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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松花江水入湖 漁旅融合 村民腰包鼓起來

吉林省位於黑土帶，土壤養分高，有
着「捏把黑土冒油花，插雙筷子也發
芽」的說法，位於吉林省西部的前郭縣
水源充足，是吉林大米的主要產地之
一。然而在「引松工程」前，提起查干
湖都是漫天鹽鹼，當時的土地鹽鹼化十
分嚴重，周圍水稻種植受到影響，產量
下降。鹽鹼地有着「地球之癌」的稱號，
要想解決這一頑固的難題，首先就是要解
決查干湖地區的乾旱問題，「引松工程」
的實施使得「脫鹼」變成了可能。
走入前郭灌區的一處稻田，紅光農場

村的農民張彥帶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了
一處開閘口，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演示，
「這個水閘灌溉特別方便，你看把水閘打
開以後，松花江水就可以流入我們的稻田
了。」張彥自己種植一垧六畝地（1.6萬
平方米）的水稻田，他說，「我現在年紀
大了，沒辦法出去打工了，在家裏種一垧
六畝地，一年收入兩萬元人民幣左右，足
夠我們老兩口生活了。村裏很多年輕人包
了很多垧地，收入非常可觀。現在都是機
械化作業，以前幾個小時的工作，現在兩
分鐘就完事兒了，很省力的。」

在中國普遍高溫炎熱時，「22℃的夏天」成了吉

林吸引遊人的閃亮招牌。以冬捕出名的查干湖景區湖

區一帶江流泡沼星羅棋布，銀魚穿梭，水草肥美的自

然風光，成為了消夏的好去處。很難想像，水碧景秀

的查干湖在1972年前後有一段幾近乾涸的歷史。在

沒有機械助力的年代，八萬多人手持工具，歷時八年

挖通了一條「草原運河」，引松花江江水入查干湖，

「復活」了查干湖，才有如今的綠水青山、魚雁成

群。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過走訪當時的親歷者，聽他們

講述那一段歷史故事。

◆文 /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吉林報道

引水「脫鹼」飄起稻花香

冬捕「頭魚」成網紅
促綠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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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如今的查干湖，秀水青山。

查干湖位於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爾羅斯蒙古
族自治縣（以下簡稱前郭縣）境內，自遼

金以來便是深受歷代帝王厚愛的漁獵之地。因
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這
裏不僅漁業豐富，水稻更是享譽全國。然而這
一片秀水青山卻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走向了
「鹼」化。「過去查干湖的上游是霍林河，後
期霍林河斷流，查干湖的水逐漸乾涸了，湖底
的鹼土飛揚，別說打魚了，當時種地都受到了
很大的影響。」時任前郭縣委常委的黃志剛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說道。查干湖的鹽鹼化不僅對
漁業有着沉重的打擊，更是嚴重影響了當地的
糧食產量。

憶往昔 漁獵之地變滿目瘡痍
白鹼漫天，風沙肆虐，魚葦絕跡，是當時查

干湖地區常見的景象，失去了以往的生機。在
惡劣的自然條件下，人們的生活自然也受到很
大的影響。
現今74歲的徐向臣老人，見證過曾經的滿目

瘡痍，他指着自己的小菜園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說道，「上世紀七十年代，這裏漫天颳的都是
鹼面子，到院子裏都有10多厘米厚，我這菜園
子基本種不出什麼菜。那個時候我們家家都熬
鹼，查干湖乾了以後，鹽鹼地長了很多鹼蓬，
和人差不多高。我們就用鹼蓬燒火來熬鹼，再
拉馬車去賣鹼，一斤也就四毛錢（人民幣，下
同），想掙錢是相當不容易的。」如今說起
來，老人依舊印象深刻。
出生於1981年的朱嬌是土生土長的查干湖
人，家裏長輩的講述讓她記憶猶新：「窮是當
時查干湖人摘不掉的帽子，大批的村民背井離
鄉，外出打工。我的爺爺和我的父親都是漁
民，查干湖乾了就只能去打零工，我還記得漁
網廢棄了就堆在我家的房子後面，打零工的收
入是非常低的。我們家兄弟姐妹三個，那時候
的生活就別提有多困難了。」朱嬌說道。
沒有了以往水草肥美，雁鴨成群的勃勃生
機，查干湖的乾涸讓其周圍的生態環境急劇惡
化。昔日的黃金漁獵之地，變成一片鹽鹼地，
只有鹼蓬草高高地生長着，令人惋惜。

歷時八年八萬人手工挖通運河
看着眼前的千年古湖乾涸了，曾經富饒的家
鄉變成「白色沙漠」，一個足以改天換地的大
工程在自強不息的前郭人心中開始醞釀。1976
年，只有24周歲的黃志剛作為當時前郭縣九位
常委之一，從「引松工程」第一次會議到最後
一次會議，都參與其中。
他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由於查干湖的乾

涸，周圍的漁民流離失所，生活無着。為了能

夠徹底解決乾旱和自然災害問題，『引松工
程』必須要搞。不僅能夠救活查干湖，還能救
活前郭灌區。」
1976年9月6日，「引松工程」正式拉開了
序幕，邁出了拯救查干湖的第一步。「我們都
是查干湖人，能夠『復活』查干湖，村子肯定
是受益的，周圍的灌溉也可以解決。」70多歲
的徐向臣說道，參與「引松工程」時他只有25
周歲。
在幾乎沒有大型機械的情況下，僅依靠人力
與馬車，可想而知「引松工程」的開展是有多
麼困難。「我們都用筐和麻袋把挖出來的土運
到山上，每袋有60多斤重，婦女抬不動就抬一
半，每天要往返好多次。當時還遇到了很多的
困難。比如說，夏天下雨天產生了滑坡，我們
就需要先去堵截，然後回來繼續挖。下小雨就
頂着雨幹，除非雨大到人站不住，那種情況下
才會休息一下。冬天條件更是艱苦，有時候挖
滲水了，身上的棉鞋和褲子都弄濕了，特別
冷。我們也都是咬着牙堅持幹，沒有想過要放
棄，當時大家就是希望早點兒挖通。」徐向臣
說道。
黃志剛也回憶道：大家的幹勁特別足，有一

個小伙子連續工作，背上被磨出了水泡，我看
到太心疼了，讓他趕緊停下來去工地醫院包
紮。等我下午回到現場，發現這個小伙子還在
幹活，我趕緊叫停，送他去醫院處理傷口。東
北的冬天，冰天雪地，施工難度可想而知。在
物資匱乏的年代，八萬人投身於這場浩大的
「引松工程」，歷時八年，用雙手和鐵鍬挖掘
出一條長53.85公里、底寬50米的生命之河，
將滾滾松花江水引入乾涸的查干湖。「我永遠
忘不了1984年8月23日那一天，首閘開閘放
水，看着松花江水引到查干湖，我們這些參與
者激動萬分。」徐向臣說，「引松工程」的勝
利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

看今朝 農民收入年年有「魚」
隨着松花江水的注入，歷經了半個世紀，查

干湖徹底「復活」了。查干湖的「復活」不僅
把魚帶來了，更是改善了地區小氣候，空氣中
的負離子含量也增多了，這是當時「引松」帶
來的意外收穫。
山清水美的查干湖如今正向國家級5A景區靠

攏，每年吸引各地遊客超100萬人，僅今年上
半年，查干湖景區共接待遊客105.71萬人次，
實現旅遊綜合收入 9.3 億元，同比增加
319.59%。紅火的查干湖也為周圍的村民帶來
了新的商機，近年來，各種魚館，民宿如雨後
春筍般開設在查干湖地區。
朱嬌在查干湖景區經營着一家農家樂，從最

初兩間半瓦房幹起，到如今兩層飯店和三層賓
館共兩棟樓的餐飲綜合體，依託着查干湖的自
然資源，日子過得風生水起，旺季時飯店幾乎
天天爆滿，年收入可達幾十萬元。她對香港文
匯報記者說，「我是『引松工程』受益的一
代，從小就是聽着『引松』故事長大的，小時
候完全想像不到查干湖還會有今天的這番景
象，更想不到會有這樣紅火的生意。我很滿意
現在的生活，沒有遠離自己的故鄉，照顧父母
孩子都很方便，收入也不比去外出務工少。」
查干湖旅遊經濟開發區宣傳中心主任單軍國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每年查干湖景區可
以為周圍村民提供5,000多個就業崗位，這使
得村民在原有農耕收入的基礎上又能增加了新
的收入。」朱嬌的餐飲綜合體也為當地農民的
就業貢獻了一份力量，在淡季需要僱傭工作人
員10名左右，旺季則可達到20名左右，這些
工作人員大多都是周圍的村民。「我飯店的工
作人員以短期工居多，因為短期的工作不影響
農民正常旱田的耕種，在種地的同時可以多一
份收入，而且是提供食宿的，每人每個月的收
入可以達到4,000元左右。」查干湖的「復
活」不僅造福了生態環境，更鼓了農民的腰
包。
如今的查干湖早已擺脫了昔日乾涸貧苦的境

遇，蒲葦連綿、鷗雁成群，這條「黃金水路」
為查干湖的發展安裝上了「加速器」。「查干
湖」活了，山綠了，水清了，魚肥了，人富
了，綠水青山已然成為金山銀山。

◆漁民在查干湖中心捕魚。 ◆紅光農場村民張彥展示水稻喜人長勢。

◆徐向臣老人
講述「引松」歷
史。

伴隨着查干湖的
復甦，前郭縣經濟
發展一路向前。隨
着經濟的發展，人

們越來越重視文化的傳承。在2002年開
始舉辦查干湖漁獵文化旅遊節，這一活
動讓古老的冬捕習俗得以再現。馬拉絞
盤、冰下走網，這種原始的捕撈方式，
使得查干湖冬捕廣吸天下來客。頭魚拍
賣是歷年查干湖漁獵文化旅遊節一項備受
關注的活動，這也是遼金後代遺留的遊獵
風俗，即當年冬捕撈出第一網魚，由「漁
把頭」挑選最大的一條進行拍賣。

如今查干湖頭魚已然成為名副其實的
「網紅」，備受關注。2021年和2022年
的頭魚成交價分別為2,999,999元（人民
幣，下同）和1,699,999元，賺足眼球。
之所以價格高昂，與其備受公眾關注相
關，如此大範圍的關注也是一次難得的廣
告效應。與「頭魚經濟」的吸睛力相比，
其可持續循環的再生力更是引人注目。據單
軍國介紹，歷年頭魚拍賣的資金，都會用於
查干湖的增殖放流（投放苗種），生態保
護。查干湖以水養魚，以魚凈水的生態養殖
方式，讓「頭魚經濟」不僅僅是網紅經濟，
更是可持續，可循環的綠色經濟。

◆「引松工程」當年老照片。

◆「引松」渠兩側稻田茁壯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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