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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首批移民大搬迁在秭归县归州镇向家店村拉开序幕。

4 月 24 日，向家店村 121 户 434 位老少移民齐刷刷地跪倒在王

家祠堂祖先灵前，向祖宗作最后的告别。拜毕，移民们与前来

送行的众乡亲在雨中抱头痛哭，然后擦干泪水，上车出发。

中央电视台《大三峡》摄制组曾采访秭归县郭家坝村居

民郭从新，问他愿不愿意离开，郭从新说出了当地很多人的心

声：“实际上，我舍不得这个家。我的小家庭，一年可以收入

一万七八到二万斤柑橘。现在走了，我确实舍不得这个地方，

要下去建设新家，还是有些困难。但国家搞这么大的建设，我

们也应该付出一点点儿小小的奉献。”临走之际，有人带走一

把土，有的带走一桶水，有的带走一棵树。

有的人“带走一棵树”，也把故乡的生活生产方式带到了

新家园。如今，宜昌下游 70 公里处，枝江市平湖村坐落于此。

这是一个由三峡移民组成的现代化新农村。当地一位居民向《新

民周刊》介绍，初到平湖的秭归移民曾努力向当地人讨教种棉

花的技术。故土在山坡上，而平湖地势平坦，旧时那种“背着

竹篓种脐橙”的生产方式变得不再适用。直到世纪之交，农业

技术不断进步，当地老农想到了嫁接，于是让新移民帮忙带来

了秭归山上的树枝。就这样，广大秭归移民又在平湖村种起了

脐橙，再次依靠最熟悉的产业发家致富。

“舍小家为大家，支援三峡建设为国家”，这是当年搬迁

前后随处可见的一句标语。百万移民背着行囊，走出峡江。高

峡出平湖，三峡人回望家乡，很多人的故土已在平湖之下。一

个伟大的世纪工程，在三峡好人对故土的依依惜别中成就，在

他们对新生活的追求中竣工。

百年三峡梦

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民国时期，孙中山

先生已经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设想建设三峡工程一事。他提出，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 而后，1944 年，国民

党政府曾邀请主持设计过美国胡佛大坝等 60 余座世界级大坝的

坝工专家萨凡奇博士来华考察三峡。萨凡奇在给时任国民政府

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的信中写道：“扬子江三峡工程为一杰作，

关系中国前途至为重大。”

时间来到新中国成立后。20 世纪 50 年代，在不到 5 年的

时间里，毛泽东为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先后 6 次咨

询当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1982 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

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看

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84 年，经过国务院 16 个部委和

鄂湘川 3 省以及 58 个科研施工单位、11 所院校的专家审查通过，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蓄水位为 150 米的三峡方案。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 1994 年，对当地人来说，无疑更是个

难忘的年份。那一年，常去中堡岛打发时光的付金华，在工地

上见到了许许多多为三峡工程奉献青春的年轻人。杨楠（化名）

便是其中一员。家住宜昌的杨楠，几乎一整年都住在三峡坝区。

由于参与三峡工程建设，尽管离家很近，他却几乎没回过家。

1986 年，22 岁的杨楠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葛洲坝电力分

局工作。那会儿，年轻人被分到这里，都知道未来的工作或多

或少会和三峡工程产生联系。7 年后，杨楠终于来到三峡坝区。

“作为电力技术人员，当年我们在三峡，主要为工程施工过程

的电力使用提供技术保障。平时，我们的工作地点主要是工地

上的变电所。我和同事在此轮流值班，意外状况出现时我们就

去解决。三峡工程非常庞大，哪个部门需集中用电，我们就要

安排架设线路。安全优质供电，从而保证工程正常施工。”杨

“脐橙之乡”湖北省秭归县长江边的脐橙园。

　　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行，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
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