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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岁岁““老老水水利利””
9900天天打打110044米米深深井井

文/片 本报记者 支倩倩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记
者来到普集街道办事处海西
村，在该村的卧牛山上，记者找
到了60岁的“老水利”时玉华。
面前的这位老者，正在和儿子
时峰研究打井钻头。一袭破衫，
岁月的沧桑明显地刻画在他的
身上。

1976年，19岁的时玉华成
为章丘市水利部门的工作人
员。2011年，时玉华正式退休。
由于妻子身体不好，为了养家
糊口，他投资置办各种打井工
具，带领着儿子开始接打井的
活儿，过着风餐落宿的日子。

2016年6月27日，对时玉华
而言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
为他接到了为普集街道办事处
海西村村民打井的活儿。该项
目确定施工井位后，时玉华携
家人，冒着酷暑，日夜施工，一
心想让海西村村民尽早吃上干
净水。可事与愿违，在施工过程
中，时玉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困难。

据时玉华介绍，打井的地
方在山上，地下乱石多，不立
帮，易塌方，钻头转乱石随着
转，怎么也打不下去，3米内几
乎天天光着膀子下去捡石头。

“正常情况下，一口百米深的井
一个月即可完工，但当时我们
作业了40天仅打了19米。”时玉
华告诉记者。合同里是写着如
遇到特殊地形可以解除合同，
为什么不放弃呢？“当时心里就
是憋着一股气，有很多的不甘
心，总觉得自己可以克服困
难。”时玉华告诉记者，施工过
程中曾多次向相关专家讨教，
最后鉴定地下的材质是石英砂
岩，其密度和硬度都在10级以
上。从事水利工作40年，还是第
一次碰到这样的地质。得知情
况后，时玉华明确普通的钻头
根本不能作业，必须用更为专
业的钻头。

采访中记者得知，由于这
里打井条件恶劣，其成本远远
超出预算。为了节省成本，啃下
这块硬骨头，时玉华多次连续
24小时作业，3个月只回家3次。
当记者问到中秋节如何过的
时，时玉华淡淡地笑了一下。五
六块月饼，三四个火烧，守着打
井的工具，坐在一个长一米左
右，宽30厘米的简易木板上，望
月圆。

采访到最后，时玉华一五
一十地算起了明细账：104米
的井使用三牙轮钻头三套，一
套8000元。一个月的工期变成
了三个月，人工费增加了两
倍，总成本超出预算一半多。

“经济账算得清，而安全账就
不好算了。”时玉华笑着说，

“有了这口新水井，海西村的
一千余口村民就能喝上安全干
净的水了。”

面对生活的窘迫，“老水
利”人不忘初心。在利益面前，
他选择“水利”。凭借自己那分
职业良心，他啃下那块硬骨头。
90天的坚守，让104米的深井流
出甘甜的清水，让村民喝上干
净的水。“水利”在这个花甲老
人周身的血管里流淌，灌溉着
他体内每一个细胞，使他又回
到了春青年华。

人物档案：时玉华，60岁，在水利战线工作40年。
“为了让村民有干净的水喝，更为了养家糊口，打井这个活只要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简单的“床”掩饰不住“老水

利”的笑容。

两代水利人研究三牙轮钻头。

作业中的两代水利人。 中秋夜吃剩下的月饼。

认真维修打井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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