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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松会走路了！”这个
消息像一阵风从河南省开封
医院吹到荥阳县峡窝公社石
咀大队。全村轰动了，都说：
“多亏了好心的占先姑娘。”

原来，5年前，李培松同高
山公社白水峪大队的女青年
张占先订了婚。正当他们准
备登记结婚的时候，不幸的事
情发生了。1977年 8月 5日，
在水利工地干活的小李，因工
程塌方，身受重伤。

听到这个不幸消息，小张
急忙赶到医院。

小李躺在病床上，流着
眼泪对小张说：“占先，咱们
的事算了吧，我……成截瘫
了。”

“截瘫！”像晴天霹雳震撼
着姑娘的心。小张注视着小
李，眼前不禁浮起她与小李第
一次见面的情景。

那是 1975年夏天的一个
早晨，小李红着脸站在她对
面，一言不发。小张想：像个
没嘴葫芦。小李按农村习俗
问她要什么，她故意绷着脸
说：“五身涤卡！”小李真的要
进百货商店。小张“扑哧”一
声笑了，拦住小李说：“真是实
心眼！”临分手，小李对小张
说：“你跟着我可别图我出去
当工人。”小张回答：“我就图
你忠厚老实。”

小张没有选错。小李在
生产队是个犁、耧、锄、耙都会
的全把式。在水利工地更是
积极能干。一次，他头部受
伤，同志们让他休息，他抹点
碘酒又干起活来。有段时
间，小张埋怨小李没去找
她。可是当小李把模范奖状
交给她时，她笑了。

现在，小张望着躺在病床
上的小李，心痛欲裂。她清楚
地知道：截瘫病人痊愈的可能
性很小，嫁给他就要准备吃一
辈子的苦。但是小张想，小李
从小失去父母，现在又因公受
伤，今后谁来照管他呢？想到
这儿，小张拿定主意：“我绝不
能离开他！”她把削好的苹果
送到小李嘴边，对他说：“你放
心，我不会打别的算盘！”

小张回到家里，把想法
告诉了父母，父母也支持女
儿，说：“培松受伤就够受了，
咱说啥也不能给他添苦楚。”

然而，小李还拗着劲。
小张每次去看他，他直催她
走；给他端大小便，他不
让。小张明白，小李是怕连
累自己，更感到他心地纯洁
善良。小李从郑州转院到
开封，有意不告诉小张，可
小张又主动找上门去。

为了在医院伺候方便，小
张决定同小李马上结婚。谁
知小李一听直摇头，说：“我不
能连累你一辈子。”小张爽快
地回答：“我甘心情愿。”

1978年 12月 20日，张占
先和李培松终于结婚了。

如果说结婚是对小张的
考验，那么真正的考验还在结
婚以后。

结婚 3年多来，小张一直
伴着小李在开封医院治病。
小李的两腿僵直，下肢神经完
全失去知觉，生活上的一切都
要人照顾。小张整天为小李
喂饭、喂药，一会儿不闲。凡
是对小李治病有效的事，她
都不厌其烦地去做。炎热的
夏天，她背小李到树荫下乘
凉；严寒的冬天，她背小李到
向阳处晒太阳；小李心烦了，
她给小李讲故事，还专门给
小李买个收音机，让他听新
闻、音乐。一天深夜 12点了，
小李想喝羊肉汤，小张硬是
跑了 2里多的路给他买一碗
端回来。

就这样，在小张精心照护
和医生的治疗下，小李的病一
天天好起来。现在下肢瘫痪4
年多的小李不仅能站起来，而
且会走路了！

普通的农村女青年张占
先，以自己高尚的情操赢得了
人们普遍称赞。

河南省妇联、郑州市妇
联、荥阳县妇联授予张占先
“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号召
大家向她学习，做一个高尚的
精神文明的人。
原载于1982年6月2日《人
民日报》

近日，记者来到荥阳母亲
河——索河西岸荥阳老城南关
的胜利渠管理所，见清水哗哗地
流进索河。

胜利渠是荥阳市重要的西
水东调工程之一，它是将黄河水
系汜河之水调入淮河水系索河
的跨流域引水工程。它源于巩
义市米河镇草店村寒山寨。工
程由东、西干渠和北支渠组成，
全长 23公里。西干渠由渠首沿
汜河西岸向北，经巩义市小里河
等村，入高山镇吴沟村、竹川村，
注入太溪池。东干渠由渠首巩
义市草店村向东，穿越峡窝镇、

城关乡到索河办事处与索河汇
流。北支渠从东干渠大王村分
水闸向北，经峡窝镇、上街区、城
关乡、王村镇入枯河。

整个工程从1975年11月动
工兴建，到 1977年 11日竣工通
水，历时两年。在施工中，荥阳
7000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
持自力更生、勤俭办水利的方针，
采取专业队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的方法，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
竞赛，不断掀起施工高潮。广大
干群思想大解放，愈战愈奋，发扬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
神，战流沙，斗流泥，驱恶水，攻顽

石，战胜了千百次塌方，攻破了道
道险关。共投工 300万个，开挖
土石方 69万多立方米，垒砌砖、
石 11万立方米，做混凝土 5400
立方米、钢筋混凝土870立方米，
工程投资880万元。

据胜利渠管理所所长张佰
伟介绍，胜利渠建成后，改善了
荥阳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灌溉
效益面积达 10万亩，为农业的
丰产丰收提供了水源保障。
2009年被列为郑州市文物保护
单位。目前，作为荥阳市红色教
育基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
观学习。

荥阳将建胜利渠纪念馆
有关文物请贡献出来

为保护和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历史文脉，挖掘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把“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胜利渠精神传承下去，荥阳市水利局胜利渠管理所向全
社会征集有关胜利渠的文物。记者 姚辉常 荥阳时报 邓浩浩 文/图

在胜利渠管理所院内，记者
看到一幅幅老照片被制作成展
板。一张张老照片，见证了老一
代人艰苦奋斗的场景，它们是老
一代人勤劳和智慧的见证。其
中，展板“硬战塌方”说明为：地
下出现流泥，引起严重塌方，民
兵们临危不惧，用立柱顶，制服
塌方，继续战斗。展板“巧战流
沙”说明为：隧洞穿过地下古河
道，流沙经常出现，有时几分钟
竟冒出几百立方米。这是民工
们用“三道防线加固法”战流沙
的一个场面。展板“苦战大水”
说明为：竖井穿过地下水层 6至

12米深，民兵们冒着“大雨”，顶
着塌方，奋战顽石，继续大干。
展板“英姿飒爽”说明为：女子班
9名队员在班长赵凤带领下打钻
开洞，巾帼不让须眉。

走进胜利渠仓库，记者见
到电话机、喊话器、搪瓷杯、铁
锹、谷箩、瓷碗、地板车等物件
30余件。张佰伟说，这是胜利
渠用时 3 多个月征集来的文
物。“嗤”的一声，点燃煤油灯，
老一代人就着煤油灯的光亮干
活，累了就用搪瓷杯喝口水解
解乏，搪瓷杯、煤油灯承载着胜
利渠精神。

胜利渠管理所还征集来两
份报纸：一份是 1977年 11月 7
日的《河南日报》，其头版右下角
为约 800字的胜利渠竣工通水
的消息，3版为3000字左右建胜
利渠的通讯《荥阳人民锁蛟龙》；
另一份是 1982年 6月 2日的《人
民日报》，其“五美”栏目刊登了
王大顺写的通讯《她的高尚的情
操使爱人站起来了——记荥阳
县峡窝公社石咀大队女青年张
占先》。这两份跨越数十年的
老报纸已经泛黄，一行行铅字
诉说着胜利渠精神，记者读罢
激情澎湃。

照片、物件、报纸承载着胜利渠精神

胜利渠见证荥阳自力更生、勤俭办水利

她的高尚情操
使爱人站起来了

——记荥阳县峡窝公社石咀大队女青年张占先
□王大顺

■编者按
胜利渠兴建过程中，李培松因工程塌方而瘫痪，但与他订

婚的张占先毅然嫁给了他，“嫁”给了胜利渠精神，并因爱帮助
李培松重新站起来。当时，王大顺写通讯刊登在《人民日报》
上，胜利渠精神也因之传扬，他们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爱，其
中，张占先在荥阳市水利局工作。如今，年轻的荥阳人可能只
见胜利渠，不知道他们的故事，《郑州晚报·荥阳时报》转载此
文，希望再次传唱他们的故事，传承胜利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