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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東江水正式開始供東江水正式開始供
應香港應香港，，蜿蜒迤邐的東蜿蜒迤邐的東
江成為香港的江成為香港的「「母親母親
河河」。」。到現在為止到現在為止，，東東
江水不僅是香港唯一的江水不僅是香港唯一的
外部水源外部水源，，也佔到了香也佔到了香
港總供應水量的港總供應水量的7575%%左左
右右，，從根本上解決了香從根本上解決了香
港的供水問題港的供水問題。。到今年到今年
33月月，，東江水供港整整東江水供港整整
5050年了年了。。本組報道冀本組報道冀
望以此為契機望以此為契機，，
勾勒出東江沿勾勒出東江沿
線內陸同胞對線內陸同胞對
保護這一江清保護這一江清
水水，，所作出的所作出的
巨大犧牲和默巨大犧牲和默
默奉獻默奉獻。。也希也希
望讓更多的香望讓更多的香
港年輕人飲水港年輕人飲水
思源思源，，對祖國對祖國
懷 抱 感 恩 之懷 抱 感 恩 之
心心。。

「東江水是生命水、政治水、經濟水，管理好這一潭
水非常困難，但我很驕傲它被保護得如此好，周邊的環
境如此漂亮。」談起東江水，粵海供水有限公司（前身
為東深供水局）董事長徐葉琴面帶笑意，表情中有着滿
滿的自豪。家在深圳的他飲用自來水從不使用過濾器，
因為沒人比他更清楚，這水有多乾淨、安全。

東深供水周邊環境佳
1988年，從武漢水利學院（後併入武漢大學）畢業
後，徐葉琴被分入東深供水局機電科。在當時，他是東
深供水局首名研究生，因專業對口，上崗不久後便直接
參與了供水工程的三期擴建、太園抽水泵建設、四期東
深供水改造工程等多項意義非凡的工程，至今已整整27
年。徐葉琴說，他這輩子就做保護水這一個事情了，而

這個事值得他自豪一輩子。
事實上，管理水庫大半輩子，看着深圳從一個荒涼、

破落的小漁村，發展成為如今高樓林立的先進大都市，
徐葉琴總是會感歎水庫沿線發展得太快了。這幾十年
來，他從未有一天是踏踏實實過完的，哪怕是休假手機
都保持着24小時開機，他擔心，水庫保護工作會跟不上
城市發展的速度。但幸運的是，「如果你到水庫周邊走
一走，你會發現周邊大片林木都是天然的原始森林，冬
天會有白鷺在水上飛過，天氣好的時候，金紅的晚霞倒
影在水面上更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向記者展示着手
機拍攝下的晚霞水庫圖，徐葉琴充滿自信地說，國內沒
有一個坐落在城市市中心的飲用水水庫，水質一直穩定
保持在優於國家Ⅱ級水源標準之上。「東江的水是大江大
河裡最好的水，東深供水周邊的環境是最好的環境！」

「又制水真正受氣，
又制水的確係無謂，又
制水今晚點沖涼，成晚
要乾煎真撞鬼……」27
歲的李嘉偉一直記得本
港歌手許冠傑的《制水
歌》，如今，歌中的場
景早已成為成年舊事。
香港這座淡水奇缺的

城市，歷史上曾幾度乾
渴難耐，最嚴重時出現
過每4天才供水4小時的

情況。直到1965年3月，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建的東深
供水工程，持續供應着佔香港用水總量75%以上的淡
水。半個世紀過去了，東深供水如古老卻忠實的鐘擺，
從未停歇。
在穗港兩地往返頻繁的李嘉偉，偶爾和內地的朋友談
起香港1963年的水荒，他習慣拿出電影《歲月神偷》來

做註解。像電影裡演的一樣，當年的香港人，大多數住
在不超過4層的唐樓裡，供水系統是由樓下向樓上
『壓』的。遇上搶水時，水壓嚴重不足，樓上的人常常
得不到水，就是有，也是『細流一線』，這就是被『樓
下關水喉』了。」

頭頂烈日 街頭輪水
制水年代的場景，爺爺隔段時間便會翻出來和孫輩們

講講。李嘉偉聽過很多遍，尤其是爺爺與鄰居密密麻麻
地擠在九龍石硤尾，在烈日下頭戴草帽提着大水桶「輪
候等水」的那一幕。和很多調皮的孫兒一樣，爺爺講得
太多次，講到後面爺爺一開口，李嘉偉立刻像背書一
樣，將爺爺講過的話一字不差複述下來。
講到這裡，突然報以羞澀一笑的李嘉偉坦言，「現在

大了，沒有太多耐心和好奇心聽爺爺講述這些故事了，
往往他一個人講着講着，看我們都沒什麼反映，聲音就
越來越小了。」歲月偷不走爺爺的水荒記憶，但卻間隔
了兩代人的情感，李嘉偉如此解釋。

三面環海的香港，曾飽受淡水奇缺之苦。開埠初
期，香港的主要水源多靠收集山澗水和雨水，因

此每遇大旱，水荒必至。1963年，香港遭遇了60年一
遇的大旱，之後的一年間「河塘乾、田園裂」，全港
的建築進度減低40%，工業損失過億。突如其來的災
難，讓經濟剛走上「起飛道」的香港，陷入了前所未
有的危機。

樓下閂水喉 慈母練就獅吼功
「一盆水五六個人輪流洗澡，留下的污水洗衣服，
最後沖廁。」 1962年出生的何妙玲，常常聽爸媽講制
水時鄰里之間的家長裡短。「我父母說，那時候家裡

的鍋碗盆瓢，只要是
能裝水的，都得派上
用場，鄰里之間為水
不時爭執反目的事情
時有發生。『樓下關
水喉』這樣的叫喊聲
更是抑揚頓挫、此起
彼伏充斥着整棟大樓
的日常生計……」
香港隨處可見的唐

樓，來自樓上住戶的
「喚水聲」，曾是一
整代人的記憶。在71
歲的區國榴幼年記憶
裡，全家老小依次輪

流拎着水桶去樓下鄰居家借水，是每日的必修科目。
「那時候上門借水次數多了的話，我也會不好意思，
而被借的那戶人家到後來，看到上門借水的人都感覺
是來討債的一樣」。要借到水，靠情面維持不了多
久，所以每天絞盡腦汁去借水。一日能借到一兩小桶
水，一家人要經過嚴格分配用水，常常是洗臉都只能
打濕毛巾隨便擦一下，甚至連口渴時喝水都得忍住。
也是因為每日好幾通樓上樓下的大聲「喚水」，他原
本說起話來柔聲細語的母親，不知不覺竟練就一副驚
人的獅吼功。在那段缺水的日子裡，由於水壓過低，
家住在4樓就算在非制水期間也很難放出水來，用一
碗清水兩勺子黑醋清潔身體的「乾浴法」也成了母親
最引以自豪的生活小妙招。
「在香港水庫蓄水量最少的時期，僅夠供應43天的
居民飲用水。350萬港人的生活陷入困境，20多萬人
逃離家園。」回憶起每4天才供水4小時的慘況，不少
老一輩香港人坦言那份痛苦仿若發生在昨天。

周總理批建 解香港同胞之急
1963年6月，港英當局代表到廣東省會談供應淡水
問題，要求提引東江河水。廣東省一方面請示中央，
同時派出幹部到東江、深圳一帶勘察。至9月底，經
過多方比較，確定了自東江經石馬河建梯級抽水，或
鋪設管道送水到深圳水庫供水港九的方案。
同年底，周恩來總理抵達廣州，廣東省領導向他匯
報這一方案，總理當即指示：該工程關係到港九300
多萬同胞，應從政治上來看問題。他要求，工程應綜

合考慮，結合當地農業效益進行興建，並決定由國家
計劃委員會從援外經費中撥出3,800萬元專款，由廣東
省承擔興建，把東江水經過8級提水站，倒流83公
里，注入深圳水庫，再由深圳水庫輸入香港。
1964年2月，「千軍萬馬齊上陣」，只用了11個

月，就建成了東深供水工程。且工程的全部設計、施
工和費用都由中國政府承擔。後來又根據香港經濟社
會發展的需要，進行了3次擴建和一次大規模改造。

沿線公眾支持 50載水質穩定
1965年3月1日，正式開始向香港供水。也是從這

一天開始，香港長期缺水的窘境得到歷史性改變。在
此後的50年裡，這項歷經四次擴建改造的供水工程不
僅已成為整個大珠三角區域內最為珍貴的「水源生命
線」。迄今，每年輸水佔香港所耗淡水近八成。
此後，每任港督到任不久，總要到東深供水工程去
拜會一番。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港稱戴卓爾夫
人），在回憶錄關於香港問題的章節中，特別提及
「東深是香港繁榮和同胞生存的特殊工程」。
隨着中國工業化進程加快，污染威脅也不斷加

重，大量的河流、水源遭到污染，但東深供水工程
一直保持着穩定的水質。在長達50年的時間裡，哪
怕沿途有深圳、東莞等城市工業狂飆突進，河源、
惠州等市也渴望發展，但東深供水工程不僅從未中
斷，而且依托沿線各地政府部門和社會公眾的支
持，這條生命之水的水質一直穩定保持在優於國家
Ⅱ級水源標準以上。

■■粵海供水有限公司24小時監控水庫水質。
記者李薇 攝

■■水利部副部長李國英（前右一）到東深紀念園
視察，粵海供水有限公司董事長徐葉琴（左一）
介紹情況。 受訪者供圖

■■東江水經由密封式管道輸往香港，成為香港主
要的水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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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的東江水，日夜向南流，流進深圳，流進港九……

你是祖國引出的泉，你是同胞釀成的美酒，一醉幾千

秋……」在《多情東江水》當中有這樣一段歌詞，記載了東

江水供養深港同胞的故事。這個故事的開端，要追憶到上世

紀60年代中期，香港遭遇大旱，全港陷入恐慌。時任國務

院總理的周恩來一聲令下，中央撥出專款3,800萬元，以11

個月高速建成東深供水工程，從此結束了香港長期缺水的歷

史。

對於今天的香港來說，水荒已經成為遠去的歷史。延綿68

公里的東江水，已經滋潤了香港整整50年，每一滴清澈明

淨的水，都見證着東江兩岸的人們對700萬香港同胞的手足

情深，也見證了祖國和香港血濃於水的深情厚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李薇、帥誠、彭謙

「管理好供港水值得我自豪一輩子」

歲月偷不走水荒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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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妙玲（左）常常和契女分
享當年水荒舊事。 受訪者供圖

■■李嘉偉對爺爺講「樓下關水
喉」的故事早就聽得滾瓜爛
熟。 受訪者供圖

■■19651965年年22月月2727日日，，慶祝東江慶祝東江——深圳供水工程落成大深圳供水工程落成大
會在塘頭廈舉行會在塘頭廈舉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東江水注入深圳水庫東江水注入深圳水庫，，再由深圳水庫輸進香港再由深圳水庫輸進香港。。圖為深圳水庫圖為深圳水庫。。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遇水荒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遇水荒，，最嚴重時需最嚴重時需44日日
供水供水44小時小時。。圖為當年市民排隊輪水圖為當年市民排隊輪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供港水大事記
■1959年11月15日，深圳水庫破土動工；翌年
11月15日，港英當局與廣東省政府達成協議，每
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提供2,270萬立方米飲用水。
■1963年，香港遭遇60年一遇的嚴重乾旱，水
荒造成了嚴重的生存危機。同年5月，廣東省表
示可以向香港免費提供淡水。粵港多次進行磋商
之後決定興建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從東江引
水供應香港。
■1964年4月22日，廣東省與港英政府簽訂
《關於從東江取水供給香港、九龍的協議》。協
議規定，從1965年3月1日開始，廣東每年供應
香港淡水6,820萬立方米。
■1965年2月27日，東深供水工程落成剪綵，
於3月1日正式向香港供水。
■但隨着經濟的高速發展，港英政府一再向東深
供水工程提出新的要求：1976年供水達到1.68
億立方米，1987年供水達到6.2億立方米；1989
年，再次提出增加供水。
一期擴建，從1974年3月到1978年9月，加建7
台抽水機及中小型水庫；
二期工程，從1981年10月到1987年10月，擴
大原工程在馬灘、塘廈、竹塘、沙嶺、上埔及雁
田的抽水站，加高深圳水庫主壩1米；
三期擴建，從1990年9月到1994年1月，在原
有設施基礎上展開，共增加20個單項工程，其中
包括全長6.42公里的雁田引水隧洞，地質條件尤
為複雜，歷時3年4個月建成貫通。三大工程逐
一滿足了香港人口和經濟發展的需求。
■2000年8月按照廣東省政府的部署，斥資45
億元，啟動四期東深供水改造工程，興建從橋頭
直達深圳水庫的封閉管道，2003年6月28日完
工，全線51.7公里。
■2015年3月1日，供水迎來建成和投入使用50
周年。截至目前，東深工程已經累計對香港供水
223.48億立方米，幾乎相當於一個半洞庭湖的水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