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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北庄村修好了一个面积4000平方米的蓄
水池，山泉水通过引水管道流到这个蓄水池里储存起
来，再通过总闸和安装在各个村民组的分水闸控制放
水，杨小周专门安排了几位村民负责放水事项，在已经
铺好管道的村民组，只要打一个电话，就会有专人开
闸，把储存的山泉水接到村民的水窖里。

时隔一年，再次来到北庄村却发现，原来使用的消
防水管已经变成了质地很好的塑料管。

在一户村民家，记者：“这水真大啊！”
村民：“这可是从山里抽出来的水，跟矿泉水一

样。”
记者：“放一池子水能喝多久啊。”
村民：“一年，这水喝着是甜的，没一点啥腥味儿。”
村民杨玉珍家里已经安装好了水龙头，通过水窖

里的水泵把水抽上来，拧开水龙头，山泉水就变成可以
直接使用的自来水。

她家已买了洗衣机、装上了浴盆，杨玉珍操作着给
记者看：“可以在家洗澡，两个水管一个是热的，一个是
凉的。”她说，没有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能用上自
来水。

和杨玉珍大妈一样，附近一些铺好管道的村民都
已经迫不及待地在自家装上了水龙头，对于北庄村的
乡亲们来说，这曾经是一件想也不敢想的事。

这几天天旱，一些离水闸近的人家开始用水浇地
了。

村民：“旱涝保收，过去根本想都不敢想，现在的收
成，增加一两成根本没问题。”

用上了山泉水的村民们兴奋不已，然而由于北庄
村的 2000 多口人分布在 7 个村民组，地下管道的铺设
只通了两个，这意味着还有不少村民仍然无法用上山
泉水，按照杨小周的计划，就是要把通往各个村民组的
管道全部铺设完，形成一个地下管道网络，让 2000 多
位乡亲都能喝上山泉水，经过一年多时间加班加点的
施工，最后一段管道马上就要铺设完毕了。

杨小周：“这是去年就埋好的管子，现在又接了一
根，上面还有几户人家，把这管子连通了，我们整个村
里各自然片的水网，全部都连通了。”

记者：“你们一天干多长时间啊？”
村民：“今天就是早上 6 点来的，到现在还没回去

呢，三天了，四个人挖了 160 米，现在只要说是埋管子
（水管）整水的，都提着劲儿呢。”

为了让每户都用上水，一年多来，杨小周一直在忙
着两件事，他一边带领着村民加紧铺设管道，另一边又
开始新建一个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大蓄水池。

杨小周：“这个水池建成了以后，能再盛6000立方
米的水，加上山上那4000立方米水，有一万方水，到汛
期的时候，所有村民的 400 多个水窖，全部给它放满，
可以用半年。”

一个蓄水池的水量无法满足全村人的用水需要，
去年记者采访时，杨小周顶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带领村
民开始修建第二个大蓄水池，当时，杨小周为了省钱，
他还和附近修高速公路的单位协商借用挖掘机。

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短短一年时间，第
二个大蓄水池就已经修建好了。

记者：“这是什么时候完工的？”
杨小周：“上一个月。”
记者：“我都认不出来了。”
杨小周：“你们上次看的时候，这个完全没有挖，破

破烂烂的，现在已经全部建好了。”
记者：“现在这两个水池子是不是能满足全村人喝

水了？”
杨小周：“可以了。这两个池子建起来以后，我们

就可以通自来水，家家户户就可以通自来水。”

一年多来，施工队加班加点，二号蓄水池已经建好
了，如今，管网也即将铺设好。

让全体村民都吃上水的想法，正按照杨小周设想
一步步变为现实，但许多村民并不知道杨小周的心里
却压着一块大石头。

杨小周：“建水池那个施工队，刚才又打了两个电
话，我也不好意思接了，确实是在想着办法呢。”

记者：“他打电话打得多吗？”
杨小周：“一般一天都是打一两次。”
原来，修建第二个蓄水池花了100多万元，巩义市

水利局和镇政府已经相继拨了 70 万元，如今，村里还
欠着工程队30万元没有着落。

记者：“工程款欠了多久了？拖了有多久？”
杨小周：“当时说是水池子顶只要封顶，就给人家

付款，现在已封顶一个月了。”
杨小周说，眼下天气干旱，一号蓄水池里的水很快

就用完了，要赶在汛期来临前，把二号蓄水池刷洗清洁
好，很快地投入使用。

记者采访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桑拿天，北庄
村迎来了入夏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村子里一片寂静，
但杨小周还是放心不下刚刚建好的二号蓄水池，执意
要去看看。

记者：“这会儿去很危险啊，这么多闪电什么的。”
杨小周：“没有事，没有老大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

回去，如果一号水池流满了，那个水就自动流到这边
了，看看这管道会不会堵。”

雨越下越大，杨小周告诉我们，这场大雨来得很及
时，乡亲们再不会因为蓄水池没水而发愁了，然而一想
到二号蓄水池的欠款问题，杨小周又变得闷闷不乐了。

开山引山泉水终进村民家２

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雨不仅使得整个北庄村的旱情
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且也让快用完的蓄水池有了
新的水源保证。第二天一大早，雨刚停，杨小周就赶紧
到隧道的一头查看水源的情况。

记者：“这就是你的梯子是吗？你多长时间要爬上
去（一次）？”

杨小周：“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一个星期。”
记者：“你注意安全啊。”
杨小周：“哎呀，这没事，你不用害怕（有事）。”
记者：“这不结实啊。”
杨小周：“哎呀，两个人都没有事。”
杨小周熟练地爬了上去，看到昨天的大雨让水池

蓄满了水，杨小周非常兴奋。
杨小周：“昨天下的那场雨是今年最大的一场雨，

所以这场雨下了以后，山上的泉水肯定要大。”
查看完水源，杨小周又通知大伙到二号蓄水池，把

暴露在外的管道埋好。
杨小周：“山上的泉水都下来了，最主要把这

个管子填好，不要叫暴晒，以后就永远固定到（地）
底下了。”

村民姜应召专门负责放水，他说：“这段时间村民
的用水量很大，（要水的）人家太多啊，你今天承诺他

（村民），你不用管了，迟两天给你放，迟五天你没有给
人家放，迟十五天还没有给人家放，见了他们都是骑着
摩托车赶紧溜，都不敢从村里面过。”

杨小周心里清楚，眼下，当务之急是把刚建好的二
号蓄水池尽快投入使用，但因为欠款，蓄水池的入口已
经被工程队锁上了。

杨小周：“还欠人家三十万块钱，钱没有给人家呢，
我想着这几天呢，把这个池子刷一下，山上的水已经下
来了，抓紧时间往这里面放水，去跟人家说说也不好意
思。因为啥，你欠着人家的钱，人家现在是每天打电
话。”

眼看着山上的泉水多了起来，但杨小周还是张不
开口让对方把蓄水池打开。

杨小周：“有群众说先把它砸了，你欠着人家的钱，
再把人家的锁砸了，这不符合人情，是不是？这不符合

情理。”
这几年来，为了寻求支持，杨小周不知往相关部门

跑了多少趟，每次都是先坐长途汽车，再转公交车，几
年来风雨无阻。

杨小周：“6 年来都是这样，啥思想都没有，只想把
这个洞打通，把这个工程拿下，就这一个想法，晚上作
业时间太长，白天往这一坐，车一晃就睡着了，有时候
遇到小偷，衣服、裤子都被割烂了。”

记者：“哦，衣服上这些裂口都是被划的。”
蓄水池的资金缺口始终都很大，杨小周对每一分

钱都是有计划地花，有了丢钱的经历，杨小周再出门时
就格外地小心。

杨小周：“三五十块钱，都要装到袜子筒里面。”
记者：“装到袜子里？”
杨小周：“嗯，这就不害怕了。”
去年，记者跟随杨小周一起去过巩义市水利局和

农改办，因为每次去总得开口要钱，杨小周怕人家嫌
烦，从来不提前打电话预约。那一天不是很顺利，两个
部门都没找到人，但事后，水利局还是给杨小周拨了40
多万元款，这次再去水利局寻求帮助，老杨心里依然有
压力。

杨小周：“过去那个水利局长，我跟他很熟悉，他年
年都到我们村里去看，知道我们山上缺水这种情况，现
在换了一个新局长，我心里没底。”

于是，他决定先找主管镇水利的王委员，让他帮忙
出出主意。

杨小周：“新局长呢，我跟人家不熟悉，天太旱，急
着给群众放水，可是人家的工程队现在说，你们以前说
的是，建起来给我们钱，现在你们拖这么长时间，还压
着我的工程款，别的工（程）还不能开工。”

王委员对北庄村的情况很了解，得知杨小周的顾
虑，他决定陪老杨一起去趟水利局。

杨小周：“今天我和你一块儿，我觉得心里多少有
点底了。”

两人到了水利局才知道，局长到郑州开会了，于是
他们找到了主管的副局长李永红。

杨小周：“你好，李副局长，又来麻烦你了，咱北庄

的饮水工程，这两个水池子，你们看看能不能再支持支
持？李副局长，我真不好意思再说这事了。”

李永红：“前期，几百万的工程都干完了，现在的压
力还能比工程才开始时候大吗！”李永红反而开导他。

杨小周是水利局的常客，当地政府陆续给北庄村
的饮水工程拨了 200 多万元，其中水利局的扶持力度
是最大的。

李永红：“镇里面拿一部分，市里给你支持一部分，
村里看看能不能再集一部分，几百万已经投进去了，可
以说是尾声了。”

听了杨小周介绍的新情况，李还提出建议：“第一
个问题，抓紧时间蓄水；第二个问题，收水费，一块探讨
一个管理办法。现在不收水费，以后你就没办法了，管
理不住了。”

李永红还答应给杨小周引荐新局长。从水利局出
来，杨小周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杨小周：“没想到，我原想着水利局还会批评咱说
咱几句，谁让你建那么大，不量力而行？现在我思想压
力小多了，水利局年年支持我们。这一次还搬着王委
员，怨我想得太多了。”

杨小周说，自己有很多个没想到。
“没想到领导又专门提到后期的水费管理，他提这

个很好，把那些党员代表，俺这村里的比较懂事的，喊
到一块儿，（商量）我们的水怎么管理，让他们都发表发
表意见。”杨小周说，等二号蓄水池投入使用以后，就要
开始下一步收水费的问题，要让全村人用水的饮水工
程良性运转，发挥最大价值，如今水的问题彻底解决
了，但杨小周还有新的打算。

杨小周展望着，等这两个水池修好以后，北庄村就
能由缺水村变为了供水村。

“我们不能老是伸手向国家要钱，我们这里的山有
优势，这底下有柿子树、山桃树，我们要利用我们村这
2000 亩荒山，发展种植业林果业，跟那画图纸一样，有
多大的图纸，你把它画圆了，走一条符合山区发展的道
路，使我们村逐步走向富裕，为之回报社会。”杨小周斩
钉截铁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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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村民用上了山泉水，杨小周(左）笑开了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