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源寺抽水站
◎ 姚国磊

仲秋的午后 , 起伏错落的田地中一捆一捆的稻谷有序地直立着，田里留下了一丛丛稻茬，下面田地里没有

收割的稻穗涨鼓鼓的，杆子弯得都像快要被压拆似的……。

靠近路边一红砖围着的大院里，一幢平顶灰色的小楼房孤单地,站在金焕焕稻海之中,显的十分扎眼，《海

源寺抽水站》。

进入大门，一阵爽气袭来，映入视线的是三大个碧蓝色的大水池，池中茂盛的水草顺水流轻轻地摆动着，

一朵朵白色的花或开，或待苞欲放地嵌入其中，一朵刚刚才跷出水面一丁点的花瓣上 , 已静停着一只火红色的

蜻蜓，几只“老绿头”从低空中掠过，水面上划出一丝丝淡影，受惊的金线鱼群瞬间穿进了水草丛中……。

招呼完来人的值班妇女 ,忙从机房里提了个薰的黑煍煍的锑锅和一把葫芦瓢，到水池边舀水去烧开水…！

《海源寺抽水站》与海源寺相隔着一条三米多点宽的土夹石路，但海源寺是部队驻地，可从大门口看到苍

峰翠绿中的亭、台，楼，阁和红墙绿瓦，寺左才是海源寺大村，说是大村实也不算大，四、五十户人家，多为

土基茅草房，特点就是背山依水而居，村口的大水塘 :淘米，洗衣，小孩戏水，老牛泡澡尽在塘中…!

听说 :“抽水站的水不全是海源寺龙潭流过来的”！“确实是…”！从海源寺大村到《电化厂》近一公里

多的路边都是泉眼，能数的都有数十个之多，为云南泉眼最多的一处，五面石砌的大排水沟都是三米多宽，一

年四季都是涛涛大水 (水沟砌筑有些年头了 )，旱季还可见沟壁石缝中淌出的泉水呢 !



当时的海源河是条大河，发洪水时更加了不得，进入滇池的口子叫《梁家河》，早年每当讯期眠山脚下直

到近华浦路口一片汪洋，(所以从人民路 58 年修建至今该段路面都不易维护，因地下全是冲集泥层 )。

海源寺抽水站里的大水池，有两个也自然在出水，但出水最大的还是靠路边的那个，不论旱季，汛期水流

都是流淌到不会自然出水的那个池子由水泵抽走，几个池塘连起来，起一定的自然沉淀作用。

最后的这个池子每年汛期前清掏一次，相当简单 : 放干水，用铲子一层层顺着铲，挑出院外倒到田地里就

是，七、八百平方的池子两三天就挑完了，当时泥土倒在田里，生产队很喜欢，因塘泥肥，所以听说来挖塘泥，

队上还派一个人指挥着呢…!

工作困难就两个：

一个是上班到现场太晚，早上七点一刻从石咀座头班车到眠山，步行到海源寺快到十点了，那时从眠山至

海源寺没有公交车得 ,下班五点半出来，原路返回都要八点后才到石砠，所以一般中午不休息的 ;

最难的是中午吃饭成问题，方圆四、五公里没有一个馆子，只得给电化厂食堂搭伙，人家炊事员忙不过来

时，工作日期还得后延，吃饭时间用三轮车拉来吃，(那些年代是须自费的 )!

余剩的两个池子可根据上年洪水浊度沉淀情况决定是否开挖清泥……。

海源寺抽水站的供水也是两个方向 :抽水站至普吉，北向 ;抽水站至黑林铺，南向。

从马街水厂到抽水站北边工作，如检漏修漏，新装改装管道一般都是安排在普吉街子天(好象当时是逢三、

八天赶街 )，因可以解决吃饭问题，特殊情况就只有单位搭伙了！龙院村，普吉就是到铜厂搭客餐。

七十年代初马街水厂有了一辆手扶拖拉机 , 情况就好多了，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又换成“电抱机”就更加的

快捷了，也解决抬着挖挖，铲铲挤公共汽车的尴尬，连公共售票员都问到：“你们单位现在不兴挖土啦……”？

并且解决了每逢公司晚上开大会，职工风风雨雨还走路回到石咀之苦。

注解：

“老绿头”：大体型蜻蜓 ,全身绿色 ,学名为：长痣绿蜓 ,一般在池塘或河边飞行捕食。

锑锅：烧饭 ,煮菜用器 ,原来的材质多为锑 ,后改为铸铝 ,当俗称沿用。

“电抱机”：当时最时髦的带兜三轮手把式汽油小车。

海源寺抽水站：因当时水质较好 ,只投点石灰或者漂白粉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