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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长者声音从低沉到高亢，语调从缓慢到急促。眼神从涣散到炯烁，目光从清浅到炙热。随着他

娓娓道来的故事跌宕起伏，我心中的火也渐渐被点燃。

他是原丽江供排水有限公司总支专职书记杨杰同志，我们一行人围坐在他的身旁，一个个历久弥新的

故事在他的讲述中慢慢展现开来。过去绝大多数居民聚居于大研古镇范围内，农村居民基本采用山泉水作

为饮用水源，而古城居民则采用就近提取水井水的方式解决用水问题。通常人们会使用一根长长的竹扁担

挑着两只水桶，光滑的五彩石板上不时有溢出的水花四溅，调皮的孩子跑过就像地上抹了油似的，一个踉

跄就能摔个四脚朝天。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大的水缸，用来储存生活饮用水。后来，因为自然灾害黑龙潭、

清溪水库连年断水，导致从未枯竭过的水井水也开始断水。政府迫切需要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就组建了

仅仅 22 人组成的水管站，19 岁的他成为其中的一名先行者，投身水务事业。建立自来水管网没有先辈的经验，

没有固定的模式，一切从零开始。需要寻找水源、寻求技术，千头万绪的工作不知从何抓起。有的只是满

腔的热血和迫切解决问题的心情，就这样一群怀揣激情的人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一点点推动着丽江自来水

历史的进程。不分职务不分级别，全员皆兵奔走在第一线，扛着水管一身泥一身水，风餐露宿奋战在工地

是常态。面对工程的拓展，凭一己之力成了天方夜谭，资金短缺让大家捉襟见肘。面对工程技术难点问题，

只能寻求借鉴外地技术指导和支持。跑项目、要政策请求政府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更是让班子成员们焦



头烂额。还好当时的政府部门和领导对急需解决丽江市区饮用水问题达成了共识，在多方合力下终于建立

起了初具规模的自来水管网。

管网刚见成效时，古城里分布着 22 支公用水龙头，总自来水管网长度不足 8 公里。基本以社区为单位

而设立，居民们就近用水桶取水。当时，还没有花钱买水喝的概念，一开始是请社区专人收费，但只要水

井内有水就没人花钱买水。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后来就只好改为自愿投币式取水。制作好一个铝制的小铁

盒挂在龙头上，盒子上方有一个供投币用的开口，侧面有一把小小的锁将钱锁住，由工作人员定期开箱取款，

每桶约定价是 2 分钱，全靠居民自觉缴费。调皮的孩子在河里抓鱼摸虾，累了就靠在水管上歇息，但小手

会不自觉的握住小盒子摇晃，听听里面哐啷哐啷的硬币声，推断近期的收成多不多。横跨主体河道的水管

又细又长，变成了孩子们冒险的新玩具，在细细的管子上比赛谁能到达终点，不少孩子脚下一滑，直接掉

进河里引来大家一阵爆笑。横跨支流河道的水管则成为孩子们像燕子一样栖息的胜地，一排排挂在电线上

的燕子呢喃，一排排河面水管上坐着的孩子叽叽喳喳，伴随着河水叮叮咚咚川流不息，这幅美好的画面是

自来水管网初具规模时古城里最生动的画面之一。

因古城居民大量增加，水井水质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古城范围内实现了自来水管

入户的历程。从一开始的不愿意花钱买水喝，到认识到饮用水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自来水对水质监

测的可靠性。人们逐渐接受了自来水走进千家万户的新生活模式，这一历程是转变传统用水习惯的划时代

历程，大研古城也算是一个普及供水管网的试点工程。但随着城区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居民住房逐渐从

古城向外延伸，原有的黑龙潭水源地已经不能满足用水需要。清溪水库水源和白沙水源成为备选水源地，

经过无数次的实地勘察，白沙水源由于路程遥远投资巨大以及沿途灌溉用水矛盾突出，通过专家认定放弃

白沙水源启动清溪水库水源，清溪水库水源成为丽江城市供水的第二水源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自来水从

业人员的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经历丽江城市建设和旅游行业的飞速

发展，大量宾馆酒店鳞次栉比，大量游客的涌入，黑龙潭和清溪水库两个水源地已经不能再满足用水需求，



第三水源地的开发和利用迫在眉睫，针对丽江水体状况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白沙水源地成为了最佳选择。

为此，重新启动了停滞多年的白沙水源地的勘察工作，面对白沙水源地砂质的地质特点，建造水渠成为工

程的重点。但更加让人堪忧的难点是，引水工程与沿途的村民灌溉用水造成了的巨大矛盾，如何才能从中

找到平衡点？焦头烂额寻找解决方案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无数次进入村里沟通协调，无数次吃了闭门羹，

无数次面对冷言冷语甚至是谩骂。经过政府和企业多方协调，在企业供水和农民用水中寻求到了双方认可

的解决方案。公布工程开工日期的那天，杨书记回忆到“通知开工那天，我感觉像是等了一辈子一样漫长，

从多年前的第一次勘探到第二次重启方案，再到落实工程实施阶段，其中的艰辛我体会颇深，虽是一个七

尺男儿，但我真的激动得眼泪都控制不住的流下来，心想这件事情终于还是在我有生之年实现了，我曾经

以为这辈子都没有希望了。”

从肩挑手提到供水管网走进千家万户，水务集团历经了时代的变革。从仅仅几十人的水管站到近三百

水务人的水务集团，拥有 4 个自来水厂，供水管网长度 387 公里，日供水量 14 万方；3 个污水处理厂，排

水管网长度 148 公里，日处理量 13 万方；企业总资产达到 21 亿。企业历经了 60 年的风雨兼程，几代水务

人的呕心沥血，换来了今天辉煌的成就，没有先辈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哪有水务事业的高楼耸立。曾有一

位退休职工在颁发《光荣退休》牌匾的座谈会上深情的说：“回头看看我的工作历程，让我最印象深刻的

是杨书记，他总是带头冲在第一线，我们哪里好意思退缩在后面？”这样的艰苦卓绝的岁月故事，今天讲

述起来只用了短短一个午后的时光，但却凝聚着像杨杰这样开启先河者毕生的心血和对水务事业的无私奉

献精神。他们是丽江水务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见证者，是开拓者，更是顽强的斗士。他们的名字在

企业发展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企业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精神的实践者和引领者。

望着他染霜的两鬓，我似乎看见他把责任和使命，同青春和热血一起融入到生命的长河中。望着他眼

角岁月的沟壑，我似乎看见他在崇山峻岭间寻找水源的足迹，那清泉顺着时光的沟壑流淌到千家万户。望

着他没有被岁月染上尘埃的目光，我看见了那团依然在燃烧着的星星之火，那火光中写满了他不负青春的



奋斗历史，写满了他不负使命的光辉岁月。望着他饱经风霜的双手，我看见了他“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的开创之手，我看见了他振臂高呼不惧千辛万苦只为心中梦想的豪迈。望着他坚实的大脚，我再次看见了

他毫不犹豫跳进冰冷刺骨的水渠中清理树枝的场景，那一瞬间唯有热爱水务事业的烈焰能驱散寒冷。

眼前这位长辈，不再是寻常生活中的耄耋老人，此刻已成为我心中的一座高山。支撑这山峰的是“我

一定要把这件事做成”的坚定信念，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品格。他教会我，人生的意义在于小我中成

就大我，在生活中成就事业，在事业中成就梦想。当听到他说：“当年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就生怕办不

成事变成历史的罪人。虽然过场很多，但实现了我的目标和理想，经历了千辛万苦也看到了好的结果。如

果没有看到结果，我想我会很遗憾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这是我安享晚年最大的藉慰。”

采访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回放谈话录音，细细咀嚼他的字里行间，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

的片段。我不断回味他的奋斗历程，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在我心中重现。我不断构想用怎样的笔触描写

我心中的激荡，害怕自己愚钝的笔尖配不上如此高尚的情怀，所以久久难以下笔。但脑海中依然活跃着的

故事，不记录下来真的觉得遗憾。想到作为新一代的水务人，有责任有义务将这样宝贵的精神记录和传递

下去，而今得以提笔完成稿件，顿觉如释重负。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务事业 60 年的发展史，源头是开创者们不朽的奋斗史，活

水是一代又一代水务人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的继承和发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企业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才能历经岁月的蹉跎，依然清澈如初。他们用青春续写着水的故事，照亮着一代代水务人前行的路，点燃

着一簇簇生生不息的水务之炬。愿我们心中永驻对事业的忠诚和热爱，愿我们也能在耄耋时骄傲的告诉自

己“无憾于青春，无憾于使命”，愿我们都能成为两鬓斑白但依然目光如炬的工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