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一条长达4000多米的“天河”，“挂”在300
多米高悬崖绝壁的半腰处，滋养着一方土地。

这就是被网友“发现”并在网络世界火爆出
圈的“重庆版红旗渠”——位于武隆区长坝镇前
进村黄岩组的扯情岩挂壁水渠。20多年前，当
地村民用钢钎和铁锤一寸寸凿出来的这条水渠，
至今仍是饮水来源和农业灌溉的生命线。

人们是如何在绝壁上凿出这条“天河”的？
它被“发现”并走红网络之后又将迎来怎样的新
机遇？近日，记者走进前进村，一探究竟。

绝壁上的“天河”

在包茂高速白马收费站下道，驱车行进约
20公里，就来到前进村黄岩组。

初夏时节，高山上的玉米在阳光下舒展叶
片,绿得发亮。沿着小路再往龟背山走上数百
米，就听见哗哗的流水声——扯情岩挂壁水渠到
了。

“注意脚下湿滑！”6月5日下午，弯腰走在不
足一米宽的巡渠道上，在前带路的武隆区水利局
负责人不时提醒记者。

扯情岩挂壁水渠引水自大洞河牛金山河沟
上游的地下泉，经花子洞，沿线区域尽是险峻的
悬崖绝壁。4285米长的水渠包括明渠3505米、
半隧道780米，全部“悬挂”在300多米高崖壁的
半腰处。

这条如银链、似玉带的水渠紧贴陡峭的山崖
蜿蜒而行，在嶙峋岩壁上刻下一道人工奇迹。渠

水清澈，映着天光，静静向前流淌。
行走其间，随处可见村民当年用钢钎和铁锤

在岩石上一寸寸凿出的痕迹。
“不要往下面看，千万注意脚下的路。”听

当地向导这么说，记者禁不住探头往下一瞥，
又迅疾收回目光——视线终端约200米深的
谷底如同一条细线，给人以即将坠落深渊的恐
惧。

从无人机拍摄画面来看，这条挂壁水渠就像
是一柄巨大的刀斧，硬生生在竖直的山体中劈出
来的。近前细看，凿痕斑驳的水渠与被“劈开”的
山岩又几乎融为一体，最窄处仅容一人弯腰贴壁
而行。

当年施工炸出的基台至今仍泛着灰白。山
风掠过时，渠水泛起冷光。

当年参与建渠的村民说，石头滚落，触底的
巨响要隔好长时间才能听到——那声音，至今还
镌刻在这些建设者的记忆里。

凿出来的“生命线”

“水渠规划了3年，又修了3年，整整6年时
间，才有了这条‘生命线’。”67岁的黄超时任武隆
县东山乡（现已并入长坝镇）副乡长，他告诉记者，
1996年，乡里为解决当地村民饮水、农业灌溉及
发电照明等问题，开始规划扯情岩挂壁水渠。

1999年正式动工后，每天有200余名村民
在悬崖上奋战，分10多个工段同时推进。由于
地势险峻，只能先爆破山体，再一锤一锤敲出1
米多宽的基面，最后砌筑渠墙。

“水渠线路距离谷底约200米。我们从300
多米高的山顶‘梭’下来，在各处埋上土炸药，炸
出可供施工的作业面。”黄超说，爆破工程效果有
限，而由于缺乏大型机械，剩下的开凿挖渠工作
量极大，全靠大家手持钢钎和铁锤来完成。

尽管当时工钱微薄，但没人有怨言，大家常

常天刚亮就来到半山腰，待天色擦黑才回去——
住得近的由家人送饭来，住得远的则自带干粮，
在一米多宽的基台上一干就是一整天。

现年79岁的村民熊长敬是这条水渠的建设
者之一。

“水渠修建前，每到夏季天旱时，就不得不到
周边小溶洞或者河沟里找水喝，挑两桶水来回要
走1个小时左右。”熊长敬说，整个黄岩组像他这
样经常“找水喝”的村民有不少，听说要修水渠，
大伙都高兴坏了。

“我在工地上负责运送砂石，3年时间，不
知道背坏了好多个背篼！”说起往事，熊长敬十
分激动。

已是81岁高龄的黄大伦当时是长坝镇水管
站工作人员，也是扯情岩挂壁水渠工程的技术员。

水渠修建中有一点十分重要：勘测必须准
确，保证有千分之二的坡度，这样水流才能畅通。

“当时使用的是比较落后的水准仪，勘测阶

段的工作十分困难。”黄大伦回忆，由于勘测时作
业面尚未形成，他们不得不到对岸的山上架设仪
器，有时还需要从300余米高的山顶下坠至半山
腰就近进行勘测。

发展旅游业的新机遇

土石方开挖19930立方米、浆砌6020立方
米、浇筑钢筋混凝土780立方米……2001年，扯
情岩挂壁水渠终于完工。

它的建成投用彻底解决了扯情岩一带数十
农户的饮水、农业灌溉问题，配套小水电站还创
造了10个就业岗位，每年并网发电约300万千
瓦时。

20多年过去，这条悬挂在绝壁上的水渠坚
固如初，滋养着一方水土。

就在前两年，网友“发现”了它，将视频发到
网上。这条挂壁水渠一夜间走红，从此成为一个
热门打卡点。

“有时一天就有好几百名游客到访，为确保
安全，镇上不得不采取加装钢索等措施。”李武凤
是当地村民，同时也是扯情岩挂壁水渠管护员，
他告诉记者，慕名前来参观的网友越来越多，不
少直播团队甚至在村里住了下来。

李武凤的哥哥李武银是众多受益农户之
一。他说，游客的到来让各家各户的土鸡土鸭、
高山玉米等农产品供不应求，“最近就有3个直
播团队住在我家，带来不少收入。”

当地政府看到了水渠走红给当地乡村旅游
带来的机遇。

“扯情岩挂壁水渠沿线属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具有峡谷深邃、森林丰茂、溶洞众多等特点，
景色四季变幻，极具观赏性。目前区里正在大力
开发悬崖漂流、五桥联动、洞穴探险等爆款旅游
产品，准备建设集自然探险、科普教育、文化沉浸
等板块于一体的综合型4A级景区。”武隆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春节期间，村里好些在外地工作的
年轻人都说，待老家的旅游经济发展起来
了，要回来创业、吃‘旅游饭’……”熊长敬笑着
说道。

嵌入300多米高绝壁 4000米“天河”火爆出圈
记者现场走访，探究武隆扯情岩水渠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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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为了解决“喝水”

问题，当地村民用炸药炸、用钢钎

和铁锤一寸寸凿，建成了这条“重

庆版红旗渠”

●水渠包括明渠3505米、半

隧道780米，全部“悬挂”在300多

米高崖壁的半腰处

●前两年被“发现”后，这条挂

壁水渠迅速走红成为热门打卡点，

一个4A级景区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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