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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伟人故里 湘中明珠 



由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华国锋担任指挥长主持修建 

1965年7月1日动工，1966年3月一次试水成功 
十万劳动大军仅耗时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建成了灌区主体工程 



农业灌溉 

防洪排涝 

工矿城镇供水 

发电 

旅游 



1965年 2019年 

半个世纪以来 

所有工程建筑物、渠道都没有发生过大的移位、塌陷现象 





缔造水利奇迹的 

创 业 渠 



10万民工自带口粮和铺盖，日夜奋战，艰苦创业 



开凿隧洞10处共计6547米 

架设渡槽26处计6292米 

建成了干渠186公里，支渠1186公里 

斗渠及以下渠系8730公里 

小型渠系建筑物4050处 

完成的土石方将近3800万立方米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国家投资2500万元 

省投资1500万元 

工程总投资1.2112亿元 

地方和群众自筹 



工程完好率一直 
保持在85%以上 

农业灌溉率达100% 
灌溉水利用系数达到0.54 

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二类水标准 
保障了150万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总发电量达16亿千瓦 
工矿城镇供水计24亿立方米 

渠道绿化覆盖面 
达到95% 



彰显不忘初心的 

奉 献 渠 



十万湖湘儿女，无论是否在灌区受益区，火速集结，投工投劳，无私奉献 



为建设韶山灌区三推婚期 
坚持修好渠道再完婚 

工地女英雄 戴中桂 

从开工到建成 
天天战斗在工地上 

先进标兵 左罗生 

69岁高龄自告奋勇上工地 
难活重活抢着干 

五好个人 贺桂华 

处处起表率作用，连续步行
八天，在施工现场调查研究 

指挥长 华国锋 



       李建文，扎根洋潭水电站32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坚守在岗位上。继任站长朱国柱默默坚

守山村22年，不争名利，不辞劳苦。 



100万亩农田水旱无忧 

平均亩产 超过1000公斤 

双季稻面积 95% 

240公斤 

25% 

农民人均年收入 超过2万元 不足100元 



坚定理想信念的 

攻 坚 渠 



穿过10座山，劈开110座山头，跨过90多条河流，越过10多处公路、铁路 



       左干渠的皂林冲隧洞，全长996米，地质十分复杂。 

开挖进展过半时，斜井坍塌，距井底28米的山顶下陷，

岌岌可危。技术人员和民工们齐心协力，大力抢救斜

井，先后经历61次塌陷险情，才得以胜利建成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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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渠道穿过北干渠的猫形山，需要在山腰中开一条8米宽、17深的石槽，

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民工们花了3个月时间，用钢钎打了2300个炮眼，劈开了

这座深达22米的山头。 



       22岁的共青团员李忠政，连续坚持八十多天打钢钎，满手血泡，血泡破了就包上布条

继续干，直到石山开成河，他使用的钢钎原有36斤，被他的血肉之手，磨得只剩17斤。 



 





坚持敢闯敢试的 

创 新 渠 



抓技术革命、技术革新 为湖南省水利工程建设闯出新路 



不见桥梁和排架，渠道都在坝顶挂 

芦塘巧渡  之“三巧” 

一巧 

槽身开设成半圆，过水快来又省砖 

二巧 

渠如长藤绕水库，引水灌田数百亩 

三巧 



洙津渡渡槽吊装 

       担任施工任务的湖南省柘溪工程总队本着敢闯敢试的决心，认真研究

设计方案，研制了桅杆式的双臂扒杆和龙门式的四脚扒杆。1965年10月16

日，原本只能起吊30吨的设备经过不断尝试，成功吊装了120吨重的槽

身。 

1965年 2019年 



旅游区 

韶山银河 



研学教育 生态旅游 运动休闲 

全国首创水利文化特色小镇---韶灌水利小镇 



渠道体系 
为纽带 

核心工程 
为节点 

沿线城镇 
为依托 

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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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综合功能区 现代化灌区建设典型 



 “灌区修得很好，但要看工程发挥的效益，要高产才算” 

“现在不写，灵了再写” 



 真 的 灵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