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义老支书黄大发：绝壁凿“天渠”壮志凌山河
一个当时年仅20多岁的农村大队长，带着数百个

村民，钢钎凿、风钻敲，前后历经30余年，在峭壁悬崖

间挖出一条10公里的“天渠”。

潺潺渠水，润泽了当地1200多人，使曾经闭塞的

贫困村面貌一新。

当地人管它叫“大发渠”。村民们以最朴实而又

最隆重的口头命名方式，感谢他们的带头人——贵州

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
黔北深处，多为喀斯特地质。

黄大发居住的地方以前叫草王坝，海拔1250米，山高岩陡，

雨水落地，就顺着空洞和石头缝流走，根本留不下来。

20世纪90年代以前，村里人去最近的水源地挑水，必须来

回走两个小时，争水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连“牛脚窝水”村民都

要收集起来。

村民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第二遍洗脸洗脚，第三遍喂猪

喂牛。县里的干部来草王坝考察，村民递过来的水杯里，满是

浑黄。

因为缺水，当地只能种一些耐旱的苞谷。把玉米粒炒熟去

皮再磨成粉，蒸熟后就成了当地人餐桌上的主食。这种“苞沙

饭”难以下咽，在喉咙上直打转转。

没有水，别说发展产业，村民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一些

家庭吃盐都需要赊账。

对于贫穷，黄大发比别人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几岁时，母亲

就去世；父亲抽大烟，败光了家中房屋和田地后撒手人寰。13

岁，黄大发便成了孤儿，滚草

窝，吃百家饭长大。

对于摆脱贫困，他有着比

别人更强的决心。

“穷就穷在水上，一定要想

法通上水，让大家吃上米饭。”

1958年当选草王坝大队大队长

那年，黄大发下了决心。

“一定要想法通上水，
让大家吃上米饭”

草王坝村几面大山的背后是螺丝水河。20世纪60年代开始，

由当地公社牵头，草王坝大队、健康大队、胜利大队共同开建“红旗

大沟”，想引来这稳定的水源。黄大发任指挥长。

当时，修这条水渠，中间必须打通一条长116米的隧道，公社认为

技术难度太大，黄大发就带着群众自己干。

黄大发先用农村土办法确定水平线：竖起竹竿测量，人眼两边

“校瞄”。洞口越打越深的时候，黄大发用耳朵贴着山听，指挥群众

往声音一致的方向打，耳朵都磨起了老茧。最终，隧道打通了。

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用黄泥巴敷成的渠壁难

经风雨，水渠修修补补十几年，没法再用，在20世纪70年代被废

弃。

“刚修渠的时候我才几岁，十几年里父亲经常不在家里，都和

大家在工地上。修渠失败的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那时候父亲经

常在家里发呆，我知道他很伤心。”黄大发的二儿子黄彬权说。

但是，黄大发没有放弃。

1976年，遵义县水电局干部黄著文来到草王坝，住在黄大发

家里。“小个子、有干劲，满手的茧握手扎着疼。”这是黄大发给黄著

文的最初印象。彻夜长谈中，黄大发再次表明了修渠的决心。

再次见到黄大发，是1990年腊月，那天下着大雪，已经成为遵

义县水电局副局长的黄著文晚上回家，看到了来访的黄大发。“10

多年了，但一眼还是认出了他。他穿着破解放鞋，没有袜子，脚趾

露在外，一身单衣冻得发抖。”

黄大发的挎包里，装着一份沉甸甸的修渠申请。

“我走了两天到县里，就是要找你。我要修螺丝河工程，想请

你帮助立项。”“我是村支书，有责任修通水渠，解决村里人畜饮水，

不然贫困老是改变不了。”“我要实现通水愿望，这一次，拼了命也

要干。”……

“这一次，
拼了命也要干”

水渠工程立项了，摆在黄大发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

是凑钱。

按照当时的政策，修建这样的工程，国家补助材料、匹

配一定资金，村民要投工投劳，须自筹部分资金。算下来，

全村900多人，要凑1.3万元。

当年，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仅为80元。

黄大发召开村民大会，提出了每家每户凑钱的要

求。作为村支书，他率先拿出了100元。

修建水渠的热情被再次点燃。当晚，有的村民就外出

借钱了。第二天一大早，出村小路上满是赶着牲口，背着

鸡蛋、黄豆、蜂蜜的村民，他们要到附近集市卖了换钱。

村民杨春友说：“盼水盼了几十年，有机会修水渠，

家里生活再苦都要支持。”

也有村民反对。以前那条半途而废的水渠是村民

心头的伤疤，有的村民说：“修得通，我手掌心煮饭吃。”

黄大发回答：“修不通，我拿命来换。”

妻子徐开美劝他，晚几年，等大家经济条件好点再

修。黄大发说：“修水这事等不得，再难也要上。水不

通，大家经济怎么好得了？”

第三天，1.3万元凑齐。遵义县水电局领导感动地

说,这不是工程款，是草王坝群众的心！

1992年正月初三，大雪天，开工了。

黄大发扛着钢钎，带着几百人的队伍往山上进发。

每20米水渠被确定为一个桩号，每个桩号按照施工

难易程度确定不同数量的人工，每个家庭按照土地多少

确定要投劳的人工……

“干部干，群众看。”黄大发说。从材料运输到实地

施工，年近6旬的黄大发总是冲在最前面。放炮需要的

炸材，是他来回步行36公里到乡镇背回来的。筑渠需要

的水泥，也是他亲自到县城“押运”回来的。有一次运水

泥车行至半路突遇暴雨陷入泥潭，黄大发担心水泥被

偷，硬是在水泥包上睡了一夜。

“修不通，我拿命来换”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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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水渠要经过３座大山、大小９

个悬崖、10多处峻岭，大土湾岩、擦耳岩

和灰洞岩最为险要，要从悬崖峭壁上打

出半幅隧道才能通过。

在修擦耳岩段时，一处倒悬的崖壁

无法测量，专业施工人员都不敢下去。

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绳系在自己身上，

让人拉着吊下悬崖，像半空中飘飞的鹰。

吊到悬崖背后，大家看不到他了，吓

得大气都不敢出。这时候，黄大发在下

面大喊了几声，证明自己没事，大家这才

放了心。

当时在现场的村民沈秀贵说：“没有黄

大发带头，这个工程修不起来。”

有几次，黄大发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修一个隧道时，炮响之后黄大发第一个

进洞打钢钎。钢钎拔出来才发现，上面的

黄泥赫然粘着一根未引爆的雷管。刚开始，

装药炸山，由于缺乏经验，黄大发还没走出

“雷区”，村民就开始放炮，黄大发情急之下

趴在地上，用背篼罩头躲过危险。从此之

后，工地上多了一条安全规则：炸药发放后

以吹哨为令，第一声准备，第二声警告，第

三声点炮……

从开工修建主渠，到所有支渠完成，

总共花了约３年时间。黄大发说，这么

长时间的持续施工、拧成一股绳的关键

是“党员带起头，大家一起干”。

如今，参与修渠的村民回忆当年

的场景仍激动不已。72 岁的徐开诚

说，每天６点刚过，200多名村民背着

钢钎、二锤，带着苞谷干粮出发，下午6

点放工回家。水泥和沙都要靠人背马

驮。冬天，是农闲挖渠的好时节，大家

刨开积雪，一寸一寸凿，一尺一尺敲。

中午，大家围在一起，找几把干柴点燃

取暖，烤土豆当午饭。为了早一天通

水，有些群众甚至晚上就睡在渠上。

修渠期间，黄大发的女儿和孙子相

继因病去世。有一年年关将近，黄大发

把家里的猪卖掉得了100多元钱，徐开美

以为是给女儿买药的钱，结果黄大发拿

去垫钱买了修渠炸药。

“埋怨有什么办法，家里扯他后退，

他怎么干得了工作？”徐开美说。

1994年，水渠的主渠贯通。

清清粼粼的水，第一次满满当

当地流进了草王坝村，流进了亘古

干旱的坡地。

村里孩子们跟着水流跑，村民

们捧着清澈的渠水大口大口地喝：

“真甜啊，真甜！……”

从来没见过黄大发流泪的村民

发现，老支书躲在一个角落里，哭

了。这眼泪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

心里知道。

1995年，一条跨3个村、10余

个村民组，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

2200米的水渠终于完工。群众以

黄大发的名字命名这条渠，叫它

“大发渠”。

“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水渠

仍是工程奇迹。”黄著文说。

通水后，黄大发又马不停蹄地

带领群众“坡改梯”。

夜晚，平时寂静漆黑的山村被

点燃，山坡上、土地里灯光闪耀，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村民们在黄牛头

上、自己脑门上套上灯，彻夜挖土、

筑田、放水……

村民徐国树家“坡改梯”后有了

0.27 公顷梯田，全部种上了水稻。

1996年，亩产达到1000多斤。他一

直记得打出米那天，家里煮了满满

一大锅、足足５斤多米饭。从米下

锅起，一家人什么都不干，围着灶台

坐着，等着，笑着。揭开盖的那一

刻，一股从没有过的清香，扎扎实实

地钻入鼻子，直入胃里，沁入心里

……

“真是吃得肚子好胀，好高兴！”

多年后回忆起那顿饱饭，徐国树念

念不忘。

村里的稻田从16公顷增加到

48公顷，每年收稻谷80万斤，村民

从此吃饭不愁。还有村民种上了高

粱，收获后卖给附近茅台酒厂，带来

了更多收入。

接下来，黄大发要实现他修学

校、通路、通电的梦想。

村民徐国棋记得，水渠修通后，

黄大发把大家喊来开院坝会，商量

集资修建学校的事。

“如果有文化，渠早就修成功

了。我们村文化低，出去都直不起

腰杆，娃儿不读书哪来出息？”

全村群众又一次咬紧牙关，全

力投工投劳建学校。而今，20年过

去，草王坝走出了20来个大学生。

接下来是修路。团结村通往外

界只有一条泥巴小道，要趟过两条

河，翻过一处悬崖。一发大水，村庄

即成孤岛，1990年至1995年，有5

个村民涉水溺亡。

1995年春节刚过，黄大发只身

前往遵义县，向有关部门申请修建

通村公路。政府补助的资金用于购

买炸药等，村民在黄大发带领下投

工投劳。

修渠的情景再现山村。每天

100多名村民上工，大家齐心协力，4

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

1996年，村里通电工程启动。

黄大发带头拿出100元，村民再次凑

钱1万元。为节约电杆钱，每２户村

民“承包”一根电杆，上山砍树；一圈

上百斤重的电线，村民挽在肩头往前

拉……草王坝村，终于亮起了电灯。

村民夏时江，购买了村里第一

台黑白电视机。1997年7月1日，黄

大发和100多名村民一起，在夏时江

家收看了香港回归庆典，大伙儿鼓

掌把手心都拍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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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可以交上答卷了”
带领群众奋斗50多年，黄大发走遍

了村庄周边的山山水水，但最远只到过

80公里外的遵义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鸡鸭鱼，不管

家中事。这位82岁的老支书把一辈子

的时间都交给了村里工作，把所有的心

力和精神都放在领着大伙儿干上，将乡

亲们带上致富路。

村民徐国树家养了 9 年的山羊，

现在有 60 只，去年卖羊收入２万多

元。他说“有了水，才养羊；有了羊，才

有钱”，靠着养羊收入，他把2个子女

培养成大学生。

脱贫的热情涌动在草王坝的家家

户户。新扩并的团结村还有许多贫困

家庭，去年，老支书黄大发参加政府的

脱贫攻坚考察，认定了辣椒和柚子产

业。经过论证，当地政府决定将之作为

扶贫攻坚重点产业推广。

黄大发到村民家里做动员工作，让

两大产业顺利落地。“他有这样的号召

力，我们相信他。”村民黄兵旺说。

2015年，遵义有关领导了解到，这

位80岁的老支书有个心愿，就是有生之

年能去省城看一看，于是决定满足他这

个心愿。

时任平正乡办公室主任的徐飞回

忆，那天，他们来到村里，发现黄大发和

老伴已经穿戴整齐在村口等着了。到

了贵阳，老支书既没有提出到风景名胜

去逛逛，也没有要求去商场转转，而是

提 出 去 贵 州 省 委

看看。

站 在 省 委 大 门

口，黄大发注视着飘

扬的五星红旗，看着

“为人民服务”五个大

字的石碑，一言不发

地站立着……

就这样，默默站

立了10多分钟，黄大

发回身对陪同人员

说：心愿了了，可以回家了。

陪同人员问：到别处看看吧？黄大

发把头一摇：“党组织信任我，把草王坝

村交给了我，现在，渠通了、电通了、路

也通了，我交上答卷了。”

又一个春天，来到了草王坝。但见

田间地头，黄大发率领群众新栽下的柚

子树抽出新芽，翠绿欲滴。

这块几代共产党人奋斗的红色土

地上，生机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