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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四年大旱开始，烟台水利完成了一次次完美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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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

四年大旱

整个烟台吃水困难

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但负责当年门楼水库增容
任务的副市长杨金镜，对增容一事记忆犹新。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日傍晚，母亲
“叮叮当当”地忙着做晚饭，6岁的陈琪在客
厅里玩耍，无意间，她把钢笔水打翻。因为怕
母亲责备，陈琪赶紧跑到卫生间，接来一小
盆水。遇到清水，墨水越发散漫起来，水也用
得越来越多……时值今日，陈琪依然能清楚
地记得，当端着菜走进来的母亲看到这一幕
时，甩过来的一巴掌。

“那一巴掌打得不疼，但我清楚地看到
母亲眼中的心疼。”陈琪说，“水价高”这个词
汇对那时的自己太抽象了，而大人们一遍遍
念叨的“不要浪费水”，却深深留在她的记忆
中，并成为一种习惯。

水价，这是一个直接与民生对接的最基
本的生活要素。数字是冷漠的，却是最冷静
和直观的。那个时期，烟台一个普通工薪阶
层每个月的工资是30-40元，每人每月限量1

吨水，超出的部分，每吨4元。
“这是一个太可怕的数字了。”回忆那段

时光，时任烟台市副市长的杨金镜脱口而出
这样一串数字：全市112家宾馆、招待所，关
停了100家，仅留下12家用来招待外来的客
人；27家用水的工厂，关停了19家，其中包括
啤酒厂这样经济效益大、用水量同样大的大
厂。

由于水库和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甚至
当时有人悲观地问出：烟台可能要在地球上
消失？而让人如此悲观的最直观原因是：
1986年到1990年，烟台遭遇了四年大旱。

“以往烟台每年平均降雨都在600毫米
左右，而这四年里降雨量最大的一年才380

毫米。”在当时，一同放在杨金镜办公桌上
的，还有另外一份数据：烟台市6000多座水
库、塘坝露出了龟裂的库底，4000多条大小
河床只剩茫茫黄沙，烟台地下水急速下降。

“到1990年汛期前，门楼水库只有200万
方水。”掌握着这些宏观数据的烟台市委、市
政府领导们心里清楚，在城市日供水需要15

万方的情况下，门楼水库里的水都供不到半
个月了。

当年还在读初中的牟军住在东沟小区
的一幢简易二层楼里，筒子楼里的人共用一
个水龙头，也共交水费。为了更大程度上的
公平，精打算错过日子的老百姓就得学会变
通，每天早、中、晚限时打开水头，大家排队
打水。

洗脸和洗碗的水可以收集起来擦地，
“碗都是在一个盆里洗出来的。”当年11岁的
于莉还能记得，“为了一盆水洗碗够用，母亲
做菜都尽量不用油。”

而最让市民们受不了的，则是共用的厕所。
恶臭、污秽……挑战着市民们的生存毅力。

拍板……

门楼水库增容
长期解决吃水问题

曾任烟
台市副市长
的虞俊鹤今
年已81岁高
龄，他告诉
记者，早在
1983年前，
就有人提出
了门楼水库
要增容的建
议。 本报
记者 陈莹

摄

四年大旱，让城市水系统薄弱的根本问
题一览无余。时任烟台市市长的俞正声提出：
将门楼水库增容论证提到日程上。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烟台改革
开放之初，几届领导班子就已提出了门楼水
库增容的问题。

今年81岁的虞俊鹤，曾任烟台市副市长。
据虞俊鹤回忆，早在1983年之前，时任烟台地
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的陈永义就提出了门楼水
库增容。

烟台门楼水库修建于1958年。当年，为了
建起这座烟台市民的生命之源，福山区四个
乡镇，34个村，人均淹了一亩地，25600人迁离
故土。这些人有的去了附近的山上，有的搬到
了如今的幸福片区，而有的搬到了辽宁省营
口市。然而，门楼水库建成的30多年里，长年
平均来水量虽有1 . 6亿立方米，可水库汛末蓄
水量仅为0 . 49亿立方米。由于在使用上未达到
设计库容，故土难离、无法容入新居的一些库
区老百姓搬了回来，在库区建房、种地……

“从1958年到1990年，库区32年不安定。”
杨金镜所指的不安定，是指失去了土地的库
区老百姓们的“折腾”。为了不失去回迁在河
道上的房子、地，库区的老百姓不能接受增
容。只要听到水库要蓄水，老百姓就跑到大坝
上 刨 坝 ，库 区 管 理 局 的 馒 头 被 抢 了 很 多
次……在时任的领导们心头，这不是坊间的
谈资，更不是对抗。每每谈到这里，杨金镜都
会说一句：“老百姓生活得太苦了。”

然而，要解决市民的吃水问题，就不得不
增容。增容要钱、加高同样要钱，再加上库区
老百姓的“折腾”……一系列问题压在烟台市
委和市政府领导们心头。而此时他们的案头
还有一份调查报告：增容需要再淹8千亩地，
再动1700户老百姓。这绝非小事，何况是在四
年大旱烟台经济已低迷到底的时期。而此时，
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干部坐车到库区，都
会被老百姓从车里拽出来指责。

俞正声将门楼水库增容的任务，交给了
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杨金镜。杨金镜当即
将调查任务派发到烟台市水利局，由副局长
亲自带队，组织12人的调查小组去库区调研。

最终的调研结果让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们眼前一亮：增容到1 . 26亿立方米的兴利库
容，只需要动208户老百姓就可以了。

兴奋之余，杨金镜又陷入了另一个问题
的思考之中：市区有水喝了，可库区的老百姓
呢？继续穷着？几天后，杨金镜拿出的报告上，
出现了“一手抓增容，一手抓脱贫”的字眼。

1989年4月15日，俞正声调任青岛。同年，
陈建国任烟台市委书记。

1990年2月14日，烟台市委召开常委扩大
会议，着重研究门楼水库增容问题，杨金镜的
报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杨金镜突然听到，
“叭”一掌拍在桌子上的声音。“建国同志说，
‘不要争论这件事了，我完全赞成门楼水库增
容意见。有人说，出了事谁负责？出了事，我陈
建国负责，烟台市委负责。’”杨金镜说，这句
不足50字的话，至今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发展……

外夹河接过烟台水利下一棒

门楼水库解决了烟台人民的
吃水、灌溉等问题，但也正如杨金
镜说的那样，随着城市的发展，城
区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长，仅靠
门楼水库远远是不够的。

烟台市委、市政府在门楼水
库增容后，又开始进行外夹河的
综合治理。

“在烟台外夹河下有一个可
蓄水4亿立方米的地下水库。”杨
金镜说，在内、外两条夹河间有一
条250米长的响水坝，拦截海水、
防止海水倒灌、截留地表水。

几年前，外夹河上树起一座
座响水坝。“到旺远，我们建了十
道响水坝，形成40公里水面，把老
天降雨充分截留下来。”杨金镜
说，地表水面毕竟有限，为此，烟
台市政府经过调研，确定利用外
夹河的沽河道15-40米深的砂层，
建一座地下水库。

“把老天的降雨留住，蓄到
砂层中去。”事实上，这也并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河道中
有砂层，而上面还被淤泥形成
的隔水层盖了“被子”。杨金镜
说，后来还是当时的水利局局
长罗开田想到了一个点子：在
河内打井。

所谓的河内打井，就是开天
窗，用机井把河道内的淤泥层穿
透，然后灌入砂石。

“来了水，随着天窗，进入砂
层。”杨金镜说，在宫家岛水厂附
近的沽河道上有一条隆起带，砂

层只有1 0多米。在这里，又建了
一个地下的混凝土大坝，把地下
水充分拦住，形成地下水库。

“地下水库不用淹土地、搬迁
老百姓，造不成损失，而且蓄水量
大。这既能满足城市供水，也能保
证两侧灌溉。”说到这，杨金镜很
是高兴。

未雨绸缪，对于个体的人而
言是几天、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
事情。而对于一个政府就是以几
十年，甚至几百年来做一件事。每
一步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有的
还很缓慢，而当它成就的那天，它
就可能是轰轰烈烈的。

2004年，烟台市共完成各类
水利工程8928项，完成投资6 . 05亿
元 ；新 增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2 0 5 k m 2 ，发 展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1 7 5 0hm2 ,扩大改善水浇地3 3 0 0
km2，完成87个历史在册缺水村、
5 . 9万人的饮水解困任务。

回首走过的30年，如今的烟
台，GSM移动通信水情遥测系统
已成为国际先进技术，并获省水
利厅科技进步一等奖、省科委三
等奖，并荣获“全国水土保持生
态环境建设示范城市”称号和全
国“节水型城市”称号。另外，烟
台各个水库的蓄水防洪能力以
及供水能力都得到省级乃至中
央领导的高度认可，其中，门楼
水库除险加固主体工程更是被
省水利厅领导称为“全省水利建
设史上的奇迹”。

“为了一盆水洗碗够
用，母亲做菜都尽量不用
油。”

——— 于莉

“不要争论这件事了，
我完全赞成门楼水库增容
意见。有人说，出了事谁负
责？出了事，我陈建国负
责，烟台市委负责。”

——— 陈建国

1990年，门楼水库增容，以108天的速度迅
速完成。说起1990年7月的那场大雨，杨金镜笑
了，“蓄了9千万立方米水，到汛期后，门楼水
库蓄了1亿500万立方米水。”

这年的春节，陈建国和杨金镜来到了库
区，那天，库区老百姓一次次拉着他和陈建国
进家，“招呼我们一起吃饭，而就在几个月之
前，干部们还不敢开车进村。”

此时，库区老百姓的脱贫工程也同样进
行着。

姜禾田，就是当年福山区张格庄镇负责
为青壮年劳动力城镇就业的工作人员。他回
忆，因为库区土地少，村民们一直闲着，穷着。
脱贫政策一出来，村里的状态一下子转变了。
在上世纪90年代，农民能去城镇工作，而且签
的还是合同工，那根本是不敢想的事，“上岗
前，政府还给免费培训。”姜禾田说。

同时，烟台各个局的局长们也分了任务：
帮着留在村里的老百姓脱贫。

时任烟台物资局局长的刘炳敏回忆，为
了让大公司领导们出钱扶贫，曾领着他们下
村去考察。这次考察，各公司的领导切实体会
到库区百姓的艰难，回单位后，他们纷纷向刘
炳敏保证：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在108天的时间里，搬迁了145 . 8杆公里的
电力、通讯、广播线路，新建了208户民房，新
建了24所学校，新打(改造)了22眼吃水井，新
建了9 . 4公里的乡村道桥。

至此，门楼水库增容脱贫工程目标全部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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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公共财政预算

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个宏大的命题，我们无法用30年的数据来解读，但我
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
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是衡量一国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政府在社
会经济活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的充裕
状况。通过财政收入，我们可以反映30年，市民生活的改变。

终于……

城里人喝上了水
库区百姓脱了贫

2001年6月8日，温家宝副总理在水利
部部长汪恕诚、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江、山东
省省长李春亭、烟台市委书记任海深、烟台
市政府副市长迟焕然、烟台市水利局局长
罗开田等陪同下，视察了烟台市旱情及应
急供水工程，并安排烟台抗旱应急资金
4000万元。

温家宝副总理先后视察了门楼水库应
急供水、夹河地下水库、外夹河综合治理等
工程和套子湾污水处理厂，详细了解了供
水工程建设情况，并带领专家组指导论证

调水方案，研究对策。温家宝副总理充分肯
定了烟台市采取的一系列抗旱保水措施和
工程建设取得的成绩，并提出夹河地下水
库可作为全国的示范工程。

当年 8月 2 0日，省发改委鲁计投资
〔2001〕842号文“关于烟台夹河地下水库回
灌补源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意
烟台夹河地下水库回灌补源工程立项，批
复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内外夹河中的6道
拦河闸坝、38条补源渗渠、330眼浅渗井、
800眼深渗井，批复总投资6310万元。

温家宝提出：

夹河地下水库可作为全国示范工程

1992年6月，山东省水利厅厅长林廷生
带领省水利厅的专家，对引黄济烟工程线
路进行了考察。6个月后，国家计划委员会
以计投资【1992】2503号文批复引黄济烟工
程立项。1994年3月，在烟台市副市长朱季
寅(挂职)的带领下，烟台市引黄济烟工程
办公室等单位赴北京与日本政府代表团谈
判，为烟台市水利建设史上引来了第一次
日元贷款88亿日元。

在解决了烟台市市区人民的用水的同
时，烟台辖属的市的吃水也在一步步进行
着。1999年，烟台全年降雨379 . 4毫米，是烟
台市建国以来第二个年降雨最少的年份。
全市受旱面积4 7 4 . 0 4千公顷，成灾面积
368 . 1千公顷，绝收面积53 . 16千公顷。

2000年3月16日，烟台市供水项目办公
室以烟供水办﹝2000﹞6号文《关于莱州湾

地区供水项目各子项目工程开工建设的批
复》，同意莱州市王河地下水库供水工程、
招远市城子水库供水工程、莱州市防潮堤
除险加固工程、开发区门楼水库供水工程、
龙口市王屋水库供水工程开工建设，并提
出了加强施工管理、工程监理管理和施工
安全管理的工作要求，莱州湾地区供水项
目全面开工。

2003年12月19日，胶东地区引黄调水
工程开工典礼在招远辛庄泵站举行，标志
着这项有史以来省内最大的水利工程正式
开工建设。工程总投资28 . 94亿元，建设期3

年，受益范围涉及烟台、威海和青岛三市12

个县(市区)，其中包括烟台的莱州、招远、
龙口、蓬莱、栖霞、福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芝罘区、莱山区、牟平区10个市(区)；工程年
调水总量为1 . 43亿立方米。

战略：

引黄济烟工程将惠及三市十二县

“在烟台，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有节
水的意识。”聊起“水”这个主宰生命的宏
大主题时，众口一词的，却是这样最最市
井人家的朴素答案。

一座海滨城市，碧波蓝天，在绝大多
数的人心目中，烟台不是一个能缺水的城
市。然而，恰恰是这座沿海而居的城市，曾
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水”上跌了一个大跟
头。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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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大闸锁蛟龙，钢铁巨臂挽汛洪。建于1976年的溢洪闸为烟台市供水提供了保障。经过三十
多年日夜不息的“工作”，2007年，经水利部水工金属结构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检测后，溢洪闸被确定
为“病危闸”，两孔提不起来。2009年，老的溢洪闸进行了拆除重建。如今，顶着红瓦的溢洪闸“接”过
了老闸保卫烟台供水的接力棒。

2005年10月31日，在北京举
办的“全国节水型城市”颁奖仪
式上，烟台市荣获“全国节水型
城市”称号。烟台市用水一直实
施计划管理，注重运用经济手段
调节供水需求求，，并并编编制制实实施施《《烟烟
台台市市城城市市节节水水规规划划》》，，加加快快城城市市
中中水水设设施施建建设设步步伐伐。。

刊头题字/报道顾问：杨金镜

本报记者 陈莹

1994年的溢洪闸。 (资料片)

2011年的溢洪闸。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1990年，烟台市委书记陈建国主持门楼水库增容动员大
会。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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