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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为老区打井，不考虑经济利益
——— 专访山东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郑金兰
□大众日报记者 王洪涛 刘名卓

从铺就经济发展坚实基石的
“找矿局长”，到牵挂老百姓吃水

难题的“打井局长”，是一种怎样
的情怀在驱使？11月5日，在省地
矿局和大众报业集团合作在沂南

县小洼村打出的新井通水之际，

我们采访了山东省地矿局党委书

记、局长郑金兰。

挥之不去的“农

民情结”

我省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

吃水问题，但仍有少数地区受制

于贫困或地质条件等原因面临

吃水难题。“喝上干净卫生的地

下水是这些地区老乡们最渴望、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郑金

兰说。

出身农村的郑金兰曾任潍

坊市委副书记，当时她主动请缨

分管农业。她说，那时对农民总
有一种牵肠挂肚，比如，担心农

民西瓜卖不出去，担心樱桃价钱
卖低了，担心农产品出口遇阻，

这些问题不解决，晚上总睡不着
觉。千方百计把问题解决了，才
放得下心来。后来，她把与农业

有关的日记整理出来，形成了近
10万字的《三农手记》，其中渗透

了她对三农问题的深入思考，引

起很大反响。

提起这些往事，郑金兰不无

感慨地说：“抓农业是个苦差事、

累差事，但自己出生于农村，在我

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魂牵梦绕、

挥之不去的‘农民情结’。”

2006年底调到省地矿局任职

后，郑金兰还是惦记着怎么给农

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时正好

大众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编辑傅绍万找到我，商量为报

社‘老家’创刊地打井的事，这个
切入点一下子就从水上找到了。”

“打井，我和大众

日报有个约定”

树高千丈离不了深深扎在地
下的根，树叶葱茂离不开大地的
滋润。

1939年1月1日，迎着抗日的
烽火硝烟，中共山东分局机关

报——— 大众日报在沂蒙老区的沂

水县王庄云头峪村出版了第一张
报纸。为了养育和保护这张新生

的革命报纸，老区群众做出了无

私奉献和牺牲。大众报业集团历

届党委心系创刊地，不忘回报老

区人民，先后为创刊地修路、盖
房、建蓄水池、援建镇希望小学。

但由于自然条件限制，云头峪村

民吃水只能靠挖水窖储存雨水维

持。当地数次组织打井都因地质

条件复杂未能如愿。

郑金兰说，我到省地矿局任

职后，傅绍万找到我，提出帮助解

决创刊地老百姓吃水问题。他说，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大众报人

要永远铭记为大众日报倾注心血
汗水和深厚情谊的沂蒙人民，就

是打不出水来，报社也要给村里

买辆拉水车，解决吃水问题，欠老

区人民的“债”一定要还。

郑金兰说，这些话令我十分
感动，我当即说没问题，为云头峪

这样的革命老区找水打井，我们

不考虑经济利益，为老区人民做

点实事，值得。局里随即委派素有

找水“王牌军”之称的省地矿工程

勘查院(801队)承担这项任务。当
时我对全国知名的找水专家程秀
明说，就是找遍云头峪的每一寸

土地，也要把水找出来。

通过详尽的地质勘探，801队

最终确定了施工井位。2008年4

月，云头峪新井出水了！涌水量达

到552立方米/日。这个曾为革命

作出极大奉献和牺牲的小山村，

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喝“地窖水”

的历史。

郑金兰说，云头峪打井启发
了我，当时我就和大众日报有个
约定，只要乡亲们还有喝不上水

的，我们两家就一直合作继续打

下去。随后就有了两家单位合作

成功为连崮峪(去年)、小洼村(今

年)打出的两口新井。

“越打越上瘾啦”

找到一个矿，与给老百姓打

一口井，感觉有何不一样？

郑金兰表示：“那是完全不一

样的一种成就感。”她深情地说，

在云头峪，我们是一路感动着去

了村里，老百姓站得满山遍野，眼
里含着泪，不停地鼓掌。傅总对我
说，我们做了多少好事，值得老百

姓这样来感谢？！

有一件事让郑金兰特别感
动：去年过年时，连崮峪的老百姓

送来炸肉、炸丸子，还炒上花生，

满满一大篮子，真好吃呀，那个篮

子我放在办公室里大半年。

郑金兰说，做这么点事，对

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但对老百

姓来说是解决了祖祖辈辈的大

事。因此觉得应该多做点事，“现
在我们打井是越打越上瘾啦”。

记者了解到，从2007年到目

前，省地矿局已为全省缺水地区
老百姓打井200多口，日出水量累

计达到16万立方，45万农民喝上

了甘甜卫生的地下水，结束了祖

祖辈辈喝地窖水、高氟水等劣质

水的历史。在很多村，老乡们自发
在井前竖起纪念碑，取名为“民心

井”。

让更多的企业个

人参与打井

这几年，为了给贫困缺水地

区老百姓找水打井，省地矿局和

大众报业集团每年都要投入几百

万元资金。怎样把这项惠及老百

姓的民心工程长久地延续下去？

对此，郑金兰早有了思考。

她说，我和傅总前几天商定了一

件事，就是我们两家单位共同发
出倡议，在社会上发起一个为老

百姓找水打井的活动，让更多有

责任心的企业、个人都参与进

来，认领这个井，使之成为一项
长久永续的社会公益行动，关爱

老区群众，支持老区发展。资金

多了，我们一年就可以多打几口

井。这样解决老百姓吃水难就快

了，受惠面就扩大了，效果也更
好了。我们有这样的技术，不去

做可惜了。

说到这个“创意”，郑金兰很

兴奋，她说，这个活动完全可以打

造成一个社会公益品牌。为老百

姓修路、找水、筑桥，这些都是行
善积德的好事，有人不是去烧香
吗，你别烧了，你去打井吧，老百

姓喝水就想起你来，吃水不忘打

井人。这样打井就可以良性循环

起来。

“上善若水。”坐在记者面前

的郑金兰，齐耳短发，身着淡雅的

职业装，纤纤一个水一样的齐鲁

女儿，她对老百姓的牵挂和柔情，

也像水一样地肆意流淌。

她领导的地矿队伍实现了3年“再找一个矿产资源新山东”的宏伟目标，探获的矿藏经

济价值高达10万亿元——— 郑金兰，这位掌握全省地下宝藏“密码”的女地矿局长，近年来却

执着地把目光投入到“打井”上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郑金兰与大众报业集团合作，连续3

年无偿为沂蒙老区缺水地区找水打井，赢得老区百姓的衷心感谢和赞誉。

启用仪式上，小洼村的村民迫不及待地品尝从自来水管流出的甘
甜井水。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