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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滑县累计受水

18137.31
万立方米，

其中生活用水15251.31

万立方米，工业

用水2886万立方

米，惠及近150万

群众。

要想烧鸡香，八料加老汤

道口烧鸡创始于清代顺治年间，
发源地在滑县道口镇。

镇上的老城十字大街，一尊铜像
引人注目——道口烧鸡的“创始人”
张炳。街口正对面，就是中华老字号

“义兴张”道口烧鸡老铺。
9月10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见到“义兴张”道口烧鸡第八代传人
张存有时，这位步履生风的八旬老
人，正在车间察看烧鸡生产。工人们
麻利地将一根根长约20公分的竹撑
放入鸡的腹腔内，进行元宝造型。“状
如元宝，口若衔蚨；皮呈柿黄，一抖离
骨”，是道口烧鸡的特有标志。

张存有介绍，道口烧鸡主要选取
450天到500天左右的蛋鸡，根据不
同消费人群，也有土鸡和芦花鸡。处
理好的活鸡经蜂蜜自动喷淋、沥蜜、油
炸上色后，将被放入老汤中，再佐以十
几味天然香料，细细熬上两三个小时。

“道口烧鸡有一道秘方：要想烧
鸡香，八料加老汤。”张存有说，八料
为陈皮、肉桂、豆蔻、良姜、丁香、砂
仁、草果和白芷，老汤则是秘制卤鸡
汤。全县180多家做烧鸡的大小企
业或档口，家家味道都不同，关键全
在这老汤里的香料配比。

张存有至今保留着祖上自清朝
传下来的烧鸡陶盆、作坊木桶等老器
具。古时黄河流经滑县，南来北往的
客商经过滑县渡口时，都要到“义兴
张”烧鸡老铺拎上一两只烧鸡，解缆
开拔。道口烧鸡的名头，也通过这些
客商传播开来。

张存有说，几百年来，卤制烧鸡
的老汤，几经易水。“祖上最早用井
水，后来逐步改用卫河水，南水北调
水来了之后，全县道口烧鸡的生产都
用上了‘南水’。”张存有说，“南水”清
甜，没有水垢，连熬汤的浮沫都少多
了，汤质也更好。“水好，汤才好；好
汤，才能出好鸡。”他说。

“南水”托起新“烧鸡大王”

每晚六七点，滑县道口画宝刚烧
鸡有限责任公司，迎来一天最忙碌的
时刻：烧鸡煮制。

3个多小时后，煮制好的烧鸡热
腾腾地出锅。悬挂晾干后，夜里12
点准时发货。次日清早6点，数千只
画宝刚烧鸡，便在古镇街头50多家
门店浓香上架，等待第一批顾客。

画宝刚烧鸡前身为道口“宝盛
祥”烧鸡老铺，公司董事长画宝刚是

“宝盛祥道口烧鸡制作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

这是滑县最大的烧鸡产业园。
每天，4000多只活鸡由悬挂滑架送
入画宝刚烧鸡的全自动产线，经电
麻、屠宰、沥血、清烫、脱毛、造型后，
再进行独门非油炸着色和煮制。

“新园区去年刚刚投用，目前上
了4条生产线，每条线14口智能煮
锅，一共56口锅。”画宝刚介绍，过去

老厂一年生产100万只烧鸡，一个老
师傅最多只能照看5口锅。如今从
屠宰、上色、煮制到包装，基本是自动
化。一口智能煮锅能煮500只鸡，煮
制完成后，行车系统自动吊至无尘包
装车间。

每只画宝刚烧鸡的脚上，都有一
个吊牌，用手机扫一下上面的二维
码，不光可以溯源鸡的品种和原产
地，还知道是哪个师傅煮出来的。

“水质和用水保障对烧鸡品质有
着重要影响。”他说，该公司一年在烫
鸡、冲洗、煮制上用水1万余吨。

画宝刚烧鸡在全国共有500多
家门店，2023年销售额 6000多万
元。画宝刚介绍，新园区已建成
5000吨智能冷库，并引入了德国进
口全自动包装产线，全面达产后，预
计一天能处理3万多只鸡，年生产加
工烧鸡1500万只。

每天 5.5 万只道口烧鸡
“飞”全国

滑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
心主任张鹏介绍，滑县是一个资源型
缺水地区，过去用水基本来自地下
水，4.8万口水井遍布全县，是日常生
产、生活和灌溉的唯一水源。2023
年，随着农村饮水水源置换工程的持
续推进，滑县近150万城乡居民全部
喝上“南水”，是河南省为数不多“南
水”全覆盖的县市区。

齐君峰道口烧鸡一个月要用掉
1000多吨“南水”。董事长齐君峰介
绍，自从2017年改用“南水”后，做出来
的烧鸡味道更加鲜美，产量稳步提升，
锅炉等大型设备的使用寿命也因为水
垢减少而延长。该公司去年生产烧鸡
几十万只，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

“现在换了‘南水’，大家知道这
水来得不容易，都很珍惜。随着节水
意识增强，每月水费也从8000多元，
降到现在的4000多元。”齐君峰说。

滑县道口烧鸡协会会长张玉华
说，目前，该县从事生产、经销道口烧
鸡的企业、门店共300多家，年产道
口烧鸡1800万只，年产值7亿多元，
每天约有5.5万只道口烧鸡“飞”向
全国各地。

滑县实现“南水”城乡全覆盖——

道口烧鸡迎来新的“闻鸡起舞”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墨 余宽宏 张灿 河南日报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席瑞娜

在豫北最大的地

下水漏斗上方，坐落

着 148 万人口的河南

第一产粮大县：滑县。

作为“中国小麦

第一县”，这里 200 万

亩耕地年产粮食30亿

斤以上。与小麦同样

有影响力的，是滑县

另一块家喻户晓的金

字 招 牌 —— 道 口 烧

鸡。300多年来，道口

烧鸡与北京烤鸭、金

华火腿齐名，被誉为

“天下第一鸡”。

2016年，南水北调

中线配套工程滑县段

竣工。2023 年，滑县

实现“南水”全覆盖，

近 150 万城乡居民全

部喝上清甜的丹江口

水库水。

“南水”的到来，

不仅极大缓解了该县

极度依赖地下水超采

的状况，也让道口烧

鸡随着“老汤”的提

质，带动全县300多家

烧鸡门店和企业“闻

鸡起舞”。

画宝刚烧鸡生产线，全部使用“南水”。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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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7月，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10年

来累计向安阳市供水超

9.3 亿立方米，

全市 332 万人受

益 。 其 中 ，2023

年 1 月 22 日，林

州市城区 22.7 万

居民喝上来

自丹江口水

库 的“ 南

水”，累计调

水 超 2000

万立方米。

红旗渠就是纪念碑

2022年 10月 28日，党的二十
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来
到红旗渠考察。他指出，红旗渠就是
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不认命、不服
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

在红旗渠纪念馆，一张张老照
片、一件件老物件，还原了一段可歌
可泣的历史。

林州山多水少，土薄石厚，历来
是一座缺水之城。1959年，林县遭
遇特大旱灾，境内河流全部断流，必
须引水入林。

1960年起，林县人民以“重新安
排河山”的气魄，靠着一锤、一铲、两只
手，在万仞壁立、千峰如削的太行山上
建成1500公里的红旗渠，解决了56.7
万人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
孕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有水吃’是林县人民祖祖辈辈
的梦想，‘吃好水’是林州人民在新时
代的期盼。”安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
行保障中心主要负责人说，随着人口
增长、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水资源供
需矛盾更为突出，群众对水质的要求
不断提高。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红旗渠水
已不适合饮用，仅用于农业灌溉和生
产。当地只能另辟水源，从地下采
水，从水库引水，但水质硬度偏大。

2015年12月，从岳飞故里汤阴
县起，安阳人开始喝上甘甜的“南水”。

“‘南水’啥时到林州？”红旗渠故
里，群众日夜盼望。

为让林州人民“吃好水”，2020年，
安阳市利用南水北调配水指标，从南水
北调中线总干渠39号口门末端配套工
程取水，动工修建西部调水工程。

“南水”爬高275米再造红旗渠

“西部调水工程是林州的第二条
红旗渠。”安阳市南水北调工程运行
保障中心四级调研员王卫东说。

51 岁的王卫东是一名“渠三
代”，林州市采桑镇舜王峪村人。爷

爷王杰曾参与修建红旗渠，父亲王宏
民生前任红旗渠管理局负责人，一辈
子守渠护渠。

红旗渠干渠就从舜王峪村南侧
1公里的山坡经过，王卫东喝着红旗
渠水长大。当时，村里建有窖藏水
池，将红旗渠水引到池里。村民各自
挑水回家，用水总是洗完脸再洗脚，
洗完脚再浇地。

后来，村民集资打井吃水，井边
那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标语始
终萦绕在王卫东心头。

学水利、干水利，王卫东如愿成
为一名水利人。他与南水北调工程
结缘，从2006年总干渠开工，到西部
调水工程运行至今，整整18年。

“‘南水’进林州，遇到的最大困
难，是要让水往高处走。”王卫东介
绍，安阳市地势东低西高，从地势低
的东部往地势高的西部林州市引水，
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反复论证，西部调水工程从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取水后，“南水”
通过地下暗管一路西行，经三座加压

泵站层层接力，被推高275米跃上太
行山，输送至林州市第三水厂后，再
自流入城。

棘手的爬高问题解决了，还有艰
难的穿越。

西部调水工程沿线铺设50.8公
里输水管线，需穿越南水北调总干
渠、铁路、高速公路等重要设施69
处，包括开凿一条13.13公里的山体
隧洞。“穿越隧洞时，河南省首次采用
大型智能隧洞硬岩掘进设备——
TBM 掘进机，就命名为‘红旗渠
号’。”安阳中州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何银涛介绍，“红旗渠号”共凿出
14个煤层断裂带，最长的达168米。

施工时，建设者们在每一段输水
管道上打上二维码，标明坐标和桩号，
以示对工程质量终身负责，一如当年
修红旗渠时村民们刻下的责任界碑。

大年初一用“南水”煮饺子

2023年1月22日，来自丹江口
水库的“南水”源源不断汇入林州市
第三水厂，输送到城区千家万户。

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林州人
民告别地下水，欢欢喜喜吃上了用

“南水”煮的饺子。
“全家人上阵，剁馅、擀面、包饺

子、煮饺子，团团圆圆，其乐融融。”林
州市开元街道小池社区72岁的王梅
琴说，去年春节，儿孙全都回家过年，
三代同堂13口人一起吃饺子，“包的
猪肉大葱馅和韭菜馅，可香哩！”

自从吃上“南水”，王梅琴的烦恼
少了许多。

过去，因为水质硬，王梅琴花
4000多元安装了一套净水器，平时
经常冲洗，半年换一次滤芯。洗澡用
的花洒老被水垢堵住，隔段时间就要
拿针戳一戳。烧水壶三天两头要打
理，否则也是一层厚厚的水垢。“水质
好不好，看看这个烧水壶，就有数
了。”说话间，王梅琴从厨房里拿出烧
水壶。揭开盖子，这个用了快两年的
烧水壶，内壁光滑无水垢，干净锃亮。

王卫东介绍，“南水”水质稳定在
地表水二类及以上标准，是全市的优
质水源。

再添一条新时代“红旗渠”——

“南水”跃上太行山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应锋 崔逾瑜 夏永辉 刘天纵 杨千帆 河南日报记者 李林 杨之甜

说起河南安阳市

林州（曾称“林县”），红

旗渠这条被誉为“世界

第八大奇迹”的“人工

天河”，无人不晓。

60多年前，10万林

县人民苦战10载，在太

行山悬崖峭壁上凿出

一条1500公里的红旗

渠，引来漳河水，实现

了“有水吃”的梦想。

60多年后，近600

名建设者、历时 33 个

月，再造一条新时代

的“红旗渠”——南水

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

工程，让一泓“南水”

跃上太行山，接续润

泽红旗渠故乡，实现

了林州群众“吃好水”

的期盼。

9月12日，湖北日

报全媒记者来到林州

市，登上太行山半山

腰的红旗渠青年洞

段，只见块块麻岩垒

砌的渠内，碧水长流；

市内改扩建的第三水

厂内，“南水”静静流

淌，润物无声。

红旗渠青年洞段。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应锋 摄）

喝上“南水”后，烧水壶总是干干净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千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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