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 60、70年代，全国各地水利设施落后，

严重影响了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央提出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一条条水渠、一座座渡

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位于洗耳河上的洗耳河

渡槽便是其中之一。

洗耳河渡槽，建于 20 世纪 70年代，是陆浑水

库东二干渠由黄河流域向淮河流域调水灌溉输水

通道的关键节点。

槽尾护栏外侧书项目名称：洗耳河渡槽。项目

为单槽，全长 356m（现场勘测）37跨（其中槽身 34

等跨），工程于 1973年 4月开工，1974年 8月 30

日竣工，1975年 1月首次试通水，实现了黄淮两大

流域的跨流域调水。

槽尾护栏内侧书：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

东语录，原版毛体；这在当时也是一种潮流和时尚，

更是激发大家团结一心、苦干实干的精神动力。

据说，现在的东二干渠也是当年原临汝县的“红

旗渠”；洗耳河渡槽更是沿线渡槽的“练兵场”，至今

实用价值依然，文物价值也日益突显。

河南省陆浑灌区有五大干渠，分别是总干渠、东

一干渠、东二干渠、西干渠、滩渠。洗耳河渡槽是东二

干渠其中一个重要节点,设计标准五级，洪水设计标

准为 20年一遇（其他为 5年一遇）；设计流量 5.6立

方米 /秒,槽身纵坡降比 1/750；设计汝州灌溉面积

26.04万亩，占全渠灌溉面职的 95.18%。

如今，渡槽依然高高耸立，仿佛诉说着那些战天

斗地的红色时光，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倾诉着历

史文明的沧桑轮回、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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