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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否，在巍峨的太行山麓，宛如“人
工天河”的林州红旗渠，彰显了林州人民
不屈服于命运，凭一锤、一錾、一双手，在
悬崖峭壁间开启了一场人与自然的伟大
抗争，记录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谱写了一曲用汗水与热血交融的英雄赞
歌，彰显了“矢志不渝、艰苦奋斗、敢为人
先”的红旗渠精神。

在美丽的彩云之南，碧波荡漾的金沙
江畔，有一个名叫青胜乡的地方，同样演
绎了一个“红旗渠”的故事。永善县青胜
乡山水相依，田畴相连，万亩花海，香飘四
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宛如一幅天然的
乡村画卷。

在青胜乡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静
静地流淌着一条承载着几代人梦想与奋
斗的生命之渠——青胜大堰，也被称为

“人工天堰”、金沙江畔的“红旗渠”。它宛
如一座不朽的丰碑，诉说着45年的艰难岁
月，见证着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
大壮举，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奇
迹，更是生态文明成果共享的生动实践。

作为土生土长的永善人，我久闻青胜
大堰的雄奇。真正走进青胜乡、走近青胜
大堰，是在乙巳年的阳春三月，一个花香
四溢、烟雨朦胧的午后。在那远山近水的
景致中，在那袅袅升腾的雾气里，我仿佛
穿越了时空，走进了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往
昔。从那些穿岩破壁的沧桑痕迹中，我看
到了大堰背后波澜壮阔的奋斗史。那些
被时间收藏的故事，如潮水般向我涌来。

青胜大堰的水源来自永善县青胜乡青
胜村二十四岗老林转转河的一股清泉。这
股清泉，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本应滋润这
片土地，让庄稼茁壮成长，让人们安居乐
业。然而，曾经的青胜乡，缺水是横亘在人
们追求美好生活道路上的一道难以跨越的
沟壑。烈日高悬，庄稼在干涸的土地上日
渐枯萎，村民们守着干裂的土地，满心皆是
无奈与焦灼。那时候，缺水就像一把无情

的枷锁，锁住了青胜乡发展的脚步，也锁住
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958年，开山辟路修水渠的号角声打
破了青胜乡的沉寂。在全县积极响应号
召、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中，时任县农
水科科长马留德和技术员谭建辉、刘学端
等人被派往青胜乡，对青胜大堰进行实地
勘测设计。原桧溪区（现被拆分为桧溪、
细沙、青胜 3 个乡镇）组织 3 个民兵营约
1000人于4月初会集到青胜大堰工地。就
这样，怀着对美好生活的炽热向往，人们
毅然扛起锄头、铁锤，向青胜大山进军，共
同会战青胜大堰。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
他们就用粗糙的双手一寸一寸地挖掘；物
资匮乏，他们便节衣缩食，从微薄的收入
中挤出资金投入到工程中。他们心中只
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打通这条“生命之
渠”，让清泉滋润青胜乡。

青胜大堰途经花椒山、炭厂湾、桂花
湾、狮子岩、黄石包、万家坪、梅家湾、手爬
岩、莫家垭口、张家湾、坛子口、众山、老瓦
厂，最终到达炉子坪水库，主渠全长10.8公
里，穿越6座隧道、2座渡槽，沿途皆是崇山
峻岭。开山凿石的日子充满了难以想象的
艰辛。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擦干
眼泪，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在这陡峭的山崖
上开凿着希望之路。每一锤的落下，都凝
聚着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每一滴汗水的挥
洒，都饱含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修渠 40年，不见水进田；当年‘修水
姑’，今成老太婆；水在山中淌，禾在田间
泣；有雨种稻谷，无雨干瞪眼。”这首在青
胜乡传唱多年的民谣，是青胜人内心最真
实的写照。望着那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
及的河水，他们内心充满了渴望与无奈；
每一次看到山间流淌的清泉，他们都在心

中默默期盼，期盼着大堰能够早日建成，
让这甘甜的泉水滋润干涸的青胜乡土
地。然而，修建大堰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与
坎坷。由于当时经济条件有限、技术力量
薄弱，再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大堰工程
多次停工。

岁月悠悠，青胜乡的行政区划历经多
次变迁。1988 年，青胜建乡，从此开启了
新的篇章。新成立的青胜乡党委、政府深
知大堰对青胜人的重要性，多次向上级呼
吁复建青胜大堰，争取资金扶持。1993
年，青胜大堰被列入全县以工代赈项目，
停工 16年的青胜大堰再次启动复建。乡
政府与永善县建筑建材公司、永善县劳动
服务公司分段签订施工合同。这一次，全
乡人民众志成城，全身心投入建设，争取
让大堰早日通水。工程复工后，却遭遇了
大雪封山。因气候寒冷，混凝土浇筑无法
开展，工程不得不再次停工，但青胜人并
没有因此而气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进入 21 世纪，
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经历了 40
余年的坎坷历程，曾几度开工又几度停工
的青胜大堰，终于迎来了再度开工建设的
春天。2001年 5月，永善县水利电力局派
出刘万华、李林、马其中、王英等工程技术
人员，对青胜大堰进行了历时13天的实地
勘测设计。很快，省政府批准了青胜大堰
立项建设。消息传开，青胜人沸腾了，望
眼欲穿的青胜大堰终于有了盼头。

2002年10月，青胜大堰一期工程通过
验收；2003 年 2 月，大堰二期工程正式动
工；2003 年 6 月，青胜大堰全线贯通。从
此，清澈的泉水如同一条灵动的银蛇，翻
山越岭，顺着青胜大堰“哗哗”流向灌区，
干涸的土地迎来了春天。那一刻，人们奔
走相告，欢呼雀跃。

走近青胜大堰，清澈的渠水倒映着岸
边的绿树青山，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卷。青胜大堰的建成，不仅极大地改善了

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还为乡村旅游业的
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近年来，青
胜乡依托大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游客们
来到这里，可以欣赏到大堰的雄伟壮观，感
受青胜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可以漫步在田
园花海间，体验农耕生活的乐趣；还可以品
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领略淳朴的乡村风
情。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村民的
收入，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承，让更多
的人了解到青胜这片土地的魅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生态文
明建设的道路上，这是永善人始终秉持的
绿色发展理念。青胜大堰流淌的不仅是
生命之水，更是一份守护自然的责任。青
胜人将大堰的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确保
渠水的畅通和水质的安全。同时，加强对
村民的环保教育，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大堰
的守护者和生态文明的践行者。

如今，这条凝聚着几代人的梦想与汗
水的大堰，不仅是青胜人的生命之渠，更
是永善水利史上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它见证了永善人民的奋斗历程，展现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实现了生态
文明成果的共享。有文史专家在实地考
察青胜大堰后，称它为“青胜的人工天
堰”、金沙江畔的“红旗渠”，认为“青胜的
人工天堰完全可以与河南林州的红旗渠
齐名”。无论是从海拔高度、地质地貌、开
凿难度，还是施工时间来看，青胜大堰都
远比红旗渠磅礴、艰辛、漫长，它是青胜人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完全
有潜力成为滇、川、渝、黔“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户外极限旅游体验基地”，可
以打造成国家A级旅游景区，建议将其申
报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胜大堰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
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奋斗，去拼搏，
去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去创造更加美好
的明天。

在尘世的喧嚣中久居，心便如蒙
尘的古镜，渴望一场自然的涤荡。闲
暇时，我走进巧家县老店镇法土南村
的泉水村民小组，邂逅了那如诗如画
的飞瀑，方觉灵魂寻得了久违的归宿。

此地，被人们称为龙洞，每一处风
景都保持着最原始的模样，不曾有外
人的足迹踏破这份宁静，仿佛整个世
界都为之静默。

出于好奇，我沿着一条铺满落叶
的小径来到瀑布前，瞬间被眼前的瀑
布迷住。它似一条倾落的银龙，从山
林的幽深处奔腾而来。水流在岩石上
溅起层层水花，宛如碎玉迸溅，又似繁
星闪烁。眼前的瀑布如丝如缕，轻柔
地洒落在青苔遍布的石面上，奏响一
曲曲灵动的乐章。

岩石被岁月与流水打磨得光滑
圆润，表面长出了一层厚厚的青苔，
绿得浓郁，绿得深沉，仿佛是大自然
精心制作的绒毯。其间，几缕红丝草
蔓自然垂落，像是给这绿色的绒毯绣
上了绚丽的花边，在水流的轻抚下，
它们轻轻摇曳，似在诉说着不为人知
的浪漫。

站在瀑布前，天地间满是水的乐
章。水花飞溅，似自然洒落的诗行。
与这磅礴水景相拥，心也在这澄澈中
被洗礼，寻得片刻远离喧嚣的自在。

我站在瀑布旁的岩石上，任由那
细密的水雾扑在脸上，带来丝丝凉
意。水雾中裹挟着草木的清香，那
是森林独有的芬芳，清新而又沁人

心脾。闭上眼，聆
听 那 水 流 的 潺 潺
声，那微风拂过树
叶的沙沙声，它们
交织成一曲天籁，
将 心 底 的 繁 杂 一
一驱散。

在这片静谧的
天地间，飞瀑奏响
自 然 的 乐 章 。 我
手持相机，捕捉水
花跃动的光影，每
一次按下快门，都
仿 佛 在 与 山 水 的
灵魂对话，将瞬间
凝固为永恒，留存
下 这 独 属 于 自 然
的诗画。

抬眼望去，阳
光 透 过 枝 叶 的 缝
隙，洒下缕缕金芒，
为瀑布和山林镶上
了一层金边。光影
在水面和石面上跳跃闪烁，如梦似
幻。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这方山水
间，只剩下我与这飞瀑、这山林。静静
对视，默默交流。

这山间的飞瀑，是大自然馈赠的
瑰宝。它以灵动的身姿、磅礴的气势
和清幽的韵致，治愈着每一颗疲惫的
心灵。在这短暂的邂逅中，我领悟到
了大自然的伟大与宁静，于是沉醉其
中，不知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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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上学必经的那座古老石拱桥，如
今依然静卧于冷水溪畔的悬崖峭壁之上。
280 多年来，它日复一日地记录着桥上行
人的每一步足迹，收藏着村庄的发展故事，
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岁月变迁。

冷水溪石拱桥又叫“冷水溪高溪桥”，
当地人喜欢叫它“冷水溪古桥”。冷水溪古
桥位于水富市最高峰的轿顶山脚下，呈东
北—西南走向，系单拱石拱桥，桥长 14.8
米，宽 9.3 米，高 24.2 米。桥面两侧各有
0.86米高的石栏杆。据《绥江县志》记载，
冷水溪原属绥江县管辖，该桥始建于乾隆
初年，距今已有280多年历史。

在古桥桥头，原有一座五年制村级小
学，叫冷水小学，那是我完成小学学业的地
方。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处民宅。那
时，我每天都要走过古桥去上学或回家，已
记不清在古桥上走过多少个来回，留下了
多少脚印。记忆中，在古桥西侧的外桥壁
中间，从石头缝隙中长出了一棵不知名的

“怪树”。之所以称它为“怪树”，是因为它
的树根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沿着桥外壁一
直伸到桥头的泥土中汲取营养，从而不断
生长。课余时间，老师常常把学生带到桥
上，用这棵在石缝中顽强生存的“怪树”来
教育和激励学生，要像它一样不屈不挠、深
扎根基、好好学习。

那时，校园十分简陋，全是石墙和木
楼，但学校周边的环境却很美。学校坐北
朝南，背靠董家坪大山，前面溪水环绕，古
桥连通两岸。一条清澈的灌溉渠从操场下
蜿蜒穿过，流向中岭，滋养着千亩良田。操
场边有两棵高大的柳树，每到春天，柳树便
抽出嫩芽，翠绿的细叶、低垂的柳枝随风起
舞，完全就是贺知章《咏柳》中所描写的情
景：“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学校操场外面就是冷水溪古桥。听老
人们说，古桥两头曾各有一道石门，石门旁
立有石碑，上面刻着建桥功德碑文，如今石
碑已不知去向。儿时，听老人们这样讲，心
中非常好奇。有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相
约从距离古桥 100米远的地方下河，顺着
河水摸索着来到桥下。抬头仰望，那弯弯
的石拱桥就像一道彩虹挂在天边，很高、很

险、很奇特。
在桥下，顺着河流往下走，在距离古桥

约50米的地方，有一块巨大的奇石。这块
巨石一半没入水中，一半露出水面，大家都
叫它“鲤鱼石”或“鲤鱼挣滩石”。这块巨石
长 25米、宽 5米，远远望去，极像一条在激
流中奋力向上越滩的鲤鱼，鱼尾摆动拨水，
鱼头向上遥望着冷水溪古桥。

在“鲤鱼石”旁边不远处，原有一处水
力加工坊。那时，加工坊里的所有动力均
来自一台水轮机。闸门一打开，水流冲着
水轮机的叶轮，巨大的飞轮便开始转动，通
过皮带将动力传递到各个机械装置上，碾
米、磨面、擀面、发电，样样皆可。在集体生
产队时期，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是最先拥有
加工坊和发电站的。那时，四面八方的人
都背着麦子来这里换面条，人多的时候还
要等上一两个小时。后来，随着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用麦子换面条的人越来越少，
加工坊也因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发电站也
被南方电网所取代。

在古桥上游 500 米处有一个叫龙洞
的地方，那里流淌着一股甘甜清凉的泉
水。这股泉水冬暖夏凉，终年不枯竭、不
浑浊，千百年来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善良而

勤劳的冷水溪人民。这股泉水比方圆 30
公里内的任何泉水都要冷，因此这片区域
被起名为冷水溪。即便在盛夏高温时节，
再不怕冷的人，手脚浸入其中也坚持不了
5分钟。

龙洞水的水质清澈明净，2012 年，经
相关部门检测，其所有指标均符合国家矿
泉水饮用标准，且富含锶等多种矿物质，一
下子就变成了“宝贝”。2012年 4月，云南
乌蒙山矿泉水有限公司在此建厂，将龙洞
水包装成“西部宝思泉”。

凝望古桥和流水，古桥依旧，流水如
初，唯有时间在不断前行，记忆在不断更
新，环境在不断变美。古桥四周，曾经低
矮潮湿的土坯房、石墙房、串架房，如今
已变成了一座座小别墅、新楼房；曾经教
室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如今已化作农
户家中的欢声笑语；那条我上学时必经
的蜿蜒崎岖小道，早已变成了干净、宽阔
的沥青路。

古桥、流水、人家，是一幅美丽的山水
画卷，是一首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田园
诗，更是一曲乡村发展赞歌。它们用动与
静，紧跟村庄发展的铿锵步伐，记录着一个
又一个乡村振兴的故事。

冷水溪上的石拱桥记忆
通讯员 杨长亲 文/图

青胜大堰：绝壁凿就的生命史诗
通讯员 周 菊/文 袁志坚/图

巧家县老店镇法土南村的巧家县老店镇法土南村的““龙洞飞瀑龙洞飞瀑””。。

直通原冷水小学的冷水溪石拱桥。

“冷水溪石拱桥”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碑。

隧道中的青胜大堰。

跨越崇山峻岭的青胜大堰。

青胜大堰在山间若隐若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