衣服时，会顺手捡个皂角，用木榔头
捶碎后就能使用。

清泉前面有个池塘，周围青草茵茵，
绿树茂盛，湛蓝色的水面仿佛是掉落在
山林中的一颗蓝宝石。赵声英每次来挑
水，都要坐在池塘边歇一会儿，用她那娇
小的手擦擦额头上的汗珠，再用指尖捋
一捋汗津津的秀发，然后心情舒畅地欣
赏清潭、花草和绿树，聆听鸟儿鸣叫，甚
是开心。

有一年，工农村的放牛娃把牛放到
了“边境”，晌午时躺在披毡上睡着了，几
头牛窜过来糟蹋了寨子上的庄稼。寨子
上的人看到后十分气愤，用石块追打牛，
其中一头牛的脚被打断了。工农村人知
道后，便来了 10多个人，要求经济补偿。
寨子上的人则说：“赔什么？一塘（块）苞
谷苗都被牛毁了，我们不找你们赔偿就
算好的了。”双方争执不休，产生了矛
盾。双方断绝往来，工农村人封闭道路，
不许寨子上的人过去挑水；寨子上的人
则堵死了路，不让工农村人过来购物。
工农村人不过来购物无所谓，无非走远
点去买，可寨子上的村民要吃水，怎么坚
持得住呢？僵持了半个月，寨子上的人
便主动请求和解，最后以牛糟蹋的苞谷
苗不计较，打断牛脚的赔偿半头牛的钱，
双方才重归于好。

又过了几年，寨子上的人想分皂角
树的水，几个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商量
引水事宜。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对方同
意，每户每年愿意付100元水费。那时的
100 元不是小数目，但他们认为值得，每
年可节省大量劳动力，解决村民挑水的
难题。

三
赵声英家姊妹多，家庭负担重。小

学毕业后，她就没读书了，跟随父母过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她脚勤手
快、尊老爱幼、待人接物礼貌和善，成了
寨子上大家最喜欢的姑娘。

赵声英长成大姑娘时，火石沟的邓
泽忠托媒来提亲。邓泽忠英俊潇洒，赵
声英的父母满心欢喜，但赵声英却死活
不点头。原因就是她从小饱受吃
水之苦，肩膀经历了磨破、起肩包、
生成老茧的苦难历程，那硬邦邦的
老茧摸着刺手，提起水她就心酸、
伤心。

赵声英想过自己的婚事，认为
只要对方身体好、勤俭持家就行，
长相差点不要紧，但居住的地方必
须用水方便。当赵声英说出了自
己的想法时，父亲说：“英英，邓家
离我们近，今后也好相互照应。邓
泽忠初中毕业，有学问，家庭条件
也不错。听爹的，错不了！”

母亲也趁机帮腔道：“儿啊，
火石沟虽然更缺水，但道路好，四
通八达。再说一切都是变化的，
现在人们兴挖水窖了，如果一家
人多挖几口水窖，一年的吃水问
题不就解决了吗？”无奈，赵声英
默认了这门亲事。

赵声英嫁到火石沟后，洗衣服
要到 2公里外的中寨或二坪，要么
就趁江底赶集时，顺便背到牛栏江
边洗，来回 8 公里，挑水则要去筲
箕塆。火石沟在半坡上，筲箕塆在
山脚，山路陡峭逶迤，赵声英总是
累得汗流浃背，比在娘家时挑水更
加艰难。

在这条路上曾发生过一个故
事：有一天傍晚，一名妇女挑水回

家，正值生产队收工，干了一天农活的社
员们口干舌燥，看见那清汪汪的水后，都
来要水喝。眼看一挑水已经被喝掉了好
些，后面还有人继续过来，这可急坏了那
妇女。出门时婆婆还提醒说：“水缸见底
了，不要磨蹭，快去快回，还等着做饭
呢。”“如何才能保住水呢？”她急中生智，
在路边捡了两块干牛粪丢进水桶里。干
牛粪一时半会儿泡不散，轻飘飘地浮在
水面上，而且对水质影响不大，这才让要
水喝的人望而却步。

四
和赵声英结婚没几年，邓泽忠就

去了大水井水泥厂工作，虽是一家小
型企业，却比扛板锄种地强多了。赵
声英在家操持家务，生儿育女，里里外
外一把手。

有时，赵声英会坐在家门口清闲一
下，凝视穹宇白云和苍茫群山，俯瞰银河
般的牛栏江。每当这时候，她都会想要
是在江边居住该多好，要是把江水抽上
山该多好，要是多下点雨该多好，要是家
门口能挖出地下水该多好……想到这
些，赵声英不由得伤感起来。

邓泽忠知道后，心情沉重，深感内
疚。赵声英幻想的挖出地下水，使他茅
塞顿开，反思自己怎么就没想过打深井
呢？如果能挖出地下水，既能为妻子减
负，也能帮助乡邻解决水荒，那是造福子
孙的事，哪怕倾家荡产也值得！

邓泽忠回到水泥厂后，把打深井的
想法告诉了从事土建工程的同事。同事
说，取地下水涉及地质构造问题，很复
杂、专业性极强，建议他到县水利部门了
解一下情况。可惜那个年代的鲁甸县水
利局没有地质工程师。邓泽忠咨询了一
位水利技术员，得知他是水塘村人，技术
员便说，那地方属于喀斯特地貌，干旱极
为严重，一般挖不出水。邓泽忠深感失
望，满腔热血被浇了盆冷水，但他并没有
放弃。两年后，邓泽忠外出推销水泥，见
一地方在用机械设备打水井，便前去咨
询。那位师傅听他讲述了缺水的遭遇
后，很是同情，愿意无条件同他去村子里
看看。结果大失所望，彻底断了邓泽忠
打水井的念想。

土地下户了，人们看到了发展农业
的曙光，精神振奋，满怀希望，视土地为
命根。“田头地角不落空，拔出萝卜就种
葱”，一茬接一茬，不让土地空着。人们
将责任地全部种上粮食作物，家里有
粮，心里不慌。水塘村人充分利用土
地，见缝插针，兴起了苞谷、洋芋套种，
认为高棵植物与矮化植物套种，增光、
透气好，两样都能增产。他们舍不得清
闲一天，成天在地里劳作，脸朝黄土背
朝天，精耕细作，地里的草被薅得干干
净净。

邓泽忠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他认为
种粮食作物只能填饱肚子，而且收益
低。如果种经济作物，比如花生，虽然籽
种成本高，但经济价值也高，比种粮食的
收益多。于是，他在自家的责任地上全
部种了花生。那年风调雨顺，加之精耕
细作、肥料充足，花生大丰收，惹得赵声
英眉开眼笑。火石沟的人羡慕不已，称
邓泽忠是“小诸葛”。

次年，大家纷纷效仿，大面积种植
花生。那年春天下了几场雨，人们满
心欢喜，不料七月异常干旱，花
生苗全部干死，颗粒无收。人们
望着满地被烈日烤焦的花生苗，
心如刀割。这一年，邓泽忠则大
面积种植粮食作物，所以他又赚
了。倒不是他“见好就收”，而是
他根据当地的降雨规律，认为次
年必定是干旱年。

水塘村这地方，降雨没有规
律，要么春旱，农历五月不下透

雨，种下的庄稼不能出苗或出苗后干死；
要么伏旱，即将成熟的农作物也干死。
邓泽忠并非能掐会算，他也“翻过船”。
已经连续干旱 3年了，按常理第 4年不可
能再出现干旱，于是他又大面积种植花
生，结果还是干旱，希望变为泡影，辛辛
苦苦攒下的血汗钱赔进去了，气得赵声
英唉声叹气，抱怨丈夫：“当时我都说少
种点，你偏不听。这下好了，赔得精光，
还让人家看笑话。”

土能生金，能生长出人们想要的一
切，但水塘村不能，特殊的干旱让水塘人
致富的梦想一而再、再而三地破灭。他
们输不起了，只能稳妥前行，种低经济效
益的苞谷、洋芋，只要不绝收，哪怕减产
歉收都心满意足。如今，偶有人家少量
种植花生，有收成当然好，干死了损失也
不大。

五
为了生存，水塘村人想方设法地改

变饮用水的困境。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
期，水塘村人就在公路边挖水窖，雨季引
公路侧沟的水，通过沉淀后装在水窖里
备用。水窖内壁用石灰砂浆抿糊，为消
除石灰味，采用豆浆粉刷。洞口做一道
牢固的小门，把水锁得死死的，生怕别人
偷水。

水窖，适合农户居住分散又无水源
的山区，打破了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
布的限制，使有限的水资源得到挖掘和
重组，具有投资小、易实施、建设周期短、
产权清、好管理、见效快的优点，达到山
上的水留在山上用、今年的水明年用、浑
水变为清水用的效果。数十年来，鲁甸
县水利部门大力建设水窖，从最初给予
资金补助到全额拨款建设，建筑结构也
更加科学坚固了，设计成浆砌石或钢筋
混凝土；因地制宜，灵活采用外引、引屋
顶雨水、集庭院雨水等多种形式。水窖
基本解决了生活用水后，鲁甸县委、县
政府倡导把水窖建在地里，用于农作物
抗旱。如今的水塘村，户均有水窖 3
口，改善了人畜饮水困难和部分农作物
保苗用水。

当年，邓泽忠对挖水窖满怀激情，充
满信心，用心思考。他利用回家休息的
日子，与赵声英一道在自家房屋背后挖
水窖。水窖形状肚大口沿小，呈坛子形
状，可蓄水20立方米，深2.5米。后来，邓
泽忠又挖了一口大的水窖，可蓄水 30立
方米，深 3米。初期开挖不太难，进度也
快，但越往下挖越吃力，土石要垂直递上
来，挖深了就用楼梯传递，再深就用绳索
吊。土石坚硬，窖壁要挖规整，故邓泽忠
在下面挖，赵声英在上面提，一天下来，
两人的手都起了血泡。

邓泽忠说，大水窖开挖土石方量约
48吨，照此进度，不停地挖也需要挖 1个
多月，加上抿糊等工序，两个月都竣不了
工。自己又在水泥厂上班，1个月只能回

家 4天，岂不是要挖到猴年马月！于是，
邓泽忠想到了老一辈人在吊井上做的木
架绞盘，但木绞盘圆轴摩擦系数大，绞土
的人仍会感到吃力。于是，他去县城找
焊工师傅，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个钢架绞
盘，用起来非常轻松，极大地提高了挖水
窖的效率。

安装绞盘的那天，赵声英无比兴
奋，抢先去试，一撮土轻松地被绞了上
来，她笑得合不拢嘴，直夸邓泽忠聪
明。邓泽忠制作的吊土架很快就传开
了，乡亲们纷纷前来观看，亲自体验后，
赞叹不已。

邓泽忠要回厂里了，临行时再三嘱
咐赵声英：“不要一个人下去挖水窖。”赵
声英饱受吃水之苦，用水心切，恨不得马
上建好。邓泽忠说过，等水窖建成后，就
安装水管把水引进屋，像城里人一样用
水，再买个电热水箱来洗澡。赵声英对
淋浴魂牵梦绕，几十年了，她很少痛痛快
快地洗过澡，为了省水，总是三下五除二
地洗完。水窖建设紧紧揪住了她的心，
她根本等不了！邓泽忠刚出门，赵声英
就跑到水窖边观望、深思，看绞盘绳的铁
钩，看砂浆桶上的钢筋提手，看着看着果
然灵感就来了。次日一早，她跑到江底
街上买了 10只砂浆桶，回家后把桶丢下
去，然后迫不及待地从木楼梯下去，一次
性挖了装满砂浆桶，再扶直小桶提手，上
来放下绞绳，一桶一桶地钩上来。挖土
石、装土、吊土、倒土，一天来回在水窖中
穿梭。

初夏的水塘村，烈日似火，一股股
热浪扑面而来，热得人喘不上气。赵声
英没有因天气炎热而停歇，一天下来，
常常累得浑身冒汗，全身像散了架一
样。尽快挖好水窖就是她的精神支柱，
就是她强劲的动力，她劲头十足，连续
干了 5 天。她想过，等水窖建成，就把
水管安进屋，龙头一开，淌出白花花的
水时，就把那根挑水的扁担砸得稀巴
烂，以解心头之恨。天有不测风云，这
天傍晚，提最后一轮土了，可有一桶土
反复钩不上，赵声英便爬下去钩，不慎
一跟头栽了下去，所幸井不深，她未伤
及筋骨，并无大碍……

赵声英家的水窖终于建成了，夫妻
俩在水窖旁建了过滤池和两级沉淀池，
窖水清亮，水质良好。遗憾的是一个
雨季只能蓄半窖水，这又令邓泽忠夫
妇 头 痛 不 已 。 他 们 只 得 寻 找 水 源 路
径，加长引水沟，采用铝板制成槽，用
以引瓦沟水。

2024年，鲁甸县委、县政府三年供水
行动计划项目在水塘村实施，圆了水塘
村几代人用水的梦想，他们欣喜若狂，兴
奋不已。该项目从火德红镇尹家海子水
库引水，采用机械提水，主管长 40 公
里。赵声英家的门口建了一口钢筋混凝
土分水池，蓄水量达 100多立方米，水
管也安装进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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