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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水利厅进行
专题研究

普查三河口水库
组织相关水利专家
开始查勘工作

完成了《陕西省南
水北调总体规划》

陕西省政府批准组
建陕西省引汉济渭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国家发改委正式批
复引汉济渭工程项
目建议书

陕西省政府成立引
汉济渭工程协调领
导小组

国务院批准了水利部
组织编制的《渭河流
域重点治理规划》

召开引汉济渭三河
口水利枢纽开工建
设动员大会

三河口大坝主体
工程开工建设

黄金峡水利枢纽
成功实现截流

引汉济渭秦岭
输水隧洞正式贯通

从上世纪80年代省内“南
水北调”工程的酝酿，到当
前隧洞贯通，引汉济渭已走
过了30多个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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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2日，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
但对引汉济渭的建设者来说，却是一个值得
铭记的大日子：历经10余年，3000多个日夜的
施工建设，引汉济渭秦岭输水隧洞终于实现
全线贯通。

秦岭深处的早晨寒气逼人，洞口冒出的热
蒸汽在空中飘散，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依然
感到刺骨的冷。

早7时，记者来到引汉济渭秦岭隧洞4号
支洞——亚洲第一长斜井外。

与往日不同，当天项目所有建设者齐聚
于此，等待见证秦岭隧道即将全线贯通的历
史时刻。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的 10 余名建设
者，在齐声呐喊中，带着激动与期盼即将再一
次踏入洞中。

负责人员物资协调的项目部办公室主任
张刘斌是一名90后，孩子马上3岁了，虽然爱
人和孩子在西安，但他一年也难得和他们见几
回面，“终于要贯通了，不过还得继续坚守。”

8 时，进洞。乘坐 20 分钟的大巴和 30 多
分钟的工程小火车，再走千余步，穿过即将完
成使命的机器。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呼吸不
像在秦岭山中那样畅快。但到施工收尾阶
段，工作量减少，再加上大型风扇送风，当天
隧洞内的空气质量已经比往日好了太多。

走近即将贯通处，盾构机掘进产生的粉
尘渐渐弥漫整个隧洞，机器的轰鸣声也愈发
清晰。

11 时 17 分，随着 TBM（隧道硬岩掘进
机）刀盘破岩而出，引汉济渭秦岭输水隧洞实

现全线贯通，这标志着引汉济渭关键控制性
工程取得重大胜利，年内可先期向西安供水。

当隧洞内烟尘散去，建设者们欢呼着涌
向清理现场，大家拥抱在一起，感受这一激动
人心的时刻。

12时许，工程小火车缓缓驶出隧道，中铁
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TBM 四公司副经理黄俊
阁，坐在车上回望过去，脑海中都是自己挥洒
汗水的身影。

从 25 岁到 32 岁，7 年的引汉济渭岁月，
黄俊阁在这里收获了爱情、家庭、事业。如
今，他们一家三口齐聚引汉济渭项目部，见证
隧道的全线贯通。“两台TBM顺利南北会师，
这一刻大家都期盼了太久。能够参与这项伟
大的工程，并见证隧洞贯通，我感到很荣幸。”
黄俊阁说。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底部横穿秦岭山
脉。隧洞总长98.3千米、最大埋深2012米，是
引汉济渭的控制性工程，也是最难“啃”的“硬
骨头”。相继克服了岩爆、涌水、涌泥、软岩卡
机、有害气体、高温高湿等困难，不断刷新人
类地下施工的极限。

预计今年内，引汉济渭这项联通黄河、
长江两大流域，破解陕西全省分配不均的重
大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即将通水。几年后，
15 亿立方米的汩汩清流将润泽关中，辐射
陕北……

穿上厚厚的棉衣，走出隧洞，太阳照耀在大
地上，铺满爆竹燃放后的红色纸屑，就像建设
者火热的劳动激情，迎接着秦岭深处的春天。

本报记者 鲜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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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水在地下
2000米流淌

①在高温高湿的作业环境中，建设者用过的毛巾可以拧出水来。本报记者 刘强 摄

②引汉济渭工程秦岭输水隧洞贯通处。本报记者 鲜康 摄

③在TBM掘进机作业区域，建设者清理残渣。本报记者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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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在引汉济渭这一国家重大节水供水
工程建设中，陕西各级工会通过开展劳动和技能竞
赛、坚持“四季送”以及慰问活动等多项举措，激发广
大劳动者工作热情和创造活力，确保工程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只为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陕西工会十四大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多次强调，各级工会组织要多干
党委想干的事，多帮政府干好正在干的事，多做职工
群众关心的事、操心的事、揪心的事。按照这一要
求，我省三级工会组织更加用心用情用力服务这一
伟大工程。

列入重点工程劳动竞赛项目

引汉济渭工程关乎缓解关中渭河沿线城市和工
业缺水问题，工程设计年调水量15亿立方米，受益
人口达1411万，可支撑1.1万亿元GDP……这对陕
西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激发施工建设者积极性，以精湛的技术建出
精品工程，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期完成，省总工会、
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省引汉济渭公司工会三级工
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

2016年8月，省总工会把陕西省“十三五”劳动
竞赛的启动仪式安排在引汉济渭工程工地举行，主
要领导先后以各种形式大力支持工程持续推进，将
引汉济渭工程列入陕西省劳动和技能竞赛“十大示

范项目”之一，连续多年提供劳动竞赛资金支持。
“从2019年到2021年，省总工会为引汉济渭工

程劳动竞赛累计拨付资金38万元，激励动员广大劳
动者为工程建设奉献力量。”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部
长张朝惟说。

无论是在地下 2000 米深的引汉济渭秦岭输水
隧洞施工现场，还是在地上水利枢纽的搭建现场，一
线职工热火朝天投身重大工程建设，劳动竞赛为重
大工程高质量快速推进提供了巨大动力。

暖心关怀提振职工士气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劳动竞赛火热开
展的同时，陕西三级工会组织加大对引汉济渭工程
参与职工的关爱，当好一线建设职工“娘家人”。

“开设了职工超市、洗衣房，稳定了生活用水水
压，办公和住宿条件都大为改善。”说到工区生活条
件的变化，引汉济渭岭南工区职工王佐荣的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这里自然环境好，设施一应俱全，即使
身处大山，也有着满满的幸福感！”

引汉济渭建设点多线长，职工日常活动主要从
驻地到工地。为了着力解决一线职工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省引汉济渭公司工会广泛听取职工群众诉
求，建设配备了活动室、羽毛球场地、篮球架，修缮了
职工食堂，增强了移动网络信号……

随着职工生活设施不断改善，职工的文化生

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近年来，省引汉济渭公司
工会积极开展职工健步走、拔河比赛等各类职工
喜爱的文体活动，去年还获得省农林水利气象工
会组织的职工羽毛球比赛冠军。在增强职工体魄
的同时，营造了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职
工凝聚力和向心力。

省引汉济渭公司工会还加强对职工的慰问关
怀，组织节日、生日、生病住院、困难职工等慰问活动
2031人次，让职工感受到工会的温暖。

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坚持夏送清凉、冬送温暖，
联合省引汉济渭公司工会开展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
活动，为施工一线的农民工讲解与其生产生活紧密
关联的财产安全、劳动及社会保障等相关内容，切实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省农林水利气象工会还联合陕西省歌舞剧院为
引汉济渭工程送去演出，歌颂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
工匠精神。

这一件件温暖职工的“关键小事”，提升了职工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提振了队伍的士气。

吹响工程建设“冲锋号”

2021年9月29日，引汉济渭黄金峡水利枢纽工
地现场举行“大干九十天 提质量促进度 保安全
抢节点”主题劳动竞赛动员大会，明确各标段项目工
程进度、质量安全等竞赛计划和考核措施，将劳动竞

赛不断引向深入。
当年12月14日，黄金峡水利枢纽5号坝段完成

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至455米封顶高程，这是继1
号左非坝段、右非16号坝段之后，黄金峡水利枢纽
第三个浇筑至顶的坝段。

时值冬季，气温骤降，对现场混凝土施工提出更
高要求。“每天都有160多台大型机械昼夜‘激战’不
停，日浇筑混凝土超过2000立方米。”省引汉济渭公
司黄金峡分公司工程部部长马光明说。

“大干90天劳动竞赛”活动开展以来，引汉济渭
黄金峡分公司面对气温低、强度大、工期紧等困难，
对泵站挡水坝段及电站等部位增加资源投入，合理
利用时差，灵活安排施工机械和劳动力流水施工，加
强与砂混标沟通，统筹协调各专业工种之间交叉作
业，尽量减少各工种之间的干扰。

“秦岭输水隧洞是我干过难度最大的工程。”中
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引汉济渭项目秦岭输水隧洞
岭南段TBM机电工程师邬宗清说，在地下坚守了5
年多，就是为了让1400多万群众喝上甘甜的汉江水。

去年下半年以来，同邬宗清一样，在埋深 2000
米的秦岭输水隧洞4号洞内，600多名建设者三班轮
休、昼夜施工。TBM轰鸣掘进，工人忙碌着安装钢
拱架、铺设轨道、清理渣石。即将供水的美好愿景如
同嘹亮的“冲锋号”，激励着全体建设者奋力向前。
大家说，要再接再厉，确保关中人年内喝上汉江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实习记者 李旭东

为了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陕西工会组织助力引汉济渭工程高质量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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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汉济渭工程调水原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