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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30日，这是一个令奉化城中老年人难忘的日子。
这天早上，人们不顾一切，纷纷往奉化城的制高点——中山公园上跑，他们或

穿着睡衣，或赤着脚，或抱着孩子，或捧着细软，或捧着电视机，甚至拿着锅铲、
打着吊针……小孩哭，大人叫，中山公园人满为患，山下却万人空巷……

那种疯狂，事出有因。连续几天的特大暴雨，城里的水漫上路面，横山水
库的水位即将到警戒线，从而滋生了“横山水库快要倒塌”的谣言。好在，横
山水库挺过了“7·30”特大暴雨的考验。

对谣言的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证明横山水库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它不仅是保命的水利大工程，更凝结了几代人共同追求的梦想。

2019 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我溯县江而上，
在离奉化城区十多公里的山路上，远远地，
就看见一道写有“横山水库”四个红色大
字的雄伟大坝，横架在县溪之上。蓝
天、青山、山花，将这座大坝和坝下
的碧水装扮得分外秀丽。

县江发源于奉化西南最高峰第一
尖，上游叫县溪，流入城区后叫县江，
在奉化北端方桥汇入奉化江，与剡江、
东江、鄞江同为奉化江四大支流之一，
是奉化的母亲河，也是甬江源头之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温柔时，河水
深情地滋养着沿岸的土地和生命；吝啬
时，几十天数月滴水不下，河床见底，土地
干裂，庄稼枯萎；暴戾时，洪水滔滔，灾难与
死亡威胁着沿岸生灵……20世纪50年代中期，县
江流域发生了一次大洪水，房屋倒塌，山林破坏，
死伤820人……

为求生存，世代奉化人从未停止过对县江
的治理。南朝浚溪北溪，筑青锦塘；唐代开凿市
河（新渠）；宋代筑天宁塘；元朝开浚市河；民国
时，浚深县江主槽，增加泄流……20世纪
50年代，大桥至长汀段江堤培土，截直
南渡广济桥湾头，拓宽石桥头、外婆
闸桥，疏浚县江主槽南渡段……

尽管如此，大灾还是偶尔
来袭，小灾更是频频来访。要
是有一个能抵御水旱之灾的水
利大工程，该有多好啊。但
是，这只是深藏在人们心中
的一个梦。

1957 年 9 月的风，开启了
这个尘封已久的梦。奉化成立
了以副县长李子策为总指挥的工
程指挥部，决定在县溪兴修水库。
坝址选在横山旁的朱家堰村。横山山
势雄伟，重岩叠嶂，起伏10多公里。山尽头
的岩上有南宋宁海进士刘倓的《横山道
中》题诗。刘倓一定想不到，800多年后，诗
歌和梦想会在此发生碰撞。

一批又一批青壮年民工从奉化各地
汇聚而来,他们自带粮食、炊具、碗筷，
自备开山锄头、土箕、扁担、柴刀等劳
动工具以及火油灯、棉被等日用品，实行
准军事化管理。建设横山水库初期，没有
机械设备，一些重物靠耕牛来驮。不管
是寒冬腊月，还是赤日炎炎，大坝周
围，红旗飘飘，喇叭嘹亮。几千民工肩
挑手推、往返奔跑在工地上，挖坑填
土、筑坝垒堤、开山铺路。他们或喊着
劳动号子，或唱着响亮的歌曲，干劲
高涨。手起了泡，挑；锄头断了，换；推
车坏了，修。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早日建成横山水
库。

如果水库有记忆，一定不会忘记，在
水库淹没区，有多少人告别世代居住的家
园，移民异地。难分难舍的恋家之情在大局面
前，慨然而舍。当年9月，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进
驻横山后，朱家堰53户人家，以不可思议的进度，
一个月内移民到毗近的许家村。一些住房宽敞的
许家村村民还腾出住房让移民住。许家村的学校被
征用后，孩子们只能暂时在牛厩、猪圈过渡着读书。
随着工程进度的加快，当时的甘坪公社埠头、虎哨
王、荷花心、后石坎等村的村民，也一步一回头，依依
惜别故土。水库工程拦断了上游村民的出路，汽车路
只能修到半山上，九曲十八弯，每一道弯都有难舍
的悲壮和心酸。

追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遭遇三年自
然灾害、建设资金短缺等原因，水库工程经历
了停工、施工、再停工的曲折。令人期盼的时
刻终于到了，1963年11月，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
局和横山水库工程指挥部开始实施续建工程。省
水利部门集中财力、骨干和机械设备，7000多名民
工参加建设。挖土机、小货车、皮带轮等当时最先进
设备纷纷亮相，工程的进度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当
人们目睹翻斗车两三下就将泥土装满一节车厢，六节车
厢的货车将泥土倒在皮带轮上，皮带轮又将泥土源源不
断输送到目的地时，惊叹之余，干劲更足了。

人心齐，泰山移。1966年4月的一天，锣鼓喧天，彩旗飘扬。
开闸后库水奔涌而下，人们情绪高昂，为庆祝刚落成的浙江省第一
座陡坝坡窄心墙土坝水库而欢呼，为终于实现了千年的美梦而歌唱。

横山水库运行以来，先后战胜了50多次暴雨洪水和百年一遇特
大干旱。它不但成为奉化的水利枢纽工程，也成为治理鄞奉平原水
旱灾害的骨干工程之一。

筑一座水库

站在水库高坝上远眺，两岸连绵起伏的青山
下，一江碧水逶迤东去，流入万亩良田，流入百姓

生活。
时间的车轮，转到 20 世纪 80 年代。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对横山水库的供水量和水质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为了提升水库防洪能力和保坝标准，1987年 2月开

始的水库扩建加高工程，使这座中型水库跻身大型水库
行列。之后，水库分别向奉化城区和宁波市区提供生活饮

用水。2009 年 10 月，对水库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物及其
设备进行了加固改造，新建了左岸供水竖井、输水管道

和宁波奉化供水管道三通连接工程，供水保障能力
得到提高。加固后，水库面貌焕然一新，虽然总

库容 1.108 亿立方米的工程规模不变，但安全性
能及其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使其成为以防洪、
供水、灌溉为主，结合发电、养鱼等综合利
用的国家大(Ⅱ)型水库。之后，水库每年分
别向甬城、奉城提供生活用水 7000 万立方米
和 2000万立方米，向下游提供灌溉用水 5000
万立方米，成为宁波市名副其实的“大水
缸”。

“大水缸”的原水由横溪岗溪、董李溪、
大湖坑溪、石井溪、竹林溪、柏溪、万竹溪、

大堰溪等县溪水系汇聚而成，像一张水网密布大
堰镇的山岭、村舍，丰沛的溪水孕育了漫山的茂林

修竹。所以，旧时的大堰又称连山、万竹 （大万
竹），是奉化著名的竹乡。
丰富的水和竹木资源，孕育了大堰传统的造纸产业。多

少年来，在许多村落可见原始的手工造纸作坊，那是山民谋生的重要手
段。“草长岸漫渔堑北，月明人语纸槽东”，元代“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的
诗句就是这一区域民间造纸情形的真实写照。民国时期出版的 《浙江实业

志》载，清康熙年间箭岭村 （今属大堰镇） 所产“真皮纸……著闻
于时”。20 世纪 80 年代后，得资源之利的造纸业更是遍地开

花。进入21世纪，大堰镇域内有200余家家庭造纸作坊和造

纸厂及上千口嫩竹纸料塘，可谓盛极一时。一方水土孕育了一个产业，也养育
了一方人。

曾几何时，大堰人发现家门口原来清澈的溪水变得越来越混浊甚至发黑，
气味难闻、呛人。溪里水草不生了，鱼儿不见了，甚至溪边地里的花生到了开
花之季竟成片成片地死亡，用这样的溪水浇灌的水稻到深秋仍不能结穗……

大堰人先是懵了，然后又明白了，是造纸业的发展大大超越了水的承载
力，造纸过程中大量使用的碱、石灰、硫酸、漂白剂等，严重伤害了水体、
土壤。花生在开花季节死亡、水稻不结穗，是那曾经温柔多情的水以特有方
式向人们提出的抗议。是的，水养育了人，但水何尝不需要人的呵护？更何
况这水不单单是大堰人赖以生存的水，县溪上的横山水库又是奉化、宁波饮
用水的重要水源地！

县溪边，人称奉化“番薯大王”的大堰振富食品厂厂长王忠夫跟我谈起了
往事。

王忠夫是大堰镇珠头岭村人，1984年接过父亲创办的、已经经营了 20余
年的珠林造纸厂。厂里生产的白棉纸，业务稳定，利润不薄。正当他踌躇满志
想把造纸厂做大做强之际，恰逢大堰全镇上下开展水源地生态环境治理，高污
染的造纸厂，属关闭或迁移之列。

王忠夫心很乱。多少年来，王家父子对造纸厂倾注了太多的精力，要在他
手里关闭，真的不舍得、不甘心啊。但他也意识到，对水的污染实在不能再继
续下去了。最终，他壮士断腕，关闭了企业。

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送一江清水到奉化、宁波，所有大堰人做出
了与王忠夫一样的抉择：镇域内的造纸厂和作坊及嫩竹纸料塘绝大多数关闭
了，个别确实还需继续开办的，也落实了严格的环保措施。同时，关闭了一
批电镀、五金等污染企业和养殖企业。每一个成为志愿服务者的村民，都
是“亲水使者”，保护溪水是他们的职责：保持地面干净，打捞河面垃圾，
劝阻河边烧烤、露营和非法捕鱼……根据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县溪
的水质终于维持在Ⅰ类至Ⅱ类之间——完全符合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和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
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水质要求。

溪鱼，又回来了。孩子们在溪水中嬉戏着、跳跃着。
溪终于成了溪，水终于成了水。
此时此刻，在漫山的桃花下，剡溪的条条支流，以晶莹剔透的模样，一路

欢腾，流入剡溪，汇聚“大水缸”。

储一缸清水

作为奉化唯一的全山区镇，连绵不断的青山、逶
迤清澈的剡溪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大堰树起了

一道遮挡世俗时风的屏障，保留下炊烟袅
袅、鸡犬相闻的山居生活。

徘徊于明代工部尚书王钫和近代著
名文学理论家、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
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巴人 （王任
叔） 的故居狮子阊门，浙东著名闺阁
诗人、女子教育先驱王暮兰出生地白
阊门，以及“宁波十佳名桥”福星
古桥、山门走马楼、浙东地区少见
的古建筑群董家村晚清古宅等古代建
筑中，悠悠古韵扑面而来。

这正是许多人寻找的乡愁。
美丽乡愁，总与美丽溪水作伴。从

横山水库建成特别是水库成为“大水缸”
开始，大堰就和水库唇齿相依。水库涵养了

上游，上游也保护水缸更加青碧。
在全面治水后，大堰许多原来依靠传统行业的农

户，转型后，或成为种植大户，或经营农产品，在这块土
地上越来越出彩。王忠夫在造纸厂原址办起了振富食品

厂，加工当地的农产品。因为有机
绿色环保，产品受到人们的青

睐。为了更好发展，他不
久又将工厂迁到大堰镇

上，如今已成了大堰
最大规模的农产品加
工企业，并组建了配
套的珠冠蔬果专业合
作社。现在他单是一
年收购的花生就占到
全镇当年所产的三分

之一左右。食品厂和合作社，增加了山民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自身的经济效
益也步步攀升。

县溪滋养的农产品，红薯干 （片）、紫脆条 （饼）、小洋生、高山有机
米、笋、蜂蜜、土鸡、土猪、大堰白茶、番薯粉、干面……成为市场上的抢
手货。当年只能卖四五元一斤的“小洋生”花生，如今卖到 20 元左右，“稷之源”
高山有机米已卖到十几元乃至二三十元一斤。溪鱼百元一斤也难求。要知道过
去新昌人到相邻的大堰来收购“小洋生”，每斤收购价格至少要比新昌产的低一
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新昌客商嫌大堰的水土不好，种不出好花生。

自然是慷慨的，你爱护它，它将加倍回报你。在大堰山水间徜徉，你会瞬间爱上
它清丽的面容。在这里，山是绿的，水是绿的，树是绿的，连空气也流淌着绿意。一年
四季，洋溢的自然之美，成为城里人的向往：春日里亮黄的油菜花，满山的竹笋；夏
日里翠绿的西瓜，欢腾的溪流；秋光中累累的果实，如染的层林；冬日里洁白的山
林，红泥的火炉……一个村庄，一个景点，随意走向哪个山村，都能给人以惊喜：
柏坑水墨古村、西畈山居梯田村、常照红豆杉养生村、3D 壁画村湖边桥村、缸瓦
艺术村后畈村……令你目不暇接。你不得不惊艳于大堰的多彩、丰富。许多人将这
方田园风景构成的原生态乡土画卷中的乡村，视作自己心灵的故乡。

当你留下来，走进散落在剡溪畔一处处充满特色风情的民宿，就像走进了一
个个童话世界。睡在黑夜如漆、只闻虫鸣的夜晚，做一个悠长的童年之梦，一觉
醒来，四周氤氲的煨番薯、烤芋艿头、麻糍的食香，仿佛伴随着儿时祖母和母亲
一声长、一声短的呼唤。

人呵护着水，水滋养着人，县溪以它的方式回报大堰人的善待。生态、绿
色、环保成了大堰的名片，县溪两岸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休闲热地。每逢
节假日，一拨拨城里人赶到大堰，只为与青山绿水相伴。

从大堰返程时，又经过横山水库，灼灼的山花映得山更青、水更绿。水库里
的每一滴水，将从这里再出发，穿过一块块田野、一片片花海，穿过村落、城
镇，带着风儿的轻柔问候，带着最美的祝福，奔向远方……

留一江乡愁

横山横山

蒋静波蒋静波

梦之一

梦之二

梦之三

图图①①摄于摄于19601960年年，，横山水库建设场景横山水库建设场景 （（奉化区档案馆收藏照片奉化区档案馆收藏照片））
图图②②摄于摄于19861986年年1010月月，，施工人员开采石料施工人员开采石料
图图③③摄于摄于19931993年年33月月，，用滑模机械对大坝面板进行滑模处理用滑模机械对大坝面板进行滑模处理
图图④④摄于摄于20102010年年77月月1313日日，，横山水库大坝面板施工横山水库大坝面板施工
图图⑤⑤摄于摄于20112011年年55月月1212日日，，横山水库大坝施工建设横山水库大坝施工建设

（照片由奉化区横山水库管理局和奉化区水利设计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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