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2 1 年 6 月 3 日 星期四本版责任编辑 余尚流 版式设计 汪莹莹 视 线 5

本期策划：徐 缓 WXRB—xuhuan@163 .com

责任编辑：余尚流 945752768@qq.com 版式设计：汪莹莹

暮春时节，参加由霍邱县委宣传部、六安市
作家协会主办，霍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
的第六届“梦之路·省市作家霍邱行”采风活动，
很高兴，还真的有些兴奋和幸福感，我作为土生
土长的霍邱人，小学就在湖边的一小上的，初中
和高中都在有名的城西湖工农兵大桥对面不远
的霍邱一中读书，是纯洁的青少年时期的永远
的记忆之地，那么多友情留在那里，那么多刻苦
留在那里，那么多故事也留在那里。

霍邱是淮河岸边重要的城市，是提到淮河就
被想起的地方，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饱受水患之
地；既有鱼粮丰收的喜悦，也有迁移家园的痛楚；
既有渔舟唱晚的美景，也有浪打庄台的惊憟！

(一)

三天采风活动入住蓼都国际大酒店，正好
住在“景观房”，窗外面对的就是莽莽苍苍的
城西湖，夕阳西下的时候，湖天一色，白鹭归
巢，啊啊，不要太美哦！

现在拔地而起的蓼都国际大酒店旧址是原
来的师部招待所，修理厂的地盘现在是新开发
的居民社区，警通连、汽车连的地方，现在则
是宽敞美丽的人民广场。其他的地方差不多随
着时光流逝，已经都不复存在了。师部机关成
为县政府办公地，基本完好地保持着原来的状
态和面貌。

青葱年代，关注的除了学习成绩，就是谁
会玩吧？那时候，学习任务并不是那么沉重，
会想点子玩耍的同学，与会学习的同学一样备
受瞩目，也像今天的粉丝仰慕偶像一样。

军垦麦地里的小马泡，是一种像小型西瓜
的小野果，课后放学，我们心心念念的是快快
跑到麦地里找啊找。还有爆浆的青麦，起上
火，燎烤一下，手搓去除麦芒，真是又香又
甜，还肉筋！偶尔还能够遇见斑鸠突然窜出，
虽然逮不住斑鸠，但是窝里搞不定有几粒蛋蛋
哦！那就是我们的美食点心啦。(那时候可不讲
究什么保护鸟类，对不住喽。)夏天更是我们喜
欢的季节，农场就是玩耍的游戏场。首先是游
泳的练习地，当然，这是家长最害怕我们做的
事情；其次是零食供应地，就是挖藕采菱逮鱼
摸虾捞鸡斗(芡实)。

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围湖造田工程，让
霍邱城西湖一时间闻名全国，也在军民鱼水篇
章上留下厚重一笔。当时，国家经济面临困
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支援国家恢复经济，
部队发扬优良传统，大力开展农副业生产。

1966年秋，城西湖上热火朝天：10万多民
工，像当年支前一样，手推小车，浩浩荡荡开
进；万余官兵与民工齐心协力，仅用1年时间，
把千年湖滩变作万亩良田。至1986年退垦，该
农场共生产粮食9亿多斤、食用油1600多吨、
造纸2199吨。

(二)

我们乘车沿环湖防洪大堤一路前行。窗外
景色不断变换。湖天一色，碧水荡漾，野雁戏
波，白鹭翔飞。过去的万顷良田，现在已变成
万顷碧波，从十万军民围垦成的天下粮仓，到
回归为自然原始的水天一色，是翻天覆地的变
化。

我们下车驻足望水，在堤坝漫步。随着阵
阵春风吹来，湖面波光荡漾，湖中大雁浮游，
一派自然的湖光春色，令人陶醉，其气势之恢
宏、景色之美妙亦可以与无锡太湖、杭州西湖
相媲美。沿堤绿油油的苜蓿厚墩墩的，如茵如
毯；无名小花小朵，在春风里摇头晃脑，尽情
地顽皮着；湖面上停泊的数百只渔船随波荡
漾，依次排开，动态的静谧袒露于水天一线。
长江十年禁止捕捞，渔民上岸，退出“江湖”

的渔船如今成为点缀湖面的景色。
车子驶过工农兵大桥的时候，有限高，

老旧桥梁，经受不住过多过重的碾压喽！当
年的雄伟在历史的岁月淘洗里退化。惊叹
的是号称六安最长的桥——— 霍邱县城西湖
特大桥。随手度娘一搜：从2015年2月26日
开始施工，整座桥全长2467 . 5米，宽26米，
造价约1 . 8亿元，桥面为双向四车道，横跨
城西湖，连接霍邱县城关镇和邵岗乡。

做了30多年记者，全市各个乡镇早已
跑过，想起以前来往城关镇和邵岗乡、马
店镇的车辆都要从环西湖的堤坝上绕行，
由于是两车道，只要走大车就十分拥堵，
而且汛期一来，堤坝上的路很危险。1991

年发大水，真的是百年不遇的水患，淹没
区只露出树梢。洪水刚刚退去，我随当时
的行署专员叶书根查看灾后安置、防疫、
重建等。沿堤乡镇受灾严重，全国各地及
港澳地区爱心人士捐资捐物，运输当然至
关重要。30年前的车辆、桥梁、道路，可
想而知！颠簸的路况、逼仄的石桥，往景
历历在目。而今，一路畅达，且看如今的
长桥卧波似蛟龙喜看人间欢乐多。

(三)

在这片嗅得到历史人文浓重气息的红
土地，触摸近年来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脉动。钟鼓锵锵，淮水汤
汤。千里长淮营造了霍邱三面环水、南拥
沃原的地理环境，“万鸟翔集舞清波、水

清岸绿生态美”。“两湖”美景惹人醉：
城东湖日出，流光溢彩，银鱼驰名；城西
湖荡舟，烟波浩渺，沣虾紧俏；春日杞柳
依依，雁鹭翔飞；夏日碧荷扬花，清香醉
人；夏秋莲菱芡实陆续登场。

临淮岗风景区，是依托临淮岗洪水控
制工程兴建的旅游景区。五闸一线串珠，
巍然屹立“淮河第一闸”。站在器宇轩昂
的闸坝上，看着从身边飞驰而过的轿车，
行走在郁郁葱葱林木曲廊布局俨然的景区
内，“治淮丰碑”前，处处激动人心！这
份安然安澜，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历史上黄河多次溃决夺淮，造成淮河
没有入海口。而淮河中游地势平缓，落差
不大，形成淮河上下游高、中间低的地
形。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加上降雨季节集中，洪水汇集中游难
以排出，给淮河两岸人民造成灾难。

1 9 5 0 年 ，淮河流域 发 生 大 洪
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中央人民政府随即颁发
《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同年
成立治淮委员会，进行淮河的综
合治理，从此拉开新中国治淮的
序幕。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姥姥姥爷
说 起 过 1 9 5 4 年 的 那 场 特 大 洪
灾，说是瞬间水淹门头，他们
慌慌张张带着唯一的孩子10岁
的我母亲逃离家园。洪水扫荡
后，房屋尽毁、田园尽损，好
久好久才恢复正常生活。

1954年淮河特大洪水后，
水利部开始拟订《淮河流域初
步规划》，计划在淮河上游建
造一个洪水控制工程。1958年
8月国务院同意修建临淮岗水
库。由于经济困难，临淮岗工
程只完成姜家湖大坝、10孔深孔

闸、49孔浅孔闸、船闸及上下游引河等工程后于
1962年停、缓建。40多年来，临淮岗水库工程成为
晒太阳工程，没有发挥效益。

1969、1971、1981、1985年国务院治淮规划小
组会议和治淮会议都肯定了临淮岗工程兴建的必要
性，并规划把临淮岗水库工程改为特大洪水控制工
程，但都没能实施。1991年江淮大水后，国务院作
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确定九
五期间研究建设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同年，临淮
岗洪水控制工程被国务院确定为19项重点骨干治淮
工程之一。2001年12月2日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正式
开工。

盘看历史，内含几多国家建设的辛酸，想一
想， 那 么重大 的 决
策，那么关乎民生的
工 程 ， 停 滞 了 4 0

年！再联系到我们祖
国的发展，改革开放
40年来，尤其是近10

年内实施的三十多项
民生工程，惠及亿万
民众。

重启后的建设工
程 2 0 0 1年底动工兴
建，2003年11月提前
一年成功实现淮河截
流，2006年6月，主
体工程顺利通过竣工
初步验收。2 0 0 7年
工程全面竣工后，先
后在工程区域内建
起 纪 念 公

园，并进行绿化、亮化、美化。
我曾经参加截流合拢工程采访，记得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合拢仪式，那象征性
挖掘机填上最后一 土的时刻，万众齐呼，声
震江淮！百年不遇、千年一遇，“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终于实现啦！而从对洪灾从容应对到
奔上小康富裕路，建成和谐美丽安康的乡村，
依然要以人民为中心，让行蓄洪区群众安居乐
业，加固提升工程建设，任重道远。

近年来，安徽省人民政府出台实施《淮河
行蓄洪区安全建设规划(2018—2025年)》，重
点推进人口安置、庄台构筑、保庄圩修筑、保
庄圩达标改造、行洪区调整，安置低洼地人口
和 超 容量安置人 口 6 4 . 4 6 万 人 ， 总 投 资 约
3 1 9 . 9 4亿元。其中霍邱预算总投资约 1 1 2亿
元，20万人将得到妥善安置。霍邱县安置工作
主要集中在城西湖、城东湖蓄洪区。

去年秋季，一大批低洼地区的群众喜迁新
居，得到妥善安置。仪式上，发自内心的笑
语，自发燃放的烟花，像过年一样张贴大红门
对，有的老人还抹起喜悦的泪水，喜极而涕！
这些淮河两岸历史发展的见证者肯定脑海里翻
腾的是昔日白浪滔天、颠沛流离的记忆镜像。

(四)

精巧玲珑的果盘、别致可人的花瓶、舒适

朴拙的靠椅……沿淮洼地胜产杞柳，砍伐后的
杞柳，皎白如玉、坚固如藤，是柳编工艺的上
等材料。霍邱柳编工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产
物销往海内外，曾经红极一时，带动沿淮数万
群众参与柳编加工、增收脱贫。

牛耕田犁、水车秧母、风斗扬锨，还有蓑
衣、鳝笼……古朴的农耕器具唤起我小时候农
村生活的记忆。

淮河文化园集中展示泱泱淮河农耕文化的
赓续绵延，由淮河农耕民俗馆、临淮泥塑艺术
馆、柳编文化博物馆共同组成，展出农耕器具
和非遗作品8000多件，国家级非遗项目淮河柳
编和省级非遗项目临淮泥塑代表性的作品令观
众叹为观止。

我先后数次采访报道过把淮河文化具象体
现的代表人物——— 收藏界高人冯克强、泥塑工
艺大师田孝琴、剪纸大师张玉柱等等，常常被
他们对淮河文化一往情深的追求打动，每一件
精心创作的作品、每一件辗转收藏的展品，留
下的不仅仅是淮河两岸农耕发展历程的具象，
更是淮岸群众文化的厚重积淀和精神弘扬。到
蓼城古都霍邱，一定要去看看这3个馆，你就
会站在历史的天空俯瞰淮河两岸的文化精髓，
震撼于根植厚土水域的淮河文明进程。

梦里梦外城西湖，漾心扬清淮河水；三日采
风情有寄，半生为文谊

所依。

夏日的金寨梅山水库，水
光潋滟，草木葱茏，令人赏心悦

目。结伴而行的旅游者边走边拍，
用 镜 头记录下一帧帧美 好 的 瞬
间……见证着革命老区的发展，更折

射出人民的幸福，水清岸绿的生态环境
已成为驱动当地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劲动
力。

共护一江碧水

金寨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境内史河、淠河
源远流长，响洪甸、梅山水库交相辉映，水资源
极其丰富。前些年，河道内存在着违法采砂、违
章占河建设、禁养区牲畜养殖等种种有害河湖管
理行为……

为此，金寨县委、县政府结合实际，创新河湖
管护工作。牵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适时召集水利、
公安、检察、自然资源、城建、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
联合执法,会诊破解河道“四乱”。为完善生态环境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检察院在县河长
办设立生态检察联络室，公安部门设置“河湖警长”,

做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无缝衔接。
自河长制实施以来，各周边乡镇建立区域联动

机制，开展跨界流域河长制工作联合检查，加强水行
政执法，有针对性地协调解决河流“四乱”及其他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2020年先后2次组织开展河湖“四
乱”暗访检查工作，共发现河湖“四乱”问题35件，梳
理后上报8件，其中县检察院生态检察官立案查处4

起，已全部按时整改完成，生态检察官的建立有效地
促进了河长制工作推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该县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成立“四治办”，以交通、
公安、水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单位为主联合执
法，明确专人负责，2020年联合出动执法943人次，
查处违法案件107起，罚款101万元。常态化开展水库
及河流休渔工作，休渔期禁止一切盗捕、毒、电等破
坏渔业资源行为，严厉打击盗捕，全年立案查处渔
事案件20宗，其中电捕鱼案件11宗、违反禁渔期规
定捕捞案件9宗，移送司法机关7宗、刑事拘留9

人，行政处罚13人，摸排重点管理人员63人。
同时，为保持水生态平衡，全县投入200

余万元，先后两次共向梅山、响洪甸水库、大
鲵保护区等地方投放青鱼、鲢鱼等5个鱼种
41 . 27万斤；完成全县85座小水电站生态
流量整改任务，确保下游不断流；完成人
工造林2430 . 3亩；投资3000万元，实
施吴家店镇杨柳河、天堂寨镇前畈
河两条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0 . 99平方公
里 ，全县水 生 态环境 不 断 优
化。

该县陆续完成全县5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的河
道岸线及河岸管理范

围线划定，经县政
府批复公示。并

在重要河段

醒目设置县级和乡镇级河长公示牌，明确河长职责。
完成县级13条河流“一河一策”方案并逐步实施。通过
开展河流综合治理,推进流域污水管控,打击涉水违法
行为,使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水平。

在全面实施河长制过程中，金寨县将其纳入县委县
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之中。2020年度13名县级河湖长带动
乡、村两级370名河湖长开展巡河，把脉河道“病情”，将
河湖“老大难”问题作为自己的责任田，及时协调解决责
任河湖问题，坚决做到守水有责、守水担责、守水负责。
同时提出“河长制+”模式试点，结合脱贫攻坚，稳定贫困
户增收，从全县在册贫困户中选聘1082名贫困群众为河
道巡河、保洁员，年均收入6000元，既解决了贫困户就
业，稳定了贫困户收入，又打通了河湖管护最后一公里，
使河道常年保持干净基本无垃圾，获得水利部的高度评
价，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荐。

共建生态家园

金寨县因水而兴，其生态水环境历来备受全县人
民关注，时常有保护母亲河的志愿者身影。去年以来，
县、乡、村三级共同开展水宣传志愿服务活动30余
次，参与人数2000多人次，各级干部和志愿者们通过
捡拾垃圾、发放倡议书和劝导不文明行为等实际行动
营造良好的爱河护河新气象。

水利之利，在于利民。近年来，该县加大水利建设资
金投入，综合治水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幸福河湖建设项
目在实施过程中，既充分考虑防洪安全，又融入绿色生
态、宜居环境、旅游景观等多种元素。通过改良河床、恢
复河滩、修复河岸、建设休闲步道及生态亲水工程，并结

合河长制的全面实施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完善，基本
实现“河畅、水清、岸绿、安全、生态”的目标。

“我们都是喝着麻河水长大的。这些年，看着母亲
河的水越来越清澈，两岸越建越漂亮，我们的心情也
越来越好。”汤家汇镇街道老村民说，茶余饭后一得空
他便会约上三五好友漫步在麻河两岸。去年新建成的
汤家汇镇麻河幸福河湖，河水清澈见底，两岸生机盎
然，络绎不绝的旅游人群在见证水利带来的生态之
美。尤其是牡丹公园从初建时的百废待兴到而今“新
姿”展露，已成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另外还
有红色主题浮雕文化墙、雕塑、滨水步道、休闲活动广
场等，美化水源地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强民众
知水、爱水、护水、惜水意识。人们既享受良好的生态
环境，又潜移默化地接受水利文化，从而主动参与到
守护河湖、守护生态环境中。

不仅如此，为了从源头拔掉“污染根”，拦截处理
工业、生产生活污水污染，确保河流清洁，近年来，该
县全面布局县乡两级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快农村改厕
改水，力争实现污水处理全覆盖。县城污水处理厂建
成且运行规范，城区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96 . 68%；
22个乡镇政府所在地(不含梅山镇)建有污水处理站
30座，人工湿地91处(含在建)，总处理能力10550吨/

天，全面实现污水、垃圾不入河。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城因水而

美，更因水而兴！金寨县全面落实河长制，全力推进综
合治水，这股“清冽甘泉”源远流长，也必将更加顺畅
地幸福着千家万户，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踏上治水惠民的新征程。

淮淮水水西西湖湖““梦梦之之路路””
本报记者 徐 缓

把脉河道“病情”
流 来 源 头 活 水
——— 金寨县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侧记

陈宇桐

↑↑ 霍霍 邱邱 县县
城城西西湖湖特特大大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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