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深供水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当年在简易工棚里的工作场景。

单位供图（资料图）

忆往昔 攻关克难“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工程自述

您好！我是东江—深圳供水

工程（以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

是党中央为解决香港同胞饮水困

难而兴建的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

上世纪60年代，来自珠三角

地区的上万名建设者，响应国家号

召，心系香港同胞，不惧艰难困苦，

克服重重挑战，短短一年时间便建

成了东深供水工程，极大地缓解了

香港的用水困难。60年来，共有3

万多名工程勘探、设计、施工人员

和运行维护人员参与东深供水工

程建设运行；他们先后四次对供水

线路进行扩建、改造，使供水能力

提升三十多倍、水质安全得到根本

保障，惠及了沿线各地，满足了香

港约80%的淡水需求。

20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

宣传部授予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

群体“时代楷模”称号，号召全社会

要深入学习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

忠于祖国、心系同胞的家国情怀，

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使命担当，

不畏艰苦、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

因为这些可爱可敬的楷模，我

更有“流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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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共书“水向高处流”的“东深”传奇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进入新

发展阶段，为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

行示范区建设的用水需求，2019年，经国

家有关部门批准，广东省决定兴建珠江三

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该工程由一条干

线、两条分干线、一条支线、三座泵站和四

座调蓄水库组成，输水线路全长 113 公

里，设计年供水量17.08亿立方米，工程建

设总工期60个月，主要有“长距离、大埋

深、高水压、宽扬程”等四大特点。2024

年 1 月 30 日，工程正式全线通水；6 月 1

日，工程正式开始向沿线受水地区供应西

江水，有效解决广州、深圳、东莞缺水问

题，并为香港等地提供应急备用水源，对

全面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供水安全、支撑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该工程可看作是东深供

水工程的“发展”和“延续”。如今，西江水

和东江水比翼齐飞，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供水安全提供双重保障和战略支撑，成

为推动大湾区腾飞的“双引擎”。

看今朝 接力传承 三代人日夜守护东江水

从初建到如今，东深供水工程先后经

历了三代，守护者和管理者都自称“东深

人”，“东深”精神薪火相传延续至今。在

工程多次扩建和改造过程中，“东深人”优

化设计方案，先后克服了“头顶水库”“脚

踩淤泥”“腰穿公路”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为解决进口设备维修问题，“东深人”耗时

15年摸索、钻研出一套维修工艺，深受外

国专家认可。

“东深供水工程在 2000 年至 2003 年

进行全面改造时，采用了很多国际先进的

进口设备；有赖于这些进口设备，我们延

续了前辈们‘令河水倒流’的伟大壮举。”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工程师何久根告

诉记者。一次，工程采用的西门子OTN

通信系统发生故障，西门子德国总部专家

也无法找到故障点，何久根转换思路，抛

开西门子常规办法，创新采用“最小系统

法”找到故障点，成功完成了故障修复。

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正面袭击珠

三角地区。泵站站长蓝伟华顶着狂风暴

雨，徒步抄近路赶往闸坝及时关闭了旗岭

溢流堰防洪闸，并和同事一起配合东莞运

河管理处接通临时电源提闸泄洪，避免了

重大损失。

作为第二十五届“广东青年五四奖

章”获奖集体，东深供水工程调度中心管

理团队也是“时代楷模”精神的杰出代

表。2021 年，东江流域遭遇了 1963 年以

来最严重的旱情，工程面临着“抗旱保供”

的严峻考验。在这场硬仗中，调度中心每

天制定精细供水计划，24小时全线监控、

逐时调度，确保工程在满负荷状态下安全

稳定运行。2023 年 9 月，台风“海葵”来

袭，东深供水工程启动三防应急响应，累

计拦蓄洪水 1100 万立方米，为深圳及下

游筑起了一道坚固的三防安全屏障。“作

为新一代东深人，我们将运用高科技手

段，继续推行24小时在线监测、现场检测

和实验室检测相结合的‘三级监测模式’，

日夜守护东江水！”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

司负责人介绍说。

截至目前，由粤海集团下属粤港供水

负责运营管理的东深供水工程已安全优

质不间断对港供水近60年，供水总量近

300亿立方米，满足了香港近八成的淡水

需求，为香港繁荣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1963年

底，中央批准兴建东深供水工程，上万名

建设者们在工地一旁的山体上写下誓言，

开启了“水向高处流”传奇故事序章。

工程建设之初，施工缺乏机械设备，

缺少先进技术支撑，主要靠人力完成，要

实现“水向高处流”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艰巨任务，万人建设大军胸怀壮

志、义无反顾。缺乏机械设备，就一锹一

筐、肩挑背扛，用人力开山劈岭、修堤筑

坝；缺少计算、绘图的设备，就靠三角板、

绘图仪一点点计算，“施工图画一张就往

工地送一张”；为赶工期，常常天刚亮就起

床，简单吃个早饭便投入工作，有时几天

几夜都没怎么睡觉……就这样，仅用一年

时间便建成6座拦河坝、8级抽水泵站、17

座大型闸门，将东江水从海拔2米提升至

46 米，在南粤大地上唱响了荡气回肠的

治水之歌。

1965年3月1日，满载祖国深情厚谊

的东江水，沿着83公里新建成的东深供

水工程，越山而来，奔腾入港。

“那个时候不讲钱，上级下了任务，我

们干就是了。”这是刘亚福接受采访时说

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今年82岁的

刘亚福是当年广东水电三局东深供水工

程首期扩建的建设者之一。他对当年的

情况记忆犹新。“一期、二期扩建期间是最

苦的，当时没有机械设备，大部分工序全

靠肩膀扛和徒手抬，每天放工回来大家手

掌都是血痕，浑身都被震得发麻。”

“我作为这项工程项目建设大军的一

员，有幸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从三期开始

就与东深供水工程结缘。”提起那段经历，

时任东深供水工程三期现场技术员、四期

项目副经理、技术负责人，现任广东省建

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分公

司总经理，广东粤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的周清感

慨万分。

1991 年，24 岁的周清从华北水利电

力学院毕业，就奔着东深工程三期而来。

“东深工程扩建的时候，施工条件非常艰

苦，生活条件较差；住的是工棚，屋顶是石

棉瓦盖顶，夏天炎热，冬天寒冷。”周清回

忆道。1992年，一场巨型台风来势汹汹，

周清和二十余位工友蜗居的工棚石棉瓦

屋顶被狂风暴雨刮得满天飞，飞散的瓦片

无情地击伤了数名工友。面对如此困境，

周清和他的团队没有选择退缩或停工避

难，依然坚守岗位赶工期。

其间，广东水电二局独力攻克了四项

世界级技术难题中的两大难关：首先，面

对当时全球同类型中规模最大的现浇预

应力混凝土 U 形薄壳渡槽施工挑战，团

队运用了自主研发的迈步式造槽机，实现

了高效施工。其次，针对另一项世界级难

题——同类型中直径最大的现浇环型后

张无黏结预应力混凝土地下输水管，团队

采用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组合针梁模板台

车进行现场浇筑。这一创举不仅克服了

超大直径圆管运输难、现场地形复杂等难

题，提高了施工精度与效率。

▲周清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工程中，广东水

电二局独力攻克了四项世界级技术难题中

的两大难关。 全媒体记者梁鸿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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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是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