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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来红：筑梦江河携手
○曾卓崑（2003 级硕，新闻）

景来红校友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世界坝工史上
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他一头扎在里面
20多年；南水北调，新中国特大型跨流域
的调水工程，其西线工程，他又为之坚守
努力20多年。河南宝泉抽水蓄能电站、黄
河下游防洪工程、黄河西霞院水库、沁河
河口村水库、泾河东庄水库等众多重量级
的水利水电工程，都凝结了他的智慧心
血，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
他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是国家

卓越工程师。他是清华大学1982级水利系
校友景来红。

卫辉，属河南新乡，位于黄河北部、

太行东麓、卫水之滨。1982年，景来红从

河南卫辉考到清华。

大学时，浸润和影响少年景来红的，

除了清华人熟悉的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等

文字，还有水利系豪迈的《水利建设者之

歌》：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

四方，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到处都是我

们的家乡……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身后是

灯火辉煌，壮丽的事业我们骄傲，豪迈地

奔向前方。

少年立志 守护母亲河

历史上的黄河，善淤、善决、善徙，

黄河“长治”，却难“久安”。新中国成

立后，黄河治理建设的热潮随之而来，三

门峡水库应运而生。当时规划的小浪底，

只是一座以发电为主的径流式电站。1960

年9月，三门峡水利枢纽投入使用，但泥

沙淤塞了水库，抬高了河床，回水倒灌渭

河，威胁关中平原防洪安全，严重制约了

工程效益的发挥。

1975年8月，淮河流域历史罕见的特

大暴雨，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经

济损失，也为黄河安危提出了警训。1982

年8月，一场暴雨倾泻在豫西山地，三条

黄河支流同时暴涨，花园口出现洪峰，沿

河150万群众日夜守防大堤，黄河再次向

人们敲响警钟。

同年9月，景来红入学水利工程系。

彼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大半辈子的事业

会与黄河连在一起，当然也不知自己若干

年后会作为接力守护母亲河的一分子登上

“国家卓越工程师”的领奖台。

1987年，景来红从水利水电工程建筑

专业本科毕业，获得“优秀毕业生”的荣

誉。三年后，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即，听

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消息：黄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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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关键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批准立

项，即将开工建设。他立即下定了到黄委

会设计院工作的决心。设计院是小浪底工

程的勘察设计单位，回到家乡，治理母亲

河，设计院成为景来红学有所用、大展宏

图的舞台。

初出茅庐，迎接他的是一项极富挑战

性的工作任务：小浪底内外干线道路及桥

梁工程设计。“在学校里学的都是水利，

工作一上来却做路桥。” 景来红二话没

说，扛下任务，他知道自己肩负的是领导

对清华毕业生沉甸甸的信任。“国家和学

校培养我们，就是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学

校所学的就是一个基础，实际工作要求只

能再学、多学，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

治理黄河需要很宽的专业面，水利的方方

面面都是应该掌握的。”

凭借清华人的钻研精神与河南人的韧

劲，景来红与工程勘察、施工人员吃住在

一起，摸爬滚打了三年。白天计算公路各

种要素，夜里加班学习充电。景来红像海

绵一样吸收新知识，带领小组钻研技术，

查勘现场，圆满完成了工程内外干线道路

及桥梁工程的设计工作。1993年7月，他

加入到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大坝的施

工设计中。

小浪底水利枢纽是一座以防洪、防

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发电，

除害兴利、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

程控制了黄河流域总面积的92.3%、黄河

天然径流量的87%和近100%的输沙量，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由于水沙问题特殊，地形地质条件复

杂，水库综合运用要求严苛，给工程规

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带来一系列重大挑

战，小浪底水利枢纽也被称为世界坝工史

上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

面对挑战，景来红等黄河人愈发奋进

努力。围绕核心技术问题，小浪底工程在

工程规划、枢纽总体布置、多沙河流工程

泥沙处理、大规模密集地下洞室群设计等

领域都取得了关键性突破。景来红也一

路成长：从黄委会设计院的土坝室副室主

任、院总工助理，再到项目设计副总工程

师。他参与了大坝设计、孔板消能试验研

究、进出口高边坡设计研究以及工程总布

置方案研究等工作。他作为设计代表常驻

工地，研究解决现场突发技术问题，确保

工程设计和现场实际良好对接，为保障工

程顺利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小浪底工程在当时创造了多项国内、

国际之最，如中国最高、填筑量最大的壤

土心墙堆石坝，中国最深、最厚的防渗

墙，世界最大、最复杂的进水塔，规模最

大的孔板消能泄洪洞，规模最大的综合消

能水垫塘，砂页岩不良地质条件下最大的

地下厂房……

2000年小浪底水利枢纽正式投入使

用，大幅提高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标

准，对确保黄淮海大平原的防洪安全，保

障滩区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黄河水资源、水能资

源得到更充分和高效的开发利用，保证了

黄河连续24年不断流。

小浪底工程及其勘察设计的科研成果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奖”“新中国成立60周年100项

经典暨精品工程奖”等多项令人仰视的

荣誉。

从1990年9月入职开始，他就扎进小

浪底项目，从大坝基础设计、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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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来红（前排左 2）向水利部领导汇报南

水北调西线工作

研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干就是20多

年，参与并见证了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

初步设计、关键技术研究、技术施工设

计、建设、运行、管理。时至今日，他仍

承担着进一步完善小浪底技术总结和技术

服务的相关工作。景来红深深为自己为小

浪底水利工程奋斗过而感到自豪。

中年薄发 奋战南水北调

水脉即国脉，水兴则国兴。1952年，

毛泽东主席出京视察，来到了黄河。他指

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

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多年来，解决北

方的缺水问题，一直是中央高层思考的重

大问题。2002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南水

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一幅事关中华民族

长远发展的跨流域调水蓝图横空出世。

在这张总体布局图上，南水北调工程

分西、中、东三条线路。2002年，东线、

中线工程开工。2013年11月15日，东线一

期工程正式通水。一年后，中线工程通

水。但这两条线都不能解决西北地区紧迫

的缺水问题，人们急切的目光投向西线

工程。

200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启动了南

水北调西线工程项目建议书的编制工作，

一支又一支黄委会查勘队的足迹踏遍祖国

西部的山山水水。

2003年，景来红是在西线工程前期工

作最为紧张的时候，被任命为项目设总

的。他带领50多人的技术团队集中办公、

夜以继日，20多次到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

高原进行查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他主

持开展的“西线超长隧洞TBM施工关键

技术研究”项目，是国家“十一五”科技

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在围岩质量评价、地

质超前预报、通风技术、衬砌综合设计方

法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突破。

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以景来红

为代表的一批批黄河设计人用一甲子还多

的时光在加快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孜孜以求，使西线工程具备了

扎实的前期工作基础。

从2003年到2024年，有景来红身影的

这21年，从四十不惑走向六十耳顺，他感

慨到：“一个重大水利项目涉及的空间动

辄是方圆数十万平方公里，影响数十万

人，许多人需要迁徙，不少村镇需重新规

划建设；涉及的时间动辄以十年计，或数

十年计。大工程需要一代人一辈子的坚守

和努力，甚至几代人的接力奋斗。”

抒壮志 待梦圆

被任命为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设总不

久，2004年1月起，景来红开始担任黄河

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黄河

设计院）总工程师，成为这个“综甲院”

的技术“当家人”。

黄河设计院始建于1956年，有近七十

年历史沉淀，业绩辉煌。它是综合性的勘

察设计企业，先后完成了以黄河流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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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来红在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施工现场

规划为代表的百余项黄河干支流治理开发

的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项目遍布国内以

及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计院为治黄

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是国家水

利水电行业的主力大院之一，年产值数十

亿元。

国家实行工程建设质量终身责任追究

制，无论何时出现重大工程质量事故，不

管当时项目负责人调到哪里工作，担任什

么职务，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技术

负责人，景来红负责多项重量级的水利水

电工程的技术论证：黄河下游防洪工程、

河南宝泉抽水蓄能电站、黄河西霞院水

库……在景来红的同事看来，他好像有三

头六臂：“景总主抓多个大型水利工程的

技术论证，同时进行的关键技术研究最多

时可达十多项，压力可想而知。” 

同事们觉得景来红像老黄牛一样，兢

兢业业，即或遇到挑战，也迎难而上，想

办法自己克服，不讲条件。“每年经常有

一半时间在出差，考察、调研、汇报……

只要在办公室，找他的人就像看专家门诊

一样，排着队。景总总是耐心听完对方的

汇报，帮助寻找解决方案。”

数十年走过来，景来红看过的资料成

千上万，“如果堆叠起来，恐怕一个大房

间都放不下”。工作再苦再累，景来红也

无怨言。他说：“清华教我自强不息，我

当然得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国家发展，每

个行业的知识都在不断更新积累，所以在

任何行业都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这也与

清华人不断追求卓越的内在气质相合。” 

景来红坦言，他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

日地坚守，是清华精神的影响，也是黄河

人不畏艰苦的文化传承。 “服务治黄、

牢记使命——存在的价值；诚信服务、求

实创新——生存发展的根本；团结协作、

开放包容——发展的力量源泉；吃苦耐

劳、坚韧不拔——独特的文化基因……”

这些价值观深深刻在黄河人的骨子里。正

是学以致用，敢于创新，不断进取，景来

红才得以带领技术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行

业难题，铸就了一个又一个质量效益双

优的精品工程。

荣誉面前的景来红却是低调的，他坚

持自己只是代表，荣誉是团队的、是大

家的。“无数人前赴后继，守卫黄河，

我只是接力的一分子；无数人流血流

汗，为大工程付出一辈子的坚守与努

力……无论哪一项工程，我都不可居

功。唯有继续以清华精神、黄河精

神激励自己，不断努力，才能不负

韶华。”

“国家卓越工程师”的领奖台

上，景来红熠熠生辉的眼睛看着远

方。他眼光所向，情之所系，心之

所往，应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早日

通水。他若许愿，一定是那个无数

中国人的心愿：愿山河无恙，国泰

民安；江河携手，盛世梦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