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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庄村有2000多口人，依山坡而建的民房
错错落落，村里已经废弃的12口老井记录着村
民们吃水难的历史。

说起北庄村“吃水难”问题，村民们记忆犹
新。

“为了挑一担水，有时候整夜都不敢睡觉，
你去得早了没有水，你去得晚了也没有水。”

“村里没有水，我到涉村挑过水，罗泉村也
去过，到姜沟村担水时还和人家吵了一架。”

“因为去拉水，我往学校去一天三遍都是
捎着桶，想着回来拉水呢。有一次拉水摔倒，
水也洒了，回来跟俺老伴还打了一架，现在说
起来我心里可难过。”

为了让北庄人吃上水，北庄村的历任村干
部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杨小周指着黄家山一条上世纪 70 年代修
建的水渠说：“这条水渠，我们 4 个村勒紧裤腰
带修了 3 年，遇山打隧洞，遇沟就架桥，但这个
水流的路线太长了，流不到我们村，水就被其
他的村截流完了。没有用多久，这条水渠就全
线报废了。”

2001 年，村民们开始尝试屋顶接水，家家
户户都挖了水窖，遇到雨天就把房顶上的雨水
通过管道集中在水窖里储存使用。

北庄村村委会主任康敬宾说：“咱村原来
铝石窑特别多，水的含氟性比较高，人吃之后
光有病，再不敢吃屋顶接的水了。”

北庄村所在的巩义市是全国百强县（市），
但由于缺水，北庄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 2000
元；因为吃水难，一些村民讨不到媳妇，打了光
棍。水，成了北庄人心里永远的痛。

巩义市涉村镇北庄村支书杨小周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镜子，他带领全体党员干部群众，克服重重困难，穿山凿洞引水、改
变省级贫困村落后面貌，他的事迹体现了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对事业不懈追求的高尚情怀，也引起了央视媒体
的关注。
去年4月18日至20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身边的感动》栏目和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对杨小周的事迹作了专题报
道。时隔整整1年零4个月，8月19日至21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走基层·寻找最美
村官”栏目，以《河南巩义杨小周：一个村子的“南水北调”》为题，分三部分对杨小周的典型事迹再次进行了专题报道。

1 他是一位村支书，叫杨小周，他所在
的河南省巩义市北庄村位于郑州市西
130 公里，这里被大山包围。由于自然原
因，长期严重缺水，为了彻底改变村民靠
天吃水的命运，杨小周带领村民们拿起
了简陋的工具开山取水，演绎出现代版
的“愚公移山”。

2005 年，接力棒传到了杨小周
这里，作为土生土长的北庄人，他决
定要彻底改变全村人的命运。

杨小周：“当时心里很着急，很
想为群众办点事，可是工作千头万
绪，从何处抓起？北庄 2000 口人往
何处去？这几年，国家政策向农村
倾斜，资金向农村倾斜，对农村基础
设施很重视，我们遇到了好政策，后
来开党员会、群众代表会，大家觉得
基础设施中水和路最重要。”

其实，黄家山后山就有水，山泉
水终年不断。童年时杨小周和小伙
伴曾爬几个小时的山路，去那里接
山泉水。当支书以后，他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在距离村子3公里的黄
家山山腰打一条900多米长的隧道，
将泉水引到村子。

杨小周：“从小长在这个村，我
们知道贫穷的滋味、知道缺水的滋
味，我当了支书以后，就想付出下半
辈子的精力，也要把水弄通，免得下
辈子孩子再受苦。而且从长远看，
只有开山洞、要后山的水，才是北庄
村世世代代告别缺水的一条出路。”

当时，巩义市水利局恰好给北
庄村拨款 20 万元，用来改造储存雨
水的水窖，杨小周横下一条心，决定
不修水窖，拿着这 20 万元作为开凿
隧道的启动资金。

在开始打洞的时候，杨小周把
村两委干部召集到一块儿，有人愁
眉苦脸、信心不足，有人担心资金问

题，说这 20 万块钱怎么能把洞打
通。杨小周当场表示：“今天晚上，
你们如果愿意跟着干就签字据，谁
如果说不想干可以不签字，不强
求。”结果当天晚上，全村干部没有
一个打退堂鼓，全部签了名。

北庄村离黄家山约3公里，为了
确保工程开工，杨小周带领全村老
少，每天奋战在高山峻岭上，硬是修
建了一条长3公里、4米多宽的山路。

2008 年，北庄村的引水隧道工
程正式动工。然而，不到一个月，请
来的专业施工队就走了。

杨小周：“咱这里吃住条件和环
境都特别恶劣，太艰苦，买点菜或者

买点东西很不容易，山上成天不见
人，我们考虑把工资给加高一点，就
这人家也不愿意干。后来我们就横
下一条心，自己干。”

听说杨小周要带全村人打隧
道，很多在外打工、懂技术的村民都
回来了，一位村民甚至还自己垫资
和大家修了前200米。

黄家山是一个石头山，地质条
件复杂，对于专业队伍来说施工难
度都很大，村民们自己干的难度可
想而知。那段时间，杨小周承受着
安全和资金带来的双重压力，每天
和村民吃住在工地上，日夜不停，工
程在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

杨小周：“当时我就记着一条，
绝对不能出现一点安全问题。隧道
一年打不通就两年，两年打不通就
三年，总有打通的那一天。”

隧道打到500米的时候，资金彻
底用完了。大年初一这一天，杨小
周通过广播把实情告诉全村人，号
召大家集资。

杨小周：“那一天，我记得很清
楚。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虽然今天
是春节，大家必须得有心理准备，我
们村到了最困难的时候，过了春节
我们连买炸药的钱都没有了。”

有人劝他，大年初一去广播，不
怕人家骂你？杨小周说，“到这时候
我根本不害怕，啥都不害怕”。

为了集资，杨小周卖掉了自己
家里的 3000 多斤粮食，还四处找
亲戚凑了 2 万块钱，半个月后，全
村人硬是集资近 20 万元确保工程
没有停工。这期间，杨小周一边守
在工地，一边又奔波于各个部门，
四处筹款。

杨小周的孩子住在郑州，妻子
也在城里帮忙照看孙子，杨小周就
一个人待在北庄村，不分昼夜地守
在工程施工现场。

说起村支书杨小周，村民们有
很多感激——

“小周确实是好干部、好党员、
好支书，我一辈子都拥护他。”

“真作难了，那一段时间杨支书
真是作难了。”

“我都快70岁了，没有见过这样
的干部啊，他在工地上自己拾柴、生
火做饭。”

“我年纪比较大，轮到我晚上值
班护路时，他就替我去，大冬天就穿
一件黄大衣。”

“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
听见小周在哭，就赶紧喊，周，你哭
啥呢，他说马老师，这压力老大啊，
为打这条洞我提心吊胆，在群众面
前我不敢哭，不能叫群众看见自己
掉泪。”

杨小周带领乡亲 们 开 山 引 水

的事被广为传播，巩义市水利局
等多个部门给予资金支持，拿着
这些救命钱，杨小周和全体村民
加 快 施 工 ，历 时 两 年 多 ，一 条 长
916 米的饮水隧道终于贯通了，北
庄村的村民终于盼到了渴望已久的
山泉水。

杨小周：“说实话，那天很高兴，
啥都不顾了，我顺着山洞爬出来，也
不管安全不安全，水很大，蹚着水，
弄了一身泥，心里却很高兴。”

村民们回忆着水渠贯通那天激
动的心情。

“我跳到两尺多深的水里面，拍
着打着，泪水一个劲儿地流。”

“洞打透了，北庄有水吃了，再
也不会有小伙子打光棍了。”

杨小周说，终于看到后辈的孩
子们不再像他们一样受苦了，这就
是希望。他说，作为一个村支书，一
定要有目标，你照准这一个目标走，
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坚持下去，就能
干成事。 下转AA03版

杨小周的大胆想法：打隧道，将泉水引到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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