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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第一闸:传承“总干精神” 浇灌幸福河套
文·摄影/本报记者 张巧珍

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
而下，以巨龙腾飞的姿势穿
山越岭、奔流向前，流经巴
彦淖尔平原345公里，给磴
口县留下了众多优美的河
迹湖泊，磴口县也因此享有

“百湖之乡”美誉。更让磴口
人引以为豪的是，三盛公水
利枢纽工程成就了“黄河百
害，唯富一套”的传奇。

探秘“河套源”

九曲黄河十八弯，位于
磴口县巴彦高勒镇的三盛
公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黄河
最大的“几”字弯头，始建于
1959年，是亚洲最大的、黄
河上唯一的以灌溉为主的
一首制引水大型平原闸坝
工程，堪称“万里黄河第一
闸”，又有着“河套源”的美
誉。

拦河闸是三盛公黄河
水利枢纽工程的主体工程，
远远望去，气势雄伟，巍然
屹立在波涛滚滚的黄河之
上，已经成为八百里河套独
特的人文景观。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三盛公水利枢纽，是黄
河进入巴彦淖尔的门户，也
是整个套区的水利大动脉。
三盛公水利枢纽很好地发
挥了调节水量的作用，根除
了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水旱
水灾，还发挥了防凌作用。”
9月7日，登临三盛工水利枢
纽工程，讲解员一边走一边
对记者说，在三盛公水利枢
纽工程北侧，就是总干渠和
四通八达的灌溉水系。三盛
公水利枢纽工程，恰似总干
渠这条血脉的心脏。黄河流
经巴彦淖尔，依托境内180
公里的总干渠，滋养着美丽
丰饶的八百里河套平原。

美丽富饶“干”出来

说起总干渠，任何一个
磴口人都能跟你津津乐道，
这里承载着几代人深刻的
记忆。当地人亲切地称总干
渠为“二黄河”。殊不知，这
条“二黄河”是3万河套人耗
时十年人工开挖而成，50余
年来的扩建、修护，承载了
无数河套儿女的心血与汗
水。

当地年近七旬的华莱
士种植专家、市级劳模武玉
良，年轻时亲自参与了总干

渠的建设。“以前这里没有
总干渠，河套灌区的所有土
地都是通过黄河上开口引
到渠道，靠自流引水来浇
灌。没有闸门，水量没法控
制，有时浇不上地，有时又
非常容易造成洪灾。”武玉
良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十年
代末，他和数以万计的河套
人一样加入了总干渠的建
设，吃着糜米饭，喝着黄河
水，住在简易的工棚里，在
没有任何机械作业的条件
下，硬是靠着锹挖肩挑，在
广阔的河套平原上开挖出
一条总干渠，结束了河套灌
区自流引水的历史。据资料
记载，总干渠下设干渠、分
干渠、支渠等各种配套渠
沟，当时人工挖掘的土方，
若是垒成一米宽、一米高的
土坝，可以绕地球赤道33.7
圈。

有了总干渠，河套地区
真正实现了旱涝保收，灌溉
面积由原来的290万亩增加
到现今上千万亩，缔造了祖
国的塞北粮仓，更是形成了
敢想敢干、苦干实干、干好
干成的“总干精神”，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的河套人。

沙漠里的鱼米之乡

9月7日临近午时，记者
一行沿着穿沙公路向西行
驶了10多公里，来到磴口县
乌兰布和沙漠光伏产业生
态治理示范基地。放眼望
去，连绵起伏的沙漠之中，

一块块光伏板如同海浪般
一层一层铺陈开来，在阳光
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与蓝
天、沙漠、草木交相辉映，形
成一幅浑然天成的画卷。

“磴口县地处乌兰布和
沙漠东部边缘，全县近七成
是沙漠。眼前的这片光伏
板就是近两年政府利用沙
区丰富光热源和绿色无污
染的优势，成功打造的万
亩光伏产业生态治理示范
基地……”同行的磴口县工
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袁海文告诉记者，以前
磴口县的植被覆盖率不足
5%，如今，通过植树造林、
引进光伏治沙、发展沙产业
等项目，绿化面积已经达到
70%以上，实现了生态、经
济效益的双赢。

走进偌大的光伏产业
生态治理示范基地，道路蜿
蜒曲折延伸到各个角落，两
侧垂柳依依，繁花似锦，错
落有致的景观带绿意盎然，
别具风情。除了各类繁茂的
沙生植物，光伏板下还种植
着沙地柏和紫花苜蓿等牲
畜所需的饲草，在固沙、阻
止沙漠漫延的同时，也增加
了当地的经济效益。

在大力发展光伏发电
的同时，当地还打造光伏农
业，将光伏电池组件安装在
农业科技温室大棚顶上，将
太阳能发电与现代种植完
美结合，既满足了太阳能发
电，又满足了植物生长需
要。在光伏农业科技园区，

规划建设了有机果蔬区、蚯
蚓养殖区、农业创客区，并
建成万亩光伏瞭望塔、光伏
小镇旅游区、沙漠水稻及循
环水养鱼观光区等多个区
域，通过延伸发展旅游观光
产业，实现多产业融合发
展。

“你看，喂食的时候所
有的鱼都跳出水面来啦！”

“这里一池子都是锦鲤，个
头不小啊！”……在沙漠水
稻及循环水养鱼观光区，循
环水养鱼的模式吸引了很
多记者的眼球。黄河鲤、黄
金鲫、锦鲤、鲢鱼、泥鳅等各
种鱼儿在水中游弋，稻鱼共
生，不仅避免了水产高密度
养殖水体的大排大灌，有效
地规避了因高密度养殖的
肥水对养殖基地周边生态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循环利
用，节约了水资源。同时，还
为当地20多个精准扶贫户

提供就业岗位，每年人均可
增收2万元左右。

富强村里看富强

当日下午，记者一行循
着黄河的足迹顺流而下，来
到 了 河 套 地 区 的 网 红
村———富强村。富强村位于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
一幢幢仿古园林式建筑成
为小村子的地标性建筑，中
心广场小桥流水、亭台楼
阁，充满了诗情画意。一排
排白墙红瓦的民居整齐划
一，掩映在绿树丛中，四通
八达的水泥路两侧，还种着
各色不知名的花朵，看着分
外的养眼。

摔碗酒、农家乐、采摘
园、游乐园等独具特色的休
闲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
客。

“以前这个村特别脏、

特别乱，一到阴天下雨，连
个下脚地儿都没有。这才短
短两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小桥流水，道路宽
阔平整，还建起了村史馆，闲
暇周末，领着孩子来玩一玩，
感觉非常好。”7月9日下午，
带着孩子来富强村游玩的当
地游客李玉霞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在美丽乡
村建设进程中，巴彦淖尔市
把富强村努力打造成宜居
宜业宜游、具有河套文化特
色的美丽乡村。目前，富强
村已经成为巴彦淖尔市和
自治区两级确定的乡村旅
游示范点，先后被国家旅游
局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被自治区住建厅评为

“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乡
村”。2016年12月，富强村获
评“中国十大最美乡村”，是
自治区唯一获此殊荣的乡
村。

武玉良介绍挖渠的往事

富强村里的休憩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