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人查詢檔案流程
所需證件：個人身份的有效證件

查檔流程：填寫查閱登記表，在閱覽廳電腦查閱檔案

查閱服務時間：周一至周五8：30-12：00，14：00-17：00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整理

6月9日是國際檔案日。今年適逢東
江水供港60周年，廣東省檔案館精選了
28件東深供水工程重要檔案，首次向社
會公眾開放。這些檔案真實記錄了該項
目從立項、建設、竣工、擴建改造以及
水質安全、立法保障等的全過程，體現
了粵港以水為紐帶守望相助的血脈親
情。

這批檔案中，有三封由香港普通市
民所寫的感謝信，信中用真摯感人的語
言，表達港人對廣東無私向香港供水、
解決同胞飲水困境的感激之情，還主動
提出將 「手提電焊機、手提電刨、三門
六座位工具汽車」 等物資自願捐贈給東
深供水工程指揮部，以表 「對祖國建設
的心意」 。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廣州報道

港人對於東深供水工程並不陌生，
60年來很多歷史故事也通過展覽、口述
歷史等方式廣泛傳播，然而與之相關的
珍貴檔案資料對外公開，迄今仍是第一
次。廣東省檔案館介紹，本次首次開放
的工程珍貴檔案中，有17件文書檔案和
11張現場施工照片，為紀念東深供水工
程建設60周年還原了歷史場景、提供了
珍貴史料。

三封感謝信 盡顯同胞血脈深情
在此次公開的檔案中，有三份看似

平常卻格外引人注目的檔案──那是三
封由香港同胞寫給東深供水指揮部的信
函。

東深供水工程不僅為香港同胞送去
源源活水，在上世紀80年代，對珠江三
角洲農業灌溉的改善效果更是顯著。當
工程進入擴建升級階段，香港同胞尹炳
就先生在返鄉探親時，目睹東深供水工
程帶來的家鄉巨變，深受感動，主動捐
贈價值2000港元（約合當時內地職工4
年工資）的物資（手提電焊機一部，手
提電刨兩部，手提電鋸一把），支持祖
國 「四化」 建設。

東深供水工程的擴建升級，離不開
配套的修配廠、木工車間等設施。技術
人員在此精研技藝，通過專業協作形成
了高效友好的技術交流模式。香港同胞
李賴是一位木工師傅，1981年，他受邀
參觀東深供水工程修配廠的木工車間及
各種設備，受到了管理局人員的熱情接
待。他深受觸動，向 「東深工程的朋友
們」 捐贈了專業工具 「手提式電動木工
刨」 一批，以表 「對祖國建設的心
意」 。

在香港經營製衣廠的趙永儀原籍東
莞，於1957年離鄉赴香港經營製衣廠，
作為東深供水工程 「從無到有的 『親歷
者』 ，親眼見到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
的景象……」 ；目睹東深二期擴建工程
的工程進度，更難以抑制內心對祖國的
感激之情── 「尤其使我們高興的是，
國家又投放大量資金、人力、物力進行
東深供水工程第二期擴建，每時每刻關
心香港同胞的食用水問題，我們表示衷
心感謝祖國的無限關懷。」 為此，趙女

士寫信提出捐贈一輛工具車，供指揮部
使用。

「東深精神」見證粵港守望相助
1964年，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在

山坡上寫下 「要高山低頭，令河水倒
流」 的口號，建設者們的 「東深精神」
是粵港守望相助、血脈相連的見證。而
香港同胞們寄來的感謝信，同樣承載着
他們對祖國親人的深情厚誼，成為 「一
脈相連，飲水思源」 這份血脈之情雙向
奔赴的珍貴憑證。

廣東省檔案館利用服務部張凌表
示，這些感謝信文字樸素，但字裏行間
無一不表達出對廣東無私向香港供水、
解決同胞飲水困境的感激之情。同時，
從那些普通而家常的物資捐贈中，參觀
者可以想像在工程建設早期的艱辛和建
設工人的付出，也能感受到香港同胞對
於祖國建設的關心和支持。

進入粵港澳大灣區時代，東深供水
工程作為粵港澳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重
要一環，將繼續譜寫獨特篇章，通過
「一脈相連，飲水思源」 這一情感紐

帶，喚醒粵港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
化認同，為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和
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提供堅實保障。

東江供水工程檔案 28件原件首公開
香港同胞捐贈物資支援建設 寫信表達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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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發布重磅民生文件 聚焦群眾急難愁盼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辦公

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保障和改善
民生 着力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意見》9日對外公
布。分析認為，這份重磅文件直面民之所切，在
「溫度」 和 「質感」 上均有提升。 「溫度」 ，從文
件名中顯眼的 「急難愁盼」 四個字上可見一斑。就
業、增收、住房、教育等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問
題，得到《意見》直接回應。

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
意見強調，要增強社會保障公平性。制定低收

入人口認定辦法、低收入家庭經濟狀況核對辦法，

全面開展低保邊緣家庭、剛性支出困難家庭認定。合
理確定調整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
整機制。同時，支持各地統籌資金渠道，加大保障性住
房供給，引導支持社會力量運營長期租賃住房。

為新市民提供風險保障，促其安居樂業，是民
生領域近些年新出現的難題。《意見》提出 「健全
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社會保險
制度，全面取消在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險的戶籍限
制」 ，以及 「引導支持在保障性住房中加大兼顧職
住平衡的宿舍型、小戶型青年公寓供給」 ，力求為
更多新市民融入城市解除後顧之憂。

近年來中國教育普及水平明顯提升，但優質教

育資源仍總體不足，不少家庭還在為孩子升學發
愁。《意見》提出 「新建改擴建1000所以上優質普
通高中，重點改善縣域普通高中基本辦學條件」 ，
以及 「逐步提高優質高校本科招生規模」 ，努力創
造條件讓更多孩子能夠上好學。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魏國學表
示，這意味着官方將統籌解決民眾反映強烈、迫在
眉睫的民生痛點問題，解決有可能引發社會群體焦
慮的民生堵點問題，解決長期積累、複雜難解的民
生淤點問題。

不僅求解 「存量問題」 ，中國還將進行 「增量
改革」 ，繼續加大民生投入，為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溫」 。有分析指，隨着中國老齡化程度加深，
社會保險支出上升趨勢將更為明顯，大量養老服務
需求還未得到滿足、生育支持政策尚處於起步階
段，這些都是未來社會支出的主要增長點。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房莉傑認為，民生投入的增量應注重加強普惠性、
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將有限
資源重點投入 「保基本」 。對此，
《意見》明確提出 「根據經濟社會
發展水平和財政可承受能力，適時
將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增量服務事
項納入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準」 。

▲香港同胞趙永儀寫於1984年的感謝信

▲九龍觀塘新區的香港同胞李賴感謝信

▲香港同胞尹炳就寫於1980年的感謝信

廣東省檔案館供圖

香港同胞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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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底，香港經歷
50年一遇的大旱，整整9個
月沒有降水，香港陷入癱

瘓的狀態。1963年5月，香港的求救信
號發到了內地。當時，同樣身受大旱之
災的廣東，在臨近香港的水庫、湖泊、
河流為香港打開一扇「生命之門」，把救
命的淡水不斷經由輪船送到同胞手中。

為從根本上解決香港水荒問題，中
共中央、國務院作出指示， 「要不惜一
切代價保證香港同胞渡過難關」 。1963
年6月10日，周恩來總理決定引東江水
供應香港，工程被命名為東江─深圳供
水灌溉工程。同年12月，周恩來總理親
自批示，中央財政撥款3800萬元建設東
深供水工程。1964年2月，東江─深圳
供水工程正式動工，4月22日，廣東省
人民委員會代表劉兆倫和香港當局代表
莫覲在廣州簽訂了《關於從東江取水供
給香港、九龍的協議》。

記者在廣東省檔案館看到了這份開

放展示的珍貴協議。翻開依然閃爍着光
澤的紅綢緞文件夾，8張泛黃的紙張出
現在眼前。打印的文稿，清楚記錄了
「自1965年3月起，東江─深圳供水工
程開始向香港供水，每年供水6820萬立
方米（150億加侖），供水期為每年10
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的字樣。

廣東省檔案館方面表示，這一粵港
雙方的首份供水協議，具有極高的歷史
價值和社會意義。

首份供水協議 開放展示
見證
歷史

1965年2月，東深供
水首期工程僅用時11個月
便勝利竣工，1965年3月1

日東江水開始正式供應香港，從此終結
了香港嚴重缺水的慘痛歷史，保障了香
港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自東深供水工
程對港供水以來，粵港雙方一直保持良
好的合作關係，工程成為了雙方互動合
作的紐帶。

1978年10月11日，港方代表在立
法局發表施政報告，談到中英關係時

說，中英關係的良好可以從多方面得到
證明，例如投資、改善彼此間的溝通
等，特別是香港和廣東水務局最近達成
的供水協議。港方代表在1979年3月訪
問北京時，對廣東慷慨供水、解決香港
食用水困難表示感謝。1979年以來，
雙方每年最少開一次工作會議，磋商供
水量、水質等問題。1989年以來，建
立每年召開兩次粵港運行技術管理小組
會議的制度等。這些工作，都能從廣東
省檔案館館藏中找到記錄。

供水工程 成粵港合作紐帶
密切
溝通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80周年。廣東省檔案

館在國際檔案日 「請聽檔案說」 主題活
動現場，還迎來兩組關於侵華日軍罪證
的珍貴檔案捐贈。這些檔案不僅是華南
抗戰史研究的重要依據，同時也成為了
警示後人勿忘國恥、珍愛和平的鮮活教
材。

第一組捐贈檔案來自華南師範大學
外國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吳佩軍及其學
生劉澤鑫。師生兩人基於強烈的愛國情
懷，自掏腰包，特意從日本收集購買並

向廣東省檔案館無償捐贈了日軍侵華罪
證史料《華南派遣軍振武兵團志》《華
南戰線從軍記（日記篇）》《華南戰線從
軍記（通信篇）》等日文老舊出版物一
批，入侵華南的日軍士兵通過軍事郵箋
寄到日本的書信、明信片等實物一批。

第二組檔案來自中國致公黨黨員、
珠海市金灣區金山實驗學校教師劉昌
言，他無償捐贈了入侵華南的日本海軍
「妙高號」 指揮官助理保科德光在侵華
期間寫下的第一本至第四本日記的數字
化副本（即掃描件）。

劉澤鑫希望這些資料捐贈給檔案館

後，可以使相關檔案資料更加豐富，方
便專業人士及普通民眾將中國和日本的
同類資料進行對照研究。

民眾無償捐贈 日軍侵華再添罪證
鮮活
教材

▲廣東省檔案館展出的檔案《關於從
東江取水供給香港、九龍的協議》。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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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粵港供水公司技術員在深圳水庫
進行水質抽樣檢測。

▶東深供水工程於1964年2月動工興建，
高峰期投入人力超過2萬人。圖為東深供
水首期工程建設者工作場面。 資料圖片

▲《大公報》報道東江水供港的
相關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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