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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关村纪念亭。

建在鱼关村老村部的旧址，不算太

大。这里是一个高高的岗坡，纪念亭广

场西部中央是高高耸立的旗杆和随风飘

扬的五星红旗，广场西北角边建有一六

角形的鱼关村纪念亭，六根重灰色的石

柱上雕刻着祥云托龙，和亭盖浑然一体，

亭盖的六角龙首仰天，飞檐挑角雕刻细

腻，整个亭子显得沉稳大气凝重。亭子

内东西南北方向，合围矗立着四块米白

色的花岗岩石碑，碑身高1.88米，象征着

鱼关村 188户村民，碑上镌刻记录着截

至 2009年 9月 10日鱼关村 893名移民

的名字，以及鱼关村的界址、面积、人口

和党员、村组干部的名字。下部刻有立

碑单位南阳市移民局、淅川县移民局、盛

湾镇党委政府等。

鱼关村纪念亭是村民们搬走后在这

里最早建起来的。这座亭子记录见证了

鱼关村民搬迁他乡的那段令人难以忘却

的历史。14年前 8月 20日至 22日那个

炎热的夏天，鱼关村作为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河南省丹江口库区移民搬迁的首批

10个试点村之一，全体村民分两批拖家

带口开始搬迁，拉开了库区移民搬迁的

序幕，前后只用了不到5天，被称为南水

北调河南移民第一村，也为库区后续大

规模移民搬迁提供了生动样本。当时，

很多新闻媒体都派出记者全程参与报

道，见证记录了整个搬迁过程。移民群

众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搬新家的精神和

大义，时刻在感动感染着大家，深度参与

报道记录的河南日报南阳记者站的同志

后来倡议修建了此亭。

“小时候我经常去对面的山上放

牛。”鱼关村移民、2018年接任唐河县东

王集乡鱼关新村党支部书记的陈龙彬，

回忆起小时候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但也

让人猛一下感到有些不解。要知道，眼

下鱼关这段丹江水面有百米之宽，最深

处也有一二十米，如何带牛过江放牧？

“当时，水位没上来之前村下的丹江就

是一条小河，五六米宽，一到枯水季节

水浅得可以见底，放羊放牛过河也很容

易。”是呀，随着丹江口大坝从原来坝顶

高程 162 米加高到现在的 176.6 米，库

区水位不断上升，鱼关村村民过去耕种

过的田地有的已被淹没在坡下 10多米

深的丹江里，濒临丹江的隘口与延伸到

里面的小河坡地等，被水淹没以后形成

了一个宝瓶口一样的水关瓶颈，使当下

的鱼关更有了名副其实的诗情画意。

如今，随着村民的搬迁，村级建置的鱼

关村已成为历史，而只留下“鱼关”俩字

作为地名。

10多年过去，鱼关村民搬迁他乡的

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搬迁不只是居

住地址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是一

场亲人亲情的迁徙别离。穷家难舍，故

土是根。为了南水北调建设，丹江口库

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展实物普查，

21世纪初又发布了停建令，老百姓新房

不能盖，道路不能修，基础设施不能得到

及时有效改善，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

是那道梁，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过，老乡们

一天天默默地坚守着，生活着，耕耘着，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闲时养羊放牛撑

船打鱼，鸡犬之声相闻，发展基本处于停

滞状态，一派宁静自然情景，大家都平静

地坚守着期盼着，等待着工程开工正式

搬迁的这一天的到来。

“我丢下了三个闺女和老婆。”从

1987年开始担任鱼关村党支部书记的

王文华，外号王牛子，在距离搬迁日不到

一个月的前夕，王牛子失去了发妻。“当

时他妻子说已经感到难受十几天了，可

全村马上就要组织开展搬迁，作为村党

支部书记，他要全身心投入移民搬迁的

各项事务中去，他顾不上家里的事，而且

这里去县医院也很不方便，他妻子最后

就没有去医院，没想到在搬迁前突然发

病去世。”时至今日，当年移民搬迁的见

证者、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负责人李军

说起此事依旧唏嘘不已。王牛子的妻子

最后没能跟着他和两个儿子搬迁到远在

500多里外的唐河县鱼关新村，最终只

有安眠在了鱼关故土的山坡上。王牛子

的三个女儿因为都嫁到了没有在搬迁线

内的外村，自此与老父亲一别就是五六

百里的距离，一年到头难得见上一面。

“当年我们跟着媒体记者在鱼关等众多

移民村配合采访记录了一年多，总觉得

有好多东西仅仅通过媒体报道还不足以

完全表达出来。特别是看到为了加快清

库增容，移民搬迁的当天，移民老家的房

屋农舍也同步被分拆解体夷为平地变为

废墟，长了几十年的大树和果树，有的被

挖走，有的被砍掉，有的地方随着水位上

升，还被淹没在了水中，成为丹江和水库

的一部分，移民老乡今后再回老家还能到

哪里去凭吊他们祖祖辈辈的皇天后土

呢？于是我们产生了想为移民们做点事

的想法，尽自己的责任，表达对移民群众

的敬意。”李军介绍。在市县党委政府的

支持和热心企业家的帮助下，他们相继在

这里建起了鱼关村纪念亭，以及后来的移

民丰碑、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等，使移民

群众乡思有处安放，乡愁有处可寻。

如今，搬迁到鱼关新村 10 多年、

2018年卸任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王牛子，

已经 79岁了，走路也不那么灵便了，但

说起搬迁往事，仍是泪眼模糊。建在丹

江岸边的鱼关村纪念亭，或多或少留住

了鱼关人的些许乡愁，成为承接新家与

故土之间的脉络念想。在鱼关新村村部

幼儿园门前的广场边，也建了一座与鱼

关村纪念亭一样的亭子，但却没有了绿

水青山的映衬。吾心安处是吾乡，鱼关

移民经过搬迁以来10多年的发展，已经

在唐河东大岗上扎了根发了芽，搬到了

统一规划集中建设的新家，开始了平原

地带炊烟袅袅安稳祥和的生活。村子距

乡里集镇不到两公里，村里建有小学、幼

儿园、卫生室、党群中心等公共设施，村

里 1000多亩土地流转给了一家农业合

作社集中种植黄桃，村民们平时可以在

合作社打零工，也可到集镇或县城等地

务工，近几年随着村里学生考学、就业、

外出务工等，人口流出减少到目前的820

多人。从村里考上大学的郭炎术，毕业

第二年赶上移民大搬迁，在外闯荡多年

后，于 2018年回到唐河鱼关，在移民后

续帮扶政策的支持下，在乡里的乡村振

兴产业园办起了生产耐火材料的炬唐新

材料公司，吸收鱼关新村20多人在这里

就业务工，使村民有了更加稳定的收入

来源和保障。

从淅川县鱼关村到唐河县鱼关新

村，10多年来的岁月更替山河变迁，是我

们这个伟大时代发展进步的一个见证和

缩影。在其他的每一个移民村里，也都

有为了南水北调而移民他乡的搬迁故

事、创业故事、发展故事。

淅川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

建在鱼关库汊湖泊的东边，鱼关村

小学的旧址上。这是一座顶部挑檐仿汉

代宫阙式的建筑，面积不大，只有560余

平方米，博物馆正南大门两侧的墙壁上，

分别镶嵌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西大

东小的八个隶体大字。博物馆内，主体

展览设置“北国水源”“淅川民俗”“南水

北调”“饮水思源”四个展览区及移民影

像展映厅，珍藏有见证淅川丹江移民生

产生活、搬迁过程的珍贵图片两万余幅、

书籍1200余类、媒体报道7000余篇、纪

实视频两万余分钟、民俗实物 2600 余

件，这些图片、资料、实物，立体生动集中

鲜明地展现了南水北调淅川库区大移民

那些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在博物馆内，你能看到南水北调经

纬山河的总体概况介绍，从一代伟人毛

泽东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

也是可以的”形成南水北调的伟大构想，

到建设丹江口水库、库区初建期间淅川

移民辗转青海、河南、湖北等地情况介

绍，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建设、库区

再次大移民，到 2014年 12月 12日中线

正式通水的壮阔画卷；在博物馆内，你能

看到各级领导，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心关注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移民生活等

方面的媒体报道概览。从中线通水时总

书记的批示祝贺部署要求，到新年贺词

中祝移民群众“在新的家园生活幸福”的

美好祝愿，从亲临南阳淅川视察调研时

站在渠首大坝的详细问询，到乘船来到

水库中央凭栏远眺青山碧水时的深情凝

望和近察水质时的激情点赞，从在淅川

邹庄村猕猴桃园旁与村民的家常交谈对

话，到在村里向移民群众提出“人民就是

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郑重宣示和殷殷

嘱托……这一幅幅画面、一个个物件，都

在无言地诉说着丹江岸边曾经的那山、

那水、那村、那人。560余平方米的小小

博物馆，珍藏和记录了淅川移民故土家

园的生活印迹、烟波乡愁，成为联接淅川

库区移民新家与故园之间的人生驿站、

心灵故乡、精神家园。

移民老乡回来了，或清明或春节等

节假日，或利用走亲访友的其他时间，回

到淅川来到鱼关，摸一摸纪念亭和移民

丰碑上自己的名字，喝一喝丹江库区的

清澈之水，看一看山上山下的野草藤蔓，

品一品丹江岸边的酸菜鱼饭，闻一闻故

土家园的芳香泥土，解一解远迁新家的

乡愁思念；移民后代们回来了，眺一眺已

经被水淹没的老旧家园，看一看大人曾

经给他们讲过的梦里老家，找一找故乡

与新家之间的轨迹路线。那个叫孟庆辉

的男孩，出生于2011年6月26日搬迁前

一天，出生后不足 24小时，就乘着救护

车随着淅川县仓房镇沿江村浩浩荡荡的

搬迁车队，移民到了黄河以北远离故乡

1000多里的辉县市常村镇的沿江移民

新村，被记录为年龄最小的库区移民。

2021年 5月 28日，这个 10岁的小男孩

跟着父亲来到鱼关，在镌刻着沿江村全

体村民名字的那块移民丰碑上，一下子

就找到了自己和爸爸、妈妈、姑姑的名

字，高兴激动得又蹦又跳；媒体记者来

了，这里珍藏着淅川人民服务南水北调

的生动素材，这里有移民搬迁背后说不

完的感人故事，这里有采访报道挖不尽

的新闻富矿。2014年 9月，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即将建成通水前夕，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栏目摄制采访小组来到这里进

行了专题采访，在国庆期间10月 3日晚

上的黄金时间，以“凡人丰碑”为题在《焦

点访谈》节目重点播出，淅川移民忠诚担

当大爱报国的奉献精神在全国进一步得

到了传播弘扬和彰显……

鱼关村民搬走了，但鱼关这片尚未

被全部淹没的土地，不断被赋予崭新的

内容。亭、碑、馆，都是物质的存在，承载

的却是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这些记录这

些活动有情感有温度，体现出来的力量折

射出来的精神弥足珍贵长空万古。以鱼

关村纪念亭、移民丰碑、丹江移民民俗博

物馆为主体，鱼关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内

涵在不断提升：荒山岗坡持续绿化，移民

纪念林一天比一天茂密郁葱起来，春有百

花秋有果，夏有凉风冬有雪，书写出丹江

岸边生态文明的绿色画卷；反映20世纪

三四十年代当地宋湾农民起义和革命薪

火在这里燎原的中共淅川第一支部纪念

馆在这里建起来了，革命文化、红色基因

在这里得到了赓续和传承……以爱国奉

献移民精神为主核的南水北调精神，为阔

步前行的新时代注入了新精神，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提供了新力量。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南水北调工程彰显了我们这个大党

大国的非凡成就和自信担当。文化传承

需要载体，以文化人没有止境。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中最基本

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鱼关村纪念亭、

移民丰碑、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中镌刻

铭记、珍藏承载的精神财富和奋进力量，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他们纷纷

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到这里来学习来寻找

来感悟，或培训，或报道，或撰文，或赋

诗，或研学，或观览，鱼关正发展成为以

南水北调移民精神发掘传承、移民精神

教育培训、移民文艺作品创作、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实践为主，以淅川丹江山水

文化、楚国民俗文化、当地红色革命文化

创新创造为辅的文化传承创新园区，成

为镶嵌在丹江岸边熠熠生辉的一本移民

生活的标本、一座移民精神的坐标，一处

移民心灵的家园。

水脉连国运，小家连大家。自古以

来，水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

人类历史长河自古以来也是一部人与自

然做斗争、兴水治水的历史。从大禹治

水，到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再到隋唐大

运河，从南阳太守召信臣杜诗修建召父

渠钳卢陂，再到宋代南阳方城的襄汉漕

渠等，创新创造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功泽

后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全

面开启了治水兴水的新篇章，从葛洲坝

到三峡，从三门峡到黄河小浪底，从丹江

口水库到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如今西

线工程也正在加快论证谋划之中，一系

列重大工程的实施建成，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和民生所需提供了重要支撑，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制度优势，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发生

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生动体现

和有力见证。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

助推伟大事业。2021年 5月，在中国共

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的重大时刻，习

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南阳来到淅川，考

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看陶岔渠首枢纽

大坝，观烟波浩渺的丹江口水库，深入到

淅川县九重镇邹庄移民新村看望移民群

众，在南阳主持召开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部署谋划推进南水北调

后续工作。在邹庄村，总书记面向移民群

众深情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

民。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你们为了

沿线的人民能够喝上好水，舍小家为大

家，这是一种伟大的奉献精神。吃水不忘

掘井人，你们就是掘井人”。这是我们党

的领导核心、人民领袖发自肺腑的深情点

赞，更是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做出的郑重

宣示和殷殷嘱托。是呀，我们党成立100

多年来，从伟大建党精神到长征精神、井

冈山精神，从延安精神到抗美援朝精神、

红旗渠精神，从改革开放精神到脱贫攻

坚精神、抗疫精神……长期拼搏奋斗中

构建起的精神谱系，一脉相承，生生不

息，历久弥新，映照初心，成为我们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南水北

调乃世纪工程国之大者，其几十年来构

想规划建设运行中孕育形成的伟大精神

及深厚内涵，必将为我们党的精神谱系

注入新内容，必将成为激励我们不断拼

搏奋斗锐意进取的强大动力。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

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实现的。”千层高台起于累土，平

凡之中孕育伟大。南水北调工程从 20

世纪50年代形成宏伟构想，历经70余年

的论证谋划、规划设计、前期建设，到工

程开工、移民搬迁、建成通水、持续运行

等，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心血汗水乃至

宝贵的生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南阳移民和南阳人民坚持

不懈的付出奉献换来了一库清水的持续

北流。在南水北调这一经纬山河的千秋

伟业鸿篇巨制中，鱼关只是丹江岸边一

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和小地方，只是浩

渺水库中一朵清澈细微的浪花，虽然微

小却又显得那么坚韧朴实，虽然平凡却

又折射出令人感动感慨的伟大不凡。也

正是由这一个个不起眼的小村小点、一

朵朵细微清澈的水珠浪花，库区移民和

库区人民以他们识大体顾大局怀大义、

绵绵不息的默默付出和无私奉献，为南

水北调这条生命之河注入了滴滴清水、

汇聚了涓涓细流，他们以一己一域之担

当出彩而为大局和全局助力添彩，以微

弱之光凝聚成耀眼亮光，以涓涓细流汇

聚起浩渺水库，从而铸就了南水北调这

一人类迄今为止最大跨流域调水工程的

辉煌壮丽，从而凝聚起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这座人民江山的磅礴力量。

这也算是写下《鱼关三记》的一点初

衷、目的和感想吧。改定此文，传来了丹

江口水库水位今年又达到170米满蓄目

标的消息，朋友圈中到淅川看海的图片

视频更是频频刷屏，再过一个多月，就要

迎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 9 年的日

子，一条从渠首南阳淅川出发飘向北方

大地的人间天河、输水玉带，汩汩滔滔不

舍昼夜，如今已经持续向北方送水近

600亿立方米。八九月份以来汉丹流域

的绵绵秋雨，使库区水源得到了迅速补

给和增加，雨后的秦岭和伏牛山又进入

了层林尽染风景如画的最美季节。鱼关

移民丰碑在汪洋碧波一库清水的衬托

下，更加巍峨挺拔了吧，库汊岸边那块曾

经水落石出的巨大石头，应该又没在水

下了吧。有了这一库清水，今冬乃至明

年，水润北国绵绵不息，就更有保障了。

搬离故土的移民老乡们，你们在新

家那里一切都好吧。

移民丰碑。

建在鱼关村旧址一块南临丹江河汊

的一块平地上，米白色的花岗岩大理石

主碑高 8.8米，背靠浅山岗丘，面向河汊

湖泊和远处青山，如一柄凝重敦厚的玉

铲佩剑，镶嵌在褐红色的基座上，笔直地

挺向天空，在青山绿水的衬托下，无言而

肃穆。碑的正反两面，自上而下镌刻着

“移民丰碑”四个同样大小、鲜艳朱红的

行楷大字。主碑下面，56座高 2米长 8

米厚 0.4米的米白色长方形花岗岩大理

石碑，依次拱卫着主碑呈队列状错落有

致地排列开来，每座石碑重达 20余吨，

如厚重的辞书一般，通过座基牢牢侧立

在丹江岸边的黄土之中，与主碑形成了

上下协调蔚为壮观的碑林方阵。这些石

碑，以山岗丛林为背景，远眺着几百米开

外壮阔荡漾的丹江，俯视着丰碑下面风

平浪静的河汊湖面，在青山绿水花草树

木的掩映包围之下，显得格外的清新耀

眼肃穆庄重。

那一座座敦厚的石碑，那石碑上面

一行又一行移民的名字，分明就是辞书

中一页又一页的内容，一个又一个的词

条，无需过多注释，指向一个主题，青山

绿水为证，南水北调有你。其中的53座

石碑，精心雕刻着淅川县丹江口库区10

个乡镇、184 个行政村、1276 个村民小

组，16.59万名移民的名字。这些名字，

按照所在村的搬迁时间顺序，均横竖成

行深深镌刻在每一块碑上。靠近西边的

一座碑雕刻有《南水北调（丹淅）移民碑

记》，简要介绍了淅川县南水北调移民的

背景、过程等；另外两座“移民干部丰

碑”，则雕刻有全省移民迁安工作先进单

位和个人的名字、殉职在移民迁安第一

线的10多位党员干部的名字、致敬筹建

“移民丰碑”工程的单位和个人名单等。

这一块块石碑上镌刻的那一个个有

名有姓的移民，从他们祖祖辈辈生生不

息的丹江岸边出发，一路北上，有近 10

万人陆续整村整村地搬迁到了淅川县内

的后靠安置点和南阳市的邓州、新野、卧

龙、宛城、社旗、唐河等地；还有 6 万多

人，继续一路北上，搬迁到了沿线的平顶

山、许昌、郑州、新乡等安置点。为了南

水北调，为了水库建设，从 1958 年到

1978 年，淅川县先后分六批移民搬迁

20.2 万人。从初建丹江口水库蓄水开

始，顺阳川、丹阳川、板桥川，这些当年淅

川最为肥沃富庶的膏腴之地，这片曾经

春华秋实物阜年丰的山川谷地，连同千

百年来楚国先民们在这里留下的始都丹

阳古城和众多文物古迹，一同沉睡在了

碧波万顷的水库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全面开工后，为确保库区有更加丰富充

足的调水水源，丹江口水库大坝由原来

的162米提升到176.6米，淅川县再次被

淹没的土地面积达 144平方公里，再次

搬迁人口16.5万人。这些数字看起来是

枯燥的，但每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

默默坚守的个人、一个个守望奉献的家

庭，这是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在一个县的

行政区域内，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

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情况最为复杂的人口

大迁徙、异地大搬迁，时间之长跨度之

大，令人感慨赞叹，值得追寻歌颂。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在国家与民

族长远发展的全局和大义面前，几代淅

川人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和无悔的奉献。

面对国家需要，淅川移民群众不讲条件、

没有怨言、不出难题，前期移民先后辗转

远迁至青海、河南、湖北等地，受当时的

政策条件所限，仍然坚韧不拔地生产生

活着，不少移民因颠沛流离等而早早离

世。进入新世纪后的大移民，在党和政

府的关心关怀下，在迁安两地的精心部

署组织下，“四年任务两年完成”，“不亡、

不伤、不丢、不漏一个人”实现了安全和

谐顺利搬迁，开始了在新家园的新生活，

堪称是中国水利移民史上的奇迹！国是

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淅川库区移民

怀着对国家民族的深情大义，毅然决然

地搬出去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里，

都如同这一座座移民丰碑一样巍峨壮

丽，创造和留下的精神财富，历久弥新光

照千秋，永远值得我们弘扬和铭记。

这56座沉默无言的移民丰碑，似如

椽大笔，静静地书写着见证着，青山作

笔，丹水为墨，记载了南水北调移民搬迁

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

移民搬迁素有天下第一难之称。南

水北调关键在移民，搬走的这头是家园故

土，搬到的那头是不熟悉的陌生家园，这

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迁徙，这是居住环

境、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生活氛围、血脉

情感的大转换、大改变。移民为国舍小

家，国家为民建新家。南水北调工程是国

之大者，必须按期推进，移民搬迁更是必

须如期完成的硬任务。为让移民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快发展、早致富”，在党和政

府的坚强领导重视关心下，各级各部门不

折不扣落实好国家移民政策，全力以赴维

护移民合法权益、积极稳妥推进移民迁

安：考察选址、调整滚地、规划建房、公开

公示、细化方案、解决难题……迁安两地

党委、政府和移民干部把移民当亲人，严

格执行国家政策，遵循靠近县城、乡镇、产

业集聚区、主要交通道路“四靠近”原则，

扎实搞好移民新村建设，用周到细心的服

务保障移民群众的新家园新生活。一村

一策制订多达100多个环节的搬迁方案，

形成各行各业支持移民搬迁、服务移民搬

迁的大合唱……继2009年9月全市试点

移民1万余人成功搬迁后，2010年6月至

9月第一批6万多名移民、2011年5月至

8月第二批8万多名移民，也都相继实现

了平安、顺利、和谐搬迁，达到了不伤、不

亡、不掉一个人安全无事故的目标，如期

实现河南省委、省政府确定的16.5万移民

“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目标，创造了令

人瞩目的“南阳速度”“南阳经验”，被誉为

世界水利移民史上的奇迹！

移民搬迁为国家，我为移民做贡

献。那两座干部丰碑，镌刻的是他们的

名字，每个人背后都有参与移民迁安和工

程建设而奉献牺牲的事迹。广大移民干

部和征迁群众一样顾全大局、甘于牺牲、

无私奉献，他们面对艰巨繁重的天下第一

难，迎难而上、负重拼搏、任劳任怨，吃住

在移民搬迁第一线，把移民当亲人，一位

移民干部因为车辆不小心碰住了村民的

祖坟，向着祖坟下跪叩头表达最朴素的虔

诚歉意，其中很多同志长期高强度工作在

迁安一线而积劳成疾，先后有10多名党

员干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2011年 9月，北京市党政代表团在

南阳考察期间，为南阳干部群众为确保

南水北调工程顺利实施、让首都人民早

日喝上清澈甘甜的丹江水，在移民迁安、

水质保护等方面涌现出来的无私奉献精

神深深打动，考察团团长、时任北京市委

书记的刘淇深情赋诗一首：南水北送真

辉煌，最动情是离故乡；清水滋润京城

日，共赞豫宛好儿郎。

这是对南阳移民群众和移民干部的

深情礼赞！这也是对移民丰碑和移民精

神的生动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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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关很小。一个位于河

南南阳淅川丹江南岸边盛湾

镇的曾经人不过千、默默无闻

的小村庄，这个村民早在2009

年8月就作为首批南水北调河

南省丹江口库区试点移民村，

整村搬迁到了远在500多里外

的南阳市唐河县东王集乡，所

以在行政建置意义上讲，如今

这个地方作为村名已经不复

存在，县里镇里也已经没有鱼

关行政村的序列，翻开淅川地

图可能还能找到鱼关这个地

名的标记，但其已经只是一个

地名而不是一个村名了。

鱼关很大。清澈醇厚汤

汤不息的丹江水沿着鱼关北

边的山下向东南流去，与发源

于秦岭的汉江在汇合之处修

建而成的丹江口水库，是亚洲

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有内陆

“小太平洋”之称，举世瞩目的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

源就取自这里。清澈甘甜的

一库清水，沿着下游北岸淅川

县九重镇的陶岔渠首枢纽和

1432公里的中线干渠一路北

上，越过伏牛山唐白河、穿黄

河过太行，横跨长江、淮河、黄

河、海河四大流域，被输送到

沿线京津冀豫四省市的20多

座大中小城市的200多个县市

区，通过各类大小供水管网进

入千家万户，日夜不停地滋润

着沿线地区的上亿人口。

村民搬走了，大坝建好

了，水位上升了，中线通水了，

鱼关村那些没有被淹没的山

丘岗地，在厚植增绿的同时，

经过逐年的修建打造，目前这

里已经成为一个以弘扬南水

北调移民精神为主要内容的

特色主题教育基地。近十年

来，笔者曾先后数次从南阳出

发，或翻山越岭迂回取道，或

人车同渡乘船过江，怀着崇敬

之情而来，带着感动感慨而

归，观丹江碧水，览移民事迹，

路虽远不惧劳顿，道虽弯不畏

迂回，丹江小三峡通往这里的

公路曾经崎岖坎坷狭窄难行，

狮子岗码头的轮渡一度也是

等了又等，徜徉奔波辗转于这

里的村镇农舍青山绿水之间，

一直抱有想为此写点什么的

念头，终思绪落定，形成此文

无定式的《鱼关三记》。

-- 亭亭 --

-- 碑碑 --

-- 馆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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