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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香
港，作為一座三面環海的島嶼城市，淡水資源極
度緊缺。食水不足此前是香港居民面臨的一個長
期且難以解決的問題。過去，香港主要依靠歷年
建築起來的水塘和雨水供應食水，遇上天旱就鬧
水荒，當局嚴格控制用水，對居民生活帶來極大
不便。
1962年底，香港經歷50年一遇的大旱，整整9

個月都沒有降水，香港頓時陷入了癱瘓的狀態，
全香港的淡水儲備只能維持四十天左右。很多香
港老人都記得這段艱辛歲月：每四天只供水四個
小時。為了多貯存一些水，全家老少齊上陣，每
一次都有人為了搶水而大打出手，貯存淡水的水
桶更是漲到了天價。
1963年5月，香港的求救信號發到了內地。當

時，為了接濟香港同胞，同樣身受大旱之災的廣

東，在自身用水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想方設法
地先為香港供水。一時間，臨近香港的水庫、淡
水湖泊、河流通通為香港打開了一扇「生命之
門」，救命的淡水被不斷往返於兩地之間的香港
輪船送到同胞手中。

周總理親自批示 中央財政撥款建設
然而，這並非長久之計。其實，自香港鬧「水

荒」，內地同胞感同身受。黨中央、國務院心繫香
港同胞飲水之苦，為從根本上解決香港水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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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萬元人民幣建設東深供水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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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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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0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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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2月，東深供水首期工程僅用時11個月

便竣工；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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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有力保障
了香港社會長期穩定與經濟可持續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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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是國際檔案日，今年又適逢東江水供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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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檔案中，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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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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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

「支持祖國建設」，淳樸之情令人動容。

查閱這些珍貴的歷史檔案不難感受到，東

深供水工程作為粵港合作的典範項目，不僅

實現了兩地物理意義上的聯通，更通過破解香

港水荒困局，成為兩地血脈相連的生動見

證。工程以「一脈相連，飲水思源」

為紐帶，既解決了香港民眾的生

存發展之需，又喚醒了粵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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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了堅實的保障。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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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乃

是第一次。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東省檔案館獲
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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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家鄉巨變 捐物支持建設
在此次廣東省檔案館公開的檔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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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對珠江三角洲農業灌溉的改善效果更是顯著。
香港同胞尹炳就先生在返鄉探親時，目睹東深供水工程給
家鄉帶來的巨變，深受感動，主動捐贈價值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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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國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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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胞李賴是一位木工師傅，1981
年，他參觀東深供水工程修配廠的木工車間及各種設備
後深受觸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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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閱這些感謝信發現，其中兩封信署名都是個

人，另一封以「翔輝織造製衣廠」的名義發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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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間多次

返鄉探親，她是東深供水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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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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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女士寫信提出要捐贈一輛麵包工具車，
供指揮部建設、維護工程使用。

文字樸素 透露粵港血脈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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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承載着對祖國和親人的深情厚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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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胞對於祖國四化建設的關心和支持。

加強與港澳檔案交流合作
如今，東深供水工程歷經了半個多世紀的洗禮。作為連接內地與香港的生命線工程，它不僅跨越了
兩種社會制度的差異，更見證了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建設的歷史性飛躍，實踐並證明了「調水和節水並
舉、治污和發展共贏」的現代水資源利用之路。廣東省檔案館方面表示，將以此次史料公開為契機，
加強與港澳地區的檔案交流合作，為社會公眾提供更便捷的檔案查詢利用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馬達加斯
加首都塔那那利佛附近的中國雜交水稻高產示範基
地迎來新一季豐收。目前，中國援非農業專家團隊
在當地已培養逾2,000名農業相關人才，推廣雜交水
稻面積達9萬公頃，令當地農民增產兩倍至三倍，
讓這個東非島國的糧食安全夢變成現實。
2007年，中國援馬達加斯加雜交水稻示範中心啟

動，來自「魚米之鄉」、湖南益陽的農業技術專家
胡月舫開啟了長達18年的「稻作人生」。他與其他
中國援非農業專家一道，培育優良稻種，推廣種植
技術，助力當地農民增產增收。

成功育出五個適應當地稻種
馬達加斯加氣候環境複雜多樣，既有熱帶雨林又

有半乾旱地帶，既有沼澤地也有火山灰土壤，胡月
舫意識到，「要讓雜交水稻在馬達加斯加扎根，首
先要找到適合這裏的種子。」

經過多年努力，胡月舫和團隊最終選育出5個適
應當地的稻種，具備高產、抗旱、耐淹、抗倒伏等
特點。胡月舫說，「但在推廣種植的路上，讓農民
接受這些『外來客』，比育種更難。」
為打消當地稻農的疑慮，胡月舫和團隊在條件相

同的兩塊稻田裏，分別種下雜交稻和本地稻。同樣
的耕作，同樣的照料，雜交稻的產量是本地稻的兩
到三倍。看着沉甸甸的稻穗，村民們改口叫它「擦
拉貝」——在當地語中意為「最好的東西」。

雜交水稻推廣面積達9萬公頃
「同樣的土地，以前種本地稻連溫飽都難保證，

現在種雜交水稻，不僅能吃飽，還有餘糧可以賣，甚
至能攢錢買地擴大生產。」30歲的稻農費莫索阿．
拉卡通德拉扎拉站在稻田旁，臉上綻放出笑容。
據袁氏馬達加斯加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艷

萍介紹，目前，馬達加斯加雜交水稻累計推廣面積達

9萬公頃，成為雜交水稻種植面積最大的非洲國家。
據不完全統計，多年來，中國農業技術專家已在
馬達加斯加舉辦了數百場雜交水稻種植技術培訓，
累計培訓2,000餘名當地技術及管理人才，間接傳授
技術給數萬農民。
「中國專家不僅帶來了先進技術，更培養了大批

本土人才。」馬達加斯加農業和畜牧業部農業和畜
牧業總司長米歇爾．阿農德拉卡說，「這有助於我
們實現水稻自給，提高糧食安全水平。」
望着田間農民忙碌的身影，胡月舫相信，這些

「稻作使者」將把雜交水稻種植技術傳遍非洲大
地。

中國援馬達加斯加：育良種推良技 造「魚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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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份供水協議終結港缺水史

●東深供水工程北起東莞橋頭鎮，
南至深圳水庫，可謂供港生命水
線。圖為深圳水庫。 資料圖片

●香港同胞趙永儀寫於1984年的感謝信。
香港文匯報廣州報道

●來自九龍觀塘新區的香港同胞李賴寫的感謝信。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香港同胞尹炳就寫於1980年的感謝信。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1964年東深工程建設的情形，現場寫着「要高山
低頭，令河水倒流」的震撼人心的口號。 資料圖片

港人查詢檔案流程
所需證件

香港身份證、特區護照、
回鄉證等有效證件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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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2：
00，14：00至17：00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寶儀

三 封 感 謝 信

▶▼196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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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協議文本首
頁。下圖為協議檔案封
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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