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政案例 2    红旗渠 

一、案例内容 

主要包括红旗渠修建背景与环境、修建过程、人物事迹、今日红

旗渠等。具体内容详见第四部分：红旗渠工程介绍。 

二、案例资源形式 

文字、图片、视频。 

三、思政案例使用说明 

1.本案例在项目一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基本知识、项目二水利

工程项目组织、水利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等项目中使用。 

2.修建背景及过程：20 世纪 60年代，在党的领导下，河南林州

（原林县）人民在生产力水平相当低的条件下，凭着自己的双手，修

建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 

在这场气壮山河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的红旗渠精神。（思政融入点 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习总书记讲话：“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艰

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

坚定信念。奋斗是长期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伟大事业需要几代

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奋斗。”（2018 年 2 月 14 日，习近平在

春节团拜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思政融入点 2：国家意识、社会责任） 

3.先进人物事迹任羊成：发扬钉钉子精神。十年修渠就是钉钉子

的过程：总干渠分成四段相继修成，这是四个战役;三条干渠同时修，

这是第五个战役;水利配套工程是第六个战役。每一场战役都是在钉

一个钉子，钉实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十年成就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讲到：“红旗渠、三北防护林等

大工程，都是几代人一以贯之而成的。如果有个人的私心杂念，政策



朝令夕改，是完成不了的。只有像接力赛一样，一任接着一任干，才

能做成大事。”（思政融入点 3：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职业信念） 

4.先进人物事迹杨贵：历史上长期困扰着林州人民生产生活的干

旱缺水问题，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得到解决。红旗渠

的修建，是当年林县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执政

为民的一个典范。当年的林县县委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全心全

意地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在这里，党的任务、人民的利益、改造

大自然和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

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就能够无往而不胜。（2021.2.20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讲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党带领人民进

行革命、建设、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关键就在于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解决人民的“急难愁盼”作为一切工作

的着力点。（思政融入点 4：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家国意识） 

5.今日红旗渠:红旗渠以浊漳河为源，渠首在山西省平顺县石城

镇侯壁断下。建成通水 40 年来，共引水 85 亿立方米，灌溉面积 8000

万亩次，增产粮食 15.9 亿公斤，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红旗渠年均净创效益 4000 多万元，40 年来共创效益 17 亿元，相当

于建渠总投资的 23 倍。 

红旗渠的修建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能工巧匠，为改革开放后

林州儿女出太行搞建筑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过年回家人们用从外面

赚来的钱建设自己的家乡，逐步使贫穷的林州变得富有，林州小城也

逐步扩建，为林州逐步实现城市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凭借红旗

渠的金字招牌，林州旅游业也搞的红红活活，林州经济逐步实现着向



低碳经济方向的转变。总结起来就是：“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

——美太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把蓝图变为现实，将改革进

行到底，无不呼唤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奋斗精神，无不需要一

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天道酬勤，日新月异。（习总书记 2018

年信念贺词）（思政融入点 5：热爱劳动、幸福源自奋斗的劳动观） 

四、红旗渠工程介绍 

许多人知道太行山，但不知道河南林县（今林州）就处在太行山

东麓的南端；许多人知道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但不知道红旗渠就是

成千上万当代愚公劈开太行山的壮举。 

红旗渠是上世纪 60 年代中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林县人民

苦干十个春秋用血汗修成的 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从此，雄浑的

太行悬崖绝壁上有了一道温柔的水脉，她与巍巍太行依恋契合，演奏

着刚柔相济的和谐乐章；从此，这道水脉汩汩流进林县大地后，一分

为二，二分为四……干、支、斗、毛，细细润浸，节节延伸，形成一

个覆盖全县大地的生命水网；从此，中华大地有了一个不朽的灵魂—

—用汗水养育、用鲜血染红的红旗渠精神；从此，苦难深重的林县摆

脱了千百年旱渴的折磨，在红旗渠一脉生命之水、幸福之水的浇灌下，

走向滋润，走向富饶。 



 

上世纪 70 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

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不同的是，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人民用

两只手修成的”！外国人说：“红旗渠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到中国不

看红旗渠，等于没到过中国。”红旗渠始于悲壮，终于辉煌。以一县

之力，勒着裤腰带，凭着简陋的原始工具，积十年之功，成千秋伟业，

壮哉！伟哉！红旗渠的诞生，完全是林县极度缺水的恶劣环境逼出来

的。它源于中国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历史

的一个精彩缩影，它是人类与恶劣自然环境挑战而获得胜利的一个光

辉典范。  

（一）修建背景 

有关红旗渠的故事，痛苦、漫长而又悲壮。造物主是不公平的，

它在漫不经心间就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三六九等。对地处太行山

深处的林县而言，自然的赐予对于这片土地，有着过分的吝啬，在旱

魔的主宰下，这里成了一个“十年九旱”的贫瘠地方，它的昨天是一

部血泪与苦难交织的历史。翻开林县一本本被岁月染黄了的老县志，

满眼都是干旱、连年干旱、禾枯、绝收、悬釜待炊、十室九空、人相



食等触目惊心的字眼。在那靠天吃饭的年代，林县人斗不过老天爷，

大旱之年，草根树皮都成了救命的口粮，为了活命，甚至出现人相食、

易子相食的惨痛场面，更多的人则是踉踉跄跄地走上背井离乡的逃荒

之路。因为这里离山西较近，许多逃难的人便纷纷涌向三晋大地，至

今，在山西一些地方还有“林县村”、“林县沟”、“林县集”、“小林县”

之类的地名，铭记着林县人当年的苦难和无奈。 

 

“太行山上水贵油，谁知人间几多愁。三尺白绫无情剑，屈斩芳

龄少妇头。”这首诗向我们道出了这样一则悲惨的故事：民国初年的

大年三十，桑耳庄桑林茂老汉一大早就起来到离村七里多的黄涯泉，

想趁早挑一担水回家过年。可是担水的人很多，快到天黑才接满一担

水。新过门的儿媳心疼公公，摸黑出村迎接，并把水担在了自己肩上。

由于天黑坡陡，没走几步便被拌了一跤，含辛茹苦挑来的一担水洒了

个净光。没想到这一担水竟成了夺命水。当天夜里，悔恨交加的儿媳

竟悬梁自尽。大年初一，将儿媳草草掩埋后，悲痛欲绝的桑林茂老汉

便领着全家走上了逃荒之路。区区一担水，竟能将一个年轻鲜活的生

命葬送。 

因为缺水，许多村庄因没有水吃，只能到离村十里八里或更远的



地方去挑水，争水抢水打架斗殴乃至伤人亡命的事件时发生。不但人

与人争水，人与兽也争水。有一年天大旱，在一个异常干渴的小山村，

人与兽共用一块岩石缝里渗透出来的水，为了争水，有三个人相继被

狼伤害了性命。因为缺水，许多山村的小伙子娶不上媳妇。牛岭山村

因缺水而贫困，本村闺女嫁到山外，外村姑娘不上山，成为远近有名

的光棍村。因为缺水，林县人养成了惜水如命的习惯。有些山村的农

民，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到了逢年过节和婚嫁时才干净一回。洗脸

是全家伙用一个盆，大人洗完小孩洗，洗罢还要把脏水澄清留作下次

再用；洗成了泥汤，还要留给牲口用。因为缺水，这里的山穷、地穷、

人更穷，百姓们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度日如年。

过去，当地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咱林县，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

雨大冲得粮不收，雨少旱得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

碗。”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后，迫切希望在经济

上翻身。可是，缺水的问题却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得林县人喘不过

气来。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连生存都难以为继，哪里还有发展的乐

章，幸福的生活？因为绝大部分耕地要靠天生产，大旱绝收，小旱薄

收，广大群众仍没有摆脱糠菜半年粮和缺衣少穿的贫困境况。  

     （二）修建过程 

“天下事或激或逼而成者，居其半。”这句古话无疑是说给红旗

渠的。厄运固然能够摧残和毁灭掉弱者的肉体和灵魂，但也可能如同

火山喷涌一般，激发出强者的巨大潜能，成为他们创造人生辉煌的催

化剂。老天爷不给林县人活路，祖祖辈辈为干旱缺水熬煎的林县人再

也不愿苦熬下去了，缺水造成的苦难，激励着林县人民向命运挑战的

斗志，他们要把潜伏于内心深处渴望改变逆境的梦想化成重新安排林



县河山、争取美好生活的伟大行动。 

挖山泉，打水井，修水库，建水渠，这些兴修水利的活动是他们

改变命运的序曲。无可奈何的是，天公对林县过于苛刻，1958 年一

场大旱，泉干库竭渠无水，全县又陷入了焦渴的熬煎之中。天上无水

蓄、地下无水汲，林县人只好把眼光投向了境外的水源地。经过反复

的查勘论证，林县县委做出了引山西县平顺县境内的漳河水入林县，

即“引漳入林”的决策。 

    “引漳入林”（后改为红旗渠）上马的时候，时间的表针指向的

是公元 1960 年 2 月；到公元 1969 年 6 月红旗渠工程全面完工，整整

用了十年的时间。这十年的光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暂的一

瞬，但对于林县而言，却是血与汗交织的悲壮十年，也是改变命运、

创造辉煌的十年，更是谱写惊天地、泣鬼神之“红旗渠故事”的十年。  

    20 世纪 60 年代，是一个张扬理想主义的年代，统一的理想使人

变得无比的单纯，农民兄弟尤其如此。一声令下，万民响应。盼水心

切的林县人热血沸腾，欲与天公试比高！上级分配给横水公社东下洹

大队上民工 250 人，一下子就报了 600 多人。年过六旬的赵连生老人

说：“我就是把这身子化了，也要变成一截渠道！”这种热烈悲壮的场

面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太行山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报名参军的场

景。 



 

车辚辚，马啸啸，近 4 万修渠大军从 15 个公社的山庄村落中奔

涌出来，他们自带干粮、行李，赶着牛车、马车，推着小推车，拉着

粮食、炊具和锹、镢和铁锤、钢钎等劳动工具，浩浩荡荡地开向了位

于漳河岸边的修渠第一线，拉开了“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序幕。建设

大军一开上前线，便打响了“引漳入林”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战役—

—开凿 70.6 公里长的引水总干渠（渠高 4.3 米，渠底宽 8 米，设计

过水流量 23 秒立方米）。总干渠工程全部处在太行崇山峻岭的半山腰

上。太行山的石头几乎都是石英岩，坚硬异常，但石头再硬也没有林

县人的骨头硬。他们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凭着钢筋铁骨的一双手，不

分冬寒夏暑，披星戴月，奋战在太行山上。这里不是战场胜似战场，

开山的炮声惊天动地，乱石腾空，硝烟滚滚；这里虽然没有人与人之

间的肉搏，但却有人与自然之间的较量，也有血肉横飞的悲壮场

面……  



 

尽管在建设过程中，正值共和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时

期，条件差得超出想象，但林县人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迎难而

上，义无反顾。国家拿不出更多的人财物支持林县，林县人民体谅国

家的难处，他们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石灰自己烧，

没有水泥自己制，没有炸药自己造，不会技术干中学……。住工棚、

住窑洞、住石崖、住石洞。最困难的时期，每天只有六两粮，为了填

饱肚子，他们上山挖野菜，下河捞水草。大家还苦中作乐，风趣地说

什么“蓝天白云做絮被，大土绿草做绒毡，高山为我站岗哨，漳河流

水催我眠”。 

他们不但苦干硬拼，也巧干智取，破解了一个又一个建设难题。

比如，在总干渠最艰巨的谷堆寺段施工中，开始时，民工们腰系绳索，

吊在悬崖半空中打钎放炮，崩出工作面。后来，他们革新技术，采取

土办法，架起空运线，加快了进度，提高了工效，还大大减少了安全



事故。为解决总干渠与浊河交叉的矛盾，他们建造了一个空心坝，坝

中过渠水，坝上流洪水，渠水不犯河水。修建桃园渡槽时，发明了“简

易拱架法”，建成了一个“槽下走洪水、槽中过渠水、槽上能行车”

的十分科学的渡槽。 

 

十年鏖战，愚公移山。共削平了 1250 座山头，架起了 211 个渡

槽，凿通了 211 个隧洞，修建 12408 座各种建筑物……硬是在崇山峻

岭中凿出了一条三千华里的“人造天河”。如果把十年挖砌的 1818 万

立方米土石筑成宽 2 米、高 3 米的墙，可以纵贯中华南北，把广州和

哈尔滨连接成一道“万里长城”。 

在数百名热血青年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干了一年零五个月才凿

通的红旗渠引水咽喉——青年洞洞口的山崖上，“山碑”两个大字深

深地镌刻在那里，碑就是山，山就是碑，“山碑”二字，分别是在告

诉后来者，红旗渠就是一座山，一座林县人民兴修水利造福人民的魏

峨高山；红旗渠也是碑，它是水利的丰碑，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

精神丰碑。 

（三）人物事迹 1 

“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每当我想起为修建红旗



渠流血流汗的英雄们，鲁迅先生这几句悲壮的话便会浮现在脑海。林

县人既是埋头苦干的人，更是敢干硬干的人。他们的血性，他们的勇

敢，他们的不屈不挠，巍巍太行山作证，滔滔漳河水作证！修建红旗

渠的过程，是林县人民改变命运的过程，也是锻造英雄的过程。为了

修建红旗渠，共有 189 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56 人重伤致

残，他们用血肉之躯乃至生命的代价，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雄主义的

壮歌。 

神炮手常银虎，腰系绳索，凌空作业，在崖壁上放炮爆破，他置

生死于度外，一马当先，排除瞎炮，清扫安全隐患；舍己救人的女英

雄李改云，当崖石就要坍塌的紧要关头，她奋不顾身地推开自己的战

友，自己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凿洞英雄王师存，为了凿开曙光洞，

不畏难险，七次塌方陷于洞中，九死一生，仍然不下火线；风华正茂

的工程技术骨干吴祖太，一心扑在建设工地，精心勘测设计出一张又

一张施工图纸，当王家庄隧洞施工出现塌方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入洞

查险，不幸被坍塌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在红旗渠的英雄群体里，我有幸见过排除英雄任羊成。那是红

旗渠通水四十周年前夕，我在红旗渠纪念馆中见到了这位名声赫赫的

老英雄。眼前这个黑瘦矮小、满口林县土话的老头，难道他就是当年

修建红旗渠时不怕死的排险英雄任羊成？但这的的确确就是任羊成，

正应了那句老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是在这个瘦小的

身躯里，却蕴含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力量！ 

任羊成是林县任村镇古城村人，他是在贫困中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出生后家里断炊，母亲没有奶水喂他，不久母亲又因贫病离他而去，

他靠着吃羊奶长大，故取名“羊成”。红旗渠开工时，任羊成已在南



谷洞水库建设工地摸爬滚打了两三年多，由于苦干实干，他连年被评

选为劳模，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旗渠动工后，他被借调到

红旗渠工地当炮手。为了争时间、抢进度，红旗渠工地开山的炮声不

断，山石被炸得酥松，大小石块经常从天而降，给修渠人带来很大的

危险。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施工安全，建设指挥部决定成立凌空除险

“排险队”，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并被推举为“排险队”队长。     

凌空除险，就是用绳索捆住腰，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

钢钎等工具，飞崖下崭，凌空作业，排除险石。它起源于当地山民为

了谋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采集中草药的一种方法。是任羊成最早把

这种法儿移花接木用到了南谷洞水库建设上。除险者的生命就系在那

根粗绳上，既艰苦又危险。就如同战场上扫雷清障的工兵一样，任羊

成和他的除险队员们置生死于度外，每天在悬崖边飞来荡去，排除险

石，为建渠大军开路。一次，任羊成正在下崖除险，上边掉下一块石

头，迎面砸在他的嘴上，顿时血流满面，三颗门牙被打在了嘴里。但

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直到完成任务。领导和工友们都劝他休息治疗，

他却豪迈地说：“我死都不怕，打掉三个门牙算什么！我个人受伤是

小事，工地民工安全是大事！”第二天，他戴上口罩，背着大绳，带

着工具又攀上了山崖。人们见他为了修渠不顾生死，便编了两句顺口

溜送给他：“除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把生命交给阎王爷

的任羊成，有几次真得差点到阎王爷那去报到。一次，正在半山腰除

险的任羊成所系的下崭绳忽然脱落，他从几十米高的峭壁上掉了下

去。所有看到险象的人都被惊呆了，大家以为任羊成这次必死无疑，

甚至连个囫囵尸首都落不下。出人意料的是，任羊成又一次从峭壁下

一片荆棘中站了起来……  



 

为了修红旗渠，任羊成不但失去了四五颗门牙，还折了两次腿，

受了四次重伤。他修渠 16 年，又护渠 25 年，直到退休回老家定居；

但人离开了渠，心却永远留在了渠上，并且每年都要几次回到渠上巡

看一番；后来，他干脆把家安在了红旗渠管理处。其实，红旗渠早已

进入了他的生命，这渠上不仅留下了他的青春、血汗，还有人生的辉

煌，更浸入了他的生命之魂，他哪能离得开呢？2003 年，为了将红

旗渠建成响当当的青少年教育基地，为了将“红旗渠文化”传承下去，

红旗渠管理局决定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像当年除险队员那样表演

凌空除险。为了再现当年的凌空除险的场面，老英雄任羊成不顾年老

体弱，又一次出山，承担了组建和训练“任家军”的任务。为了教会

徒弟，74 岁的任羊成还几次将自己绳捆索绑，在悬崖间飞来荡去。



2016 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任家军”正式亮相景区，在任羊成的

指挥下，每隔 30 多分钟表演一次凌空除险的绝技，队员们在山崖间

展转腾挪，矫健如鹰，尽显红旗渠传人的风采。 

（四）人物事迹 2 

在距今 400 多年的明万历年间，林县来了一位叫谢思聪的知县。

谢公在任 4 年，为林县办了不少好事，但在林县百姓心中雕镂下不可

磨灭印记的，惟有浚池修渠为百姓解干渴的两件事，并成为历次编修

林县志大书特书的对象：一件是组织工匠将狭浅易淤、渗漏严重的南

关大池进行清淤拓展，挖深治漏，并在旧池之西侧新挖水池一个；同

时，疏导水源，将桃园山谷泉水引来灌池。于是，南关二池清水荡漾，

取水者晨昏不息，络绎不绝。另一件是组织民众挖渠 18 里，引太行

山洪峪谷之山泉，解决了杨家庄等 40 余户村庄的人畜饮水问题。当

地百姓为了纪念他为民引来甘霖，把这条渠命名为“谢公渠”，还在

渠首建了一座“谢公祠”，以追思缅怀他的恩德。  

历史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后，缺水的问题仍如同悬在林县人头上

的一把刀。于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年轻的县委书记杨贵被推上历史

舞台。我想，面对林县因极端缺水而贫困交加的艰难境况，面对林县

人民逃粮荒、逃水荒的血淋淋的现实，悲天悯人的杨贵一定会忧心如

焚，寝食不安，最后，责任和道义驱使着他下定决心，要于绝境之中

奋起，要率领林县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打一场改变世世代代

受干旱缺水熬煎的翻身仗。 



 

当红旗渠上马的时候，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以杨贵为首的林

县县委一班人面临着资金缺乏，物资、粮食紧张和险恶施工条件等重

重困难，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误解、指责，甚至丢官罢职的

严峻考验。不少人说，在这崇山峻岭中修渠，简直是异想天开。有人

甚至对杨贵说：这个渠要是通不了水，你可就成了千古罪人。对此，

杨贵没有退缩，他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刻有“千古罪人”四个大字的石

碑，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气概，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挖山开渠不止。 

 



羊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如果没有杨贵的振臂一呼，林县广大

干部群众改变干渴穷困命运的干劲和热情还不会这么早被唤醒，后来

建成“人工天河”的奇迹也许不会发生。我们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

创造的；但我们也应承认，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个别英雄人物的确

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红旗渠的过程中，杨贵和县委一班人不

但忍辱负重，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改变林县历史的重大决策，而且“干”

字当头，身先士卒，在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

商量解决问题，真正同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难能可贵的是，修

渠 16 年，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但从没有发生过一宗请客送礼、

挥霍浪费的情况，也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一分钱的修渠款和物资。 

后来，杨贵曾对一名新闻记者感慨地说：“当时我们要是稍稍有

点私心杂念，渠绝对修不成。太平官好当啊。但是当时大家没有一点

想靠这个当官的意思。群众最近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缺水，那

就修渠。”是啊，无私才能无畏，才能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挺身而出，

敢做敢为，才会领着林县人民谱写出修渠引水、改变命运的伟大乐章。

杨贵为人民干了实事和好事，人民也没有忘记他。“文革”期间，杨

贵被打成“走资派”罢官免职，遭受迫害。林县群众暗中保护他，往

他兜里塞鸡蛋、怀里揣烙饼……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杨贵才获得“解放”，并被调到北京工作。 

上世纪 90 年代初，杨贵两次回林县，广大群众潮涌般扑向杨贵，

用各种纯朴的方式表达对老杨的深情厚意。2016 年 6 月，在红旗渠

纪念馆落成典礼仪式上，河南省委一位负责同志的讲话表达了林州、

河南乃至全国人民的心声：红旗渠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古有都江

堰，今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 

（五）今日红旗渠 



红旗渠是所大学校、大熔炉。在十年开山挖渠的伟大实践中，林

县人锻炼了意志，增长了胆量和才智，也培养了一批建筑方面的能工

巧匠和施工管理人才。特别是那种敢想敢干、奋发图强的精神，后来

更成为镕铸在林县人心中永远的魂，带着这个“魂”，林县人不但改

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还走出太行山、走进大城市，闯出了

一条更加广阔的生存与发展之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 

 

说起红旗渠给林州带来的深刻变化，林州人喜欢用“四部曲”来

概括，第一部，60 年代“十万大军战太行”，修建了红旗渠，打造出

了红旗渠精神；第二部，80 年代“十万大军出太行”，开凿红旗渠成

长起来的一支浩浩荡荡的建筑队伍，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第三部，

90 年代“十万大军富太行”，建筑队带回资金、带回信息，源源不断

地输入林县，使灰头土脸的林县乌鸡变成了美丽丰满的林州凤凰；第

四部，新世纪“十万大军美太行”，林州有 100 多万亩的荒山，基本

得到了绿化，原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色的盛妆。 



 

红旗渠建成后，在漳河水的滋润下，林县人民终于脱离了历代缺

吃少穿的苦海，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温饱生活。但无工不富，要走上富

裕的小康之路，仅靠脚下这片土地是不够的。当改革开放的春潮涌来

的时候，当林县周边其他地方的农民们还沉浸在自家责任田硕果累累

的欢乐中的时候，经过红旗渠建设血与火洗礼的林县人已开始把眼光

瞄向了外面广阔精彩的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十万建筑大军出太

行，很快在京津等许多大中城市刮起了林县旋风。现在，这支由十四

五万人组成的劲旅，凭借红旗渠赋予他们的胆识和魄力，已在全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00 多个城市留下闪光的足迹，在那一

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中，一定有不少浸透着林县人的勤劳和汗

水。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纵横天下的林县人竟把自己的建筑营寨扎

在了俄罗斯、阿联酋、也门、新加坡等国家的土地上。 

建筑大军经过市场的洗礼，带回的是物质和精神的丰厚回报，有

人形象地称之为“五子登科”——饱了肚子，挣了票子，换了脑子，

有了点子，走出了路子。在过去的 20 年间，当地百姓的储蓄余额连

年位居河南省县市第一，其中银行存款 70%来自于建筑业；农村强壮

劳动力的 70%从事建筑业，均纯收入的 70%得益于建筑业。更为重要



的是，林州人不但从外面带回了资金，更带回了先进理念和发展的信

息，于是便有了林县发展的第三部曲，县、乡、村工业大发展，他们

大力兴办工矿企业，大力发展交通、卫生、教育事业……于是灰头土

脸的林县县城变成了繁华亮丽的林州市，广大的农村也改变了贫困破

败的旧容颜，走上了富裕的小康之路。林州人富裕以后，更加注意保

护生态，建设美好家园。他们大力开展以水土保持建设为重点的治山

治水活动，实施了声势浩大的百万亩荒山绿化工程。经过多年的付出，

如今的太行山南麓——林虑山已从荒山秃岭变成了层峦染绿、郁郁葱

葱，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 

 

红旗渠是林县人民的生命之源、幸福之源，更是林县人民的精神

之源。红旗渠所产生的能量远远大于红旗渠工程本身，它不仅是物质

的，更是精神的，而只有精神的东西才是不朽的。如今的红旗渠，已

成为林州（林县）人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一个价值万金的名片，

一种文化的符号。 

公元 1999 年，借助于红旗渠的大名，林州市（林县）成立了“中

国红旗渠集团”，注册了“红旗渠”商标。在“红旗渠”这个金字招

牌下，很快便聚集了红旗渠酒、红旗渠烟、红旗渠水泥、红旗渠汽车

配件，还有铝型材、扑克、食品、旅游等共 25 类 230 多个品种。于

是，“红旗渠”又打造出了一艘载满了各种商品的经济航母，游弋在



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红旗集团的负责人曾豪迈地宣称，他们开

发有产品许多已在中国市场上占据可观的份额，比如汽车配件总产量

差不多已占全国载重车零配件销售市场的半壁江山，汽车发电机爪棘

产量在全国市场的份额则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与此同时，他们倾

力打造的“红旗渠游”品牌，已经“散发出迷人的魅力”，特别是每

年的“五一”、“十一”黄金周带来的旅游盛宴，都会让红旗渠管理部

门赚得钵满盆盈。 

红旗渠凝结出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林州人用“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这 16 个字来概况；林县的老书记杨贵同

志则表述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

无私奉献”。但如果简而言之，红旗渠精神的实质就是“敢”字当头

的“亮剑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