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淠史杭工程，六安人无人不晓，它是皖西人
民创造的新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被誉为新中国治
水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淠史杭工程的建成，标志
着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 淠史杭灌
区出现。它的修建，不仅造就了一项宏大的水利工
程，而且在那段峥嵘岁月里，孕育出了伟大的淠史杭
精神。它与大别山精神一脉相承，沿续着老区的红色
基因，是皖西人民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一代文豪郭沫若为淠史杭工程所作的诗赋云：
“排沙析水分清浊，喜见源头造海洋。河道提高三十
米，山冈增产万斤粮。倒虹吸下渠交织，切道崖头电
发光。汽艇航行风浩荡，人民力量不寻常。”

为弘扬淠史杭精神，打造传承红色基因的
重要载体，我市在淠史杭工程开工 6 0周年之
际，完成了淠史杭工程展览馆的重新布展。通
过“ 亲 水 ”、“ 苦 水 ”、“ 治 水 ”、“ 乐 水 ”四 个 部
分，全面展现了淠史杭水利工程设计、施工、
效益发挥的历史瞬间。建成后的淠史杭水利
工程展览馆既是展示淠史杭水利工程全貌的
窗口，也是具有水利特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宣传展示基地。

改变了江淮大地的“人间天河”

6月下旬，记者来到位于六安市裕安区的
横排头景区，虽不是假日，但仍可见三五游人
在此休闲游玩，树木掩映中，矗立着一座仿古
的建筑———“清源楼”，这里也是淠史杭工程
展览馆。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们进入的是
淠史杭工程展览馆。为什么会把展览馆建在
这里呢？因为横排头景区是淠史杭工程的渠
首所 在 地 ，也是被 刘 伯 承 元 帅 称 为‘ 丰收之
源’的地方，6 0年前，淠史杭工程的第一锹土
从这里开挖 . . . . . .”对于淠史杭工程展览馆讲解员姚
宝林来说，这段解说词她说过无数遍，可谓是烂熟于
心。但面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游客，通
过讲解淠史杭工程，带动大家了解淠史杭精神，产生
共鸣，是件“新鲜”又很有意义的事。

走进展览馆，一件件展品诉说着“水”带给百姓
的苦与乐，也记载着淠史杭工程背后的传奇故事。

六安地处江淮地区，为大别山余脉，境内岗峦起
伏，丰水年份洼地洪涝成灾，枯水年份干旱成片。据
史料记载，新中国前的500年间，六安平均二三年就
有一次水旱之灾，其中旱重于涝，为害也更频更烈。

1 9 5 8 年 8 月 1 9 日 ，在 毛 主 席“ 一 定 要 把 淮 河 修
好”的伟大号召下，皖西儿女在横排头挥锹动工，淠
史杭 工 程 淠 河 渠首工 程 开 工 典 礼 在 六 安 县 苏 埠 镇
南 5 公里的横排头隆重举行，拉开了淠史杭工程艰

难的创业历程。
从 1 9 5 8年动工兴建至 1 9 7 2年骨干工程基本

建 成 通 水 的 1 4 年 里 ，建 设 者 以 建 设时期 每 亩 不
足4 0元的国家投资，完成了近6亿立方米的土方
施工 任 务 。这 些 土 方 如 围 成 1 米 见 方 的 长 堤 ，可
绕 地 球 1 0 多 圈 。建 设 者 创 造 了 堪 称 水 利 建 设史
的千古绝唱，孕育出伟大的淠史杭精神，书写出
新中国治水史诗。

淠史杭工程由水源工程、渠首枢纽工程、渠
道和各种水工建筑物组成。由上游 6大水库作为
主水源，由 3大渠首、2 . 5万公里七级固定渠道、

2 0多万座塘堰、1 2 0 0多座中小型水库、6万多座
渠 系 建 筑 物 组 成 了 蓄 、引 、提 相 结 合 的“ 长 藤 结
瓜”式的灌溉系统。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 1 0 0 0余
万亩，安徽、河南两省的合肥、六安、淮南、信阳4

市 1 7 个 县 、区 2 0 0 0 万 人 口受惠 ，昔 日 千 里 贫 瘠
之地变成了今天的鱼米之乡。

2 0 1 9年，淠史杭灌区被授予“最具时代精神
的魅力灌区”称号。建成 6 0 多年来，淠史杭工程
始终保持着旺盛活力。如今，灌区服务功能已由
农业灌溉服务型向区域经济发展全面服务型转
变，以良好的水资源保障区域内城镇化、工业化
和生态文明发展。

手拉肩扛铸就的淠史杭精神

在手拉肩扛的年代，皖西人民用一锹锹土，

一袋袋泥，建成了淠史杭工程，并孕育了淠史杭精
神。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淠
史杭精神凝聚起皖西人民的澎湃力量。

淠史杭灌区原工程总指挥赵子厚的女儿赵涛
在为《情系淠史杭》一书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
以我父亲赵子厚为首的淠史杭工程指挥部党委领
导下，在淠史杭艰苦卓绝的创业岁月里，他们坚持
革命精种，科学态度。充分发扬了我党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在艰苦的创业阶段，从党的
领 导 干 部 ，到 工 程 技术人 员 ，到 工 地 上 的 百 万 民
工，整个工地，所有的建设者们是一个战天斗地的
英雄群体 . . . . . . 他们心怀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计较
个人得失，坚忍不拔，处险不惊，甚至把生死置之
度外，充分体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牺牲自我、造福
人民的奉献精神，确保了工程顺利成功建成 !”

淠史杭工程展览馆除了用照片、文字、图表数
据等传统的展示手法外，还采用了音频、沙盘、场
景复原、多媒体等现代展示手法，让淠史杭精神在
记者面前具象化展开。那时，民工们挑着粮食和铺
盖，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工地。所谓工地，不是荒岗，
就是沙滩，头上一片蓝天，四望满目荒凉。没有住
房，民工们就披荆斩棘，用芦席和茅草搭起一座座
工棚，八面来风，上下冰凉。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
的。面对原始的施工工具，他们开展技术革新，创造
了专攻切岭工程的“洞室爆破法”，发明了专攻“麻
僵土”的劈土法，研制了垂直运输土工具“倒拉器”，
用聪明才智克服了工程建设中的千难万险；面对短
缺的建筑材料，他们无私奉献，没有水泥自己造，没
有炸药自己熬，没有木料自己捐，保证了骨干工程
和重要建筑物的建筑用材。当时，平均日上工5 0万
人，最高日上工达到8 0万人，皖西人民硬是用自己
的双手，凿开了横亘的山岭，填筑了高深的峡谷。

在工程建设中，还涌现了如黄昌栋、刘美三、刘
胡兰战斗连、董存瑞战斗连等无数施工英雄和模范
团体。“淠史杭工程修建时，黄仁芳是鲍店大队党支
部书记 。他 带 领 群 众 参 与 樊 通 桥 切 岭 工 程 ，大 约

1 5 0 0多人，以六营为编制单位，吃住都在工
地上，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累了就在临时
搭建的工棚里休息会。修建淠史杭工程时，
正值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起初民工每人
每天是一斤大米，后来连八两都没有了。饿
了，就去挖野菜、扒榆树充饥，但他们一直
奋战在工地上。因为大家相信‘只有跟着党
走，我们才有奔头。’”随着讲解员讲解的深
入，来自金安区张店镇的游客王先生及其妻
子听得入神。交谈中，王先生表示，以前知
道淠史杭工程修建条件苦、工程浩大，但来
这里参观才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氛围，当年
皖西儿女艰苦奋斗、牺牲自我造福百姓的淠
史杭精神，让人感动，更令人振奋。

传承红色基因打造“新亮点”

近 年 来 ，各 地 全 面 掀 起“ 红
色旅游热”，红色旅游的关
注度持续上升。淠史杭
工 程 展 览 馆 作 为 我
市著 名的 红 色景
点 ，成 为 游 客

爱 去 的“ 打 卡 地 ”。
在 文 旅 融 合 的 新
时 代 背 景 下 ，如
何 生 动 地 展 现
淠 史 杭 精 神 ，
成 为 一 个 重
要课题。

深 挖 淠
史杭精神内
核 ，助 推 革
命 精 神 传
承 。我市在
加强红色文
化挖掘保护
传 承 的 同
时，精心打造
红 色 文 化 品
牌 ，力 促 红 色
文 化 与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开 展 了
纪念淠史杭开工六
十 周 年 系 列 文 化 活
动 暨“ 采 风 淠史杭 ”大
型 采 访 采 风 活 动 。书 籍

《 情 系 淠史杭 》以 及 纪 录 片
《 人 间 天 河 — —— 淠史杭 》、电 影
《那条河》、微电影《淠史杭，一个神
奇的名字》、大型庐剧现代戏《淠史杭之
恋》等丰富多样的文艺创作成果，让更多的人知道

淠史杭，了解淠史杭。
从“孤景”到“群景”，丰富红色旅游产品。淠史杭工程展览馆、淠史

杭工程纪念碑和“淠史杭”号积极融入裕安区的红色旅游发展之中。近
年来，裕安区着力打造集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文化弘扬、党员活动基地
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特色线路，盘活区域内红色文化资源，实现了红色
旅游从“孤景”到“群景”的转变，将丰富的绿色旅游资源由点到面串联
起来，推出了以大别山湿地为主线的精品旅游线路，以实现红色旅游
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借“红”推“绿”，以“绿”促“红”，丰富特色旅游
产品，全方位提升文旅品牌效应。

站在淠史杭淠河灌区渠首——— 横排头枢纽远眺，一渠碧波缓缓流
淌，回首，远远可见淠史杭工程展览馆和苏家埠战役纪念园，是传承老
区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如今，它们与横排头景区、大别山湿地公园观
景台，都成为了大别山湿地旅游线上的一环，呈现出一幅“红”“绿”交融的
美丽画卷。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旅游路线，能够让游客直观、全面地感受
和了解淠史杭工程和淠史杭精神，深切地感悟裕安的红色文化、红色遗址
和红色精神，对弘扬裕安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起到的锦上添花作
用。

淠淠史史杭杭工工程程：：

““人人间间天天河河””绘绘奇奇迹迹 江江淮淮大大地地树树丰丰碑碑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邱邱 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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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19日，淠史杭工程总指挥赵子厚在横排头开挖了淠史
杭工程的第一锹土。 田准 摄

忆往昔，艰苦卓绝的淠史杭
工程在江淮大地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也

为皖西人民留下了一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财
富。它的修建，不仅造就了一项宏大的水利工程，也反映了建国
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为民初心、蕴含了赤
子之心，是一种惠民之举。看今朝，以淠史杭工程为例，红色资源为我市壮
大文旅产业提供了肥沃土壤，淠史杭精神与大别山精神一脉相承，沿续着老区
的红色基因，成为当地耀眼的文化名片。
近年来，随着红色旅游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在游览祖国大好

河山、观赏历史文化遗迹之外，会选择到红色景区接受红色教育、学习红色精神。这成为
时下的一种潮流，也为当地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源。

我市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旅游的魅力根植于红色文化旺盛的生命力。要用好
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要深耕红色资源沃土，激活红色
基因。打造红色旅游景点、开辟红色旅游线路。同时，要积极融入周边市、县、区的红色旅
游路线，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红”“绿”融合，将红色旅游、环境生态、传统文化进行整
合，形成红色、生态、乡村、研学等一体的资源体系；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力传
播红色传统，激发红色文化的创新力，产出一批形式多样、互动性强、更接地气
的成果作品。
对于年纪稍长的游客来说，红色文化要常看常新；对年轻游客尤其
青少年来说，红色故事、红色精神蕴藏的感染力，应成为激荡他们
爱国报国之情的重要精神力量。只有进一步激活“惠民”密
码，才能让年轻一代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领略
红色魅力。

激活红色文化的“惠民”密码
邱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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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听讲解。 本报记者 王丽 摄

馆内展出的当年工程建设时期使用过的生活、生产小工具。
本报记者 王丽 摄

航航拍拍横横排排头头水水利利枢枢纽纽工工程程。。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田田凯凯平平 摄摄

淠淠河河总总干干渠渠全全线线通通水水 田田准准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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