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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渠清水润两省，“人工天河”淠史杭。今年8月19日，是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纪念日。淠史杭工程自1958年动工兴建至1972年骨干工程基本建成通水，历时14年，不仅造就了一项宏大的水利工程，
而且展现了皖西人民不怕困难、攻坚克难的战天斗地精神。本报即日起推出理论专版，刊发专家学者撰写的有关淠史杭杭战天斗地精神理论文章，擦亮“淠史杭”名片，唱响红色主旋律，激发全市人民以更大的
激情投身到新时代幸福六安建设中。敬请关注。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淠史
杭灌区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发动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兴建的
全国最大的灌区。在兴建淠史杭工程
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决策过程中，
党的领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是淠史杭工程在国家
困难时期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一、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淠史
杭工程日上工50万人，最高上工80万
人，如何有效地组织协调好如此庞大
的建设团队，使团队之间高效配合？党
的领导是关键。1958年5月30日，六安
地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开发淠史杭
灌区的机构和人员配备。7月15日，地
委决定成立淠史杭工程指挥部、党委
会、政治部，全面负责和组织领导工程
建设事宜。赵子厚任指挥和政委。各县
成立县级指挥部、党委会、政治部，建
立以公社为水利团，生产大队为营，生
产队或多个生产队联合成连的半军事
化组织。团设政治委员，一般是公社书
记或主任担任；营设教导员，由大队书
记或大队长担任；连设指导员，由生产
队长担任。通过构建党组织贯穿各个
层级的领导机构，使得淠史杭工程建
设者形成一股合力，团结奋斗、战天斗
地，进而为建成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灌
区提供了组织保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各级党组织积极做好宣传工
作。一是做好对外宣传，争取安徽省特
别是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在中央和有
关部门的领导来安徽视察检查工作
时，省、专区领导千方百计争取他们参
观视察淠史杭工程。1964年夏，邀请北
京新闻纪录制片厂来淠史杭灌区拍摄
纪录片《渠水滔滔》。邀请新华社安徽
分社两任社长余明、陈勇进先后率团
来灌区采访。1965年4月11日《人民日
报》发表了题为《自力更生精神无往不
胜——— 论安徽兴建淠史杭水利工程的
宝贵经验》的社论。著名作家、诗人、画
家陈登科、鲁彦周、严阵、赖少其等也
到灌区进行创作。尤其是1959年10月
全国水利会议在北京召开，赵子厚和
吴琳争取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做

了淠史杭工程汇报，影响巨大。各县也
大造舆论，力争支持。例如舒城县为了
使更多的人了解龙河口水库的建设，
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农报》《安徽
日报》《皖西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
龙河口水库的新闻、特写、通讯、照片、
诗歌、经验介绍、理论文章等200多篇，
大大提高了水库的知名度。二是做好
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必胜信念。
编写宣传材料发到生产队，各地层层
召开会议进行大宣传、大发动。组织学
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

《纪念白求恩》3篇著作，树立起与困难
作斗争的顽强意志。寿县召开了 1 3万
人的广播誓师动员大会。“一年忙到
头，浑身累出油，半月不下雨，收个瘪
稻头”，老百姓回忆对比新旧社会、诉
旱灾苦，效果特别好。通过大宣传、大
学习、大发动，广大群众踊跃报名，争
相参战。当时形成以参加开挖淠史杭
工程为荣的良好风气，出现了夫妻、父
子、兄弟、姑嫂、姐妹争上工的场面。霍
邱孙岗公社女青年台大英，当时婚期
临近，她决定推迟婚期，带领一个营的
妇女民工上“战场”，她给未婚夫的信
中说：“什么时候挖通平岗渠，什么时
候才结婚。”三是六安专区的广大干部
率先垂范，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政治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的因素。
1959年3月，六安地委出台了《关于各
级干部参加体育劳动的决议》，从地区
到生产队参加施工的 1 5 2 0 0多名干
部，身先士卒，在工地上真正做到与民
工“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各级
干部中普遍开展“五员”活动，即当好
指挥员、战斗员、宣传员、技术员、炊事
员。干部“三同”作为一项纪律，在多期
工程中，没有发现干部吃小灶等特殊
化行为，因而干群关系十分密切。民工
说：“干部就像火车头，带领我们争上
游。”

三、各级党组织组织群众开展工具
革新、劳动竞赛。首先，在工具革新方
面，发出“大搞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的
号召，开展“一人献三计，三人创一件”
的活动。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刘美三带
领青年突击连在淠河总干渠樊通桥切

岭工地，创造了“深挖陡坡劈土法”，解
决了马肝土难挖的难题，提高工效很
多倍；平岗切岭工地创造使用了“洞室
大爆破”，大大提高了开石工效；在运
土方面，发明了“爬坡倒拉器”，解决了
爬坡运土的困难。其次，在社会主义劳
动竞赛方面，开展“一高”(工效 )，“六
好”(劳动态度、完成任务、技术革新、
努力学习、团结互助、安全生产 )的劳
动竞赛，在竞赛过程中不断进行检查
评比，为此专区淠史杭政治部还颁发
了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评奖条例。
1958年冬到 1959年春为淠史杭第一
期工程，在各县评比的基础上评比出
席地区先进集体的有霍邱周集、寿县
石集、六安小庙、舒城干镇等10个水利
团，先进生产者488名，其中刘美三、许
芳华、吕树美、王家生、隋友玉获特等
奖，刘美三同志到北京出席1959年国
庆观礼。

四、关心群众疾苦，搞好民工生活、
娱乐活动。六安地委以及各县委都十
分重视工地生活问题。当时党委明确
把民工生活、工地卫生、安全生产作为
政治工作重要内容，并提出“政治下食
堂”的口号。在住的方面，第一期工程
因为开工比较急，沿渠道两侧当地群
众腾出大量房屋；同时自带、筹集、国
家支持材料三结合，搭盖大量工棚。
1 9 5 9年冬第二期工程，按照“兵马未
动，粮草先行”的古训，要求各地提前
做好准备工作，各公社提前抽调4万多
人到工地搭工棚、种菜、养猪等。比如
寿县就提前搭工棚1 . 2万间。在吃的方
面，从地区到营、连各级都极为重视民
工生活，将此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对待，
千方百计把它搞好。工地上均以营、连
为单位建起食堂，挑选思想好、会烧饭
的人当炊事员，当时提出要吃得饱、吃
得好。粮食主要是民工自带，国家每个
工日补贴0 . 2 5—0 . 5公斤，粮食部门
在工地上设供应点。蔬菜，第一期工程
主要是自带咸菜、干菜和后方送菜，第
二期工程各工地大种蔬菜，仅寿县就
在工地种菜2万多亩，养猪1500头 (全
区工地养猪7548头 )。在卫生方面，工
地卫生是一件大事，主要是饮食、宿

舍、环境、个人4个环节。制定饮食管理
制度，宿舍环境经常打扫，务必干净整
洁；个人卫生，工地供应热水洗脚，建
有理发室或流动理发点。第二期工程
准备期间就提出，在搭盖工棚时，将食
堂、门诊室、澡堂、厕所等配好套。全工
地 1 0 0多个水利团修建厕所 7 0 0 0多
个，均有专人管理，经常打扫，保持清
洁。各个工地均设有医院或医疗室，一
般疾病在工地上就可以治疗。第二期
工程，工地建爱国卫生委员会、分会、
小组9589个；工地医院、医疗站点、卫
生所、门诊室733个、简易病床1000多
张；全工地有中西医生871人，保健员
1117人。由于工地卫生工作做得好，所
以几十万人没有发生食物中毒和大的
流行疾病，这也是了不起的事。在安全
方面，各地防盗、防火、防事故、防械斗
等。生产安全，特别是“劈土法”和“大
爆破”等均制订安全生产措施。民工之
间、民工和当地群众之间加强团结治
水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虽
然工地战线长、面大、人多，却没有发
生大的火灾和大的纠纷械斗。在文化
娱乐方面，淠史杭工地经常有省里组
织的黄梅戏团、庐剧团、话剧团到工地
慰问演出外，地县剧团也不断到工地
演出，地县政治部组织专业电影队长
期在工地巡回放映。据统计，1958年冬
至1959年冬，地县专业剧团到工地演
出617场，观众97万人次；电影队放映
7 70场，观众 1 2 3万人次。更重要的是
发动群众组成业余剧团、文工团、俱乐
部等，号召全体干群积极参加自编、自
导、自演、自娱、自教活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由之路。淠史杭工程成功修建
的前提正是在于党的全面领导，具体
体现在安徽省委、六安地委以及灌区
所在县委的坚强领导。进入新征程，实
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认真学习和弘扬
淠史杭精神，牢记“三个务必”，在省委
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推进
绿色振兴赶超发展，确保六安在现代
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去！
(作者系中共六安市委党校副校长 )

淠淠史史杭杭工工程程开开工工建建设设6655周周年年

党的坚强领导是“战天斗地”淠史杭的制胜密码
陈兆清

淠史杭工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
全国最大的灌区工程，不仅是一项宏大的
水利工程，更孕育了“自力更生、顽强拼搏、
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淠史杭精神。而在
淠史杭工程之前建设的佛子岭、梅山等皖
西大别山水库群，不但是淠史杭工程的水
源源头，更为淠史杭工程建设“打了样”、作
出了示范，还是淠史杭精神的源头所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佛子岭、梅山两座
水库建设时，《安徽日报》著名记者项有彬
先生，曾长住施工现场，采写了大批新闻报
道，很多发表在《安徽日报》上。这些报道，
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两大水库建设的火热场
景，热情讴歌了党的坚强领导、工程建设者
们的顽强拼搏、老区群众的牺牲奉献。从报
道中可以充分感悟到，“两库”建设留下的
宝贵精神财富，不但是革命时期大别山精
神的传承和弘扬，更是建设年代淠史杭精
神的重要源头。

“两库”建设留下了自力更生的奋斗精
神。佛子岭、梅山水库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大
型水利工程，虽然有苏联等专家指导，但主
要依靠的是自身力量。《我国第一座连拱坝
的诞生》(载于1953年6月1日《安徽日报》)，
对佛子岭水库的设计情况作了记载。佛子
岭大坝，当初确定了五种坝型，经反复论
证，最终确定采用连拱坝。但连拱坝当时只
有美国做过，新中国既无图纸可供借鉴，又
无施工经验。但是，人民群众坚信困难是可
以战胜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批大学毕
业不久的青年人，坚持自力更生，一边学
习，一边研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
不长时间内，绘出220多幅草图，圆满完成
了工程设计任务。正如报道指出的：佛子岭
水库连拱坝设计工作的胜利，使我们看到，
在建设中我们有着坚强的力量和无穷的智
慧，任何自卑和保守的思想，都是没有道理
的。

“两库”建设留下了顽强拼搏的战斗精
神。通读项有彬先生关于佛子岭、梅山“两
库”建设的新闻报道，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工
程建设者们迎难而上、战天斗地的拼搏精
神和豪迈情怀。《大别山里的一支钻探队》
(载于1953年1月14日《安徽日报》)报道的
水利部钻探总队第二分队，在开展梅山水
库地质钻探时，天气严寒，风雪交加，摸着
钻杆好似冰棍，湿手放到闸把上，就会粘下
一层皮。有人劝他们烤一烤火再干。钻探队
员回答说，火越烤越冷，紧张工作后，从内
心发出的热量才是最温暖的。寒冬腊月，钻
探队员们站在刺骨的河水里，一干就是半
天，上岸后腿脚冻得完全失去知觉。为了在
短时间内摸清坝址岩石情况，他们开展劳
动竞赛。竞赛中，老工人刘文彬创造了“边
拆边运，边运边装”的流水作业法，一万多
斤的钻机迁移时间从9小时减少到3小时，
八天内完成了钻探十个新孔的任务。《梅山
水库职工冒雪施工》(载于1954年12月30日《安徽日报》)，描绘了梅山
水库的建设者们，在大雪纷飞的工地上紧张施工的场景。三号排水站
围墙破损，工人们连衣服都顾不上脱，便跳到冰冷的水中堵缺口。清理
卵石的工人们，头发、胡子上都结满了冰碴，仍旧忙个不停。类似报道
很多，无不体现了建设者们顽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也充分昭示老区
人民，好日子等不来、盼不来，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干出来。

“两库”建设留下了科学求实的探索精神。佛子岭、梅山水库上马
之时，“一穷二白”，特别是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工程建设者们群策群
力，集思广益，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通过开展“开窍门”等活动，人人
心里有团火，个个都在想办法，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攻克了一个又一
个技术难题，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施工难关，发明创造、改进工艺、提高
效率、增产节约的场景比比皆是。《先进工作法的故事》(载于1953年1
月29日《安徽日报》)，报道了刚从部队转业的军工胡业盛，听说苏联有
一种先进的“多刀多刃快速切削法”。他到处查资料，精心做实验，终于
取得成功，使切割效率提高了一倍。后来，他和工友们又进行改进，使
得效率又提高了一倍。此外，《佛子岭水库浇灌混凝土效率提高》《节约
的办法是动脑筋想出来的》《混凝土实验室的成长》等，都热情赞扬了
这种科学求实的探索精神。

“两库”建设留下了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佛子岭、梅山等大别山
水库群的建设，淹没了金寨、霍山等县区30万亩耕地，搬迁了30万户
移民，老区人民在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牺牲之后，又一次作出巨大牺
牲。项有彬先生在报道中，热情讴歌了老区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对老
区人民继革命战争年代之后，再一次舍小家、为国家表达了由衷敬意。
如《水库给我们带来了好庄稼》(载于1955年12月6日《安徽日报》)等
报道，都对老区人民再一次牺牲奉献的精神表达了深深钦佩之情。

水流万里有其源，树高千尺有其根。大别山精神、淠史杭精神一脉
相承，新时代，我们宣传和弘扬淠史杭精神，就是要不忘我们在革命和
建设年代走过的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抓好思想大解放、

环境大优化、能力大提升、作风大转变、任务大落实，奋力
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六安篇章。

(作者系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和地
方志研究室主任、金寨县档案馆馆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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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儿女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20世纪50年代末，在极端困难的条
件下，皖西人民凭着自己的双手，在巍
巍大别山中修建了举世闻名的淠史杭工
程。淠史杭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
全国最大灌区工程，从1958年8月19日
动工，至1972年骨干工程基本建成通
水，历时14年。修建淠史杭工程孕育形
成了“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
献、科学求实”的淠史杭精神。淠史杭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的集
中体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

一切为了人民。皖西历史上水旱灾
害频繁，丰水年份洼地洪涝成灾，枯水
年份干旱成片。从1383年～1949年566
年间，有记载的水旱灾害357次，平均
两三年就有一次水旱之灾。这里曾流传
着这样的歌谣：“洼地洪水滚滚流，岗
上滴水贵如油，一方盼水水不来，一方
恨水水不走。”可以说兴修水利是皖西
人民世代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皖西
人民积极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的伟大号召，在极其困难的物质基
础和极其简陋的技术条件下，修建了
“人间天河”淠史杭。而很多人都说，
“如果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可以找出
100个理由不干淠史杭。干，却只有一
条理由：老百姓太需要淠史杭了！”
1958年佛子岭、响洪甸、梅山、磨子潭
四大水库相继建成。恰恰在这一年，皖
西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一边是庄
稼地旱情似火，各级干部忧心如焚，一
边是水库发电的尾水从低洼的河道白白
流失，群众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
党和政府毅然决定兴建淠史杭。当年，
安徽省委、六安地委在财力相当薄弱、
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以强烈的
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最大限度地考虑
人民的需求、顺应群众的心愿，最终下
定决心修建淠史杭工程。淠史杭工程在
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的期盼
放在最高位置、把群众的利益时时放在
心上。

一切依靠人民。党一心为民，成为
人民的主心骨；人民一心向党，成为党
的铁靠山。兴建淠史杭，当时正是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资金困难、技术匮乏、
材料短缺……在这些困难面前，世世代
代受尽旱涝之苦的老区人民，义无反顾
地站了出来，他们豪情满怀地说：“有
钱要干，没钱我们也要干，我们有的是
劳力，多的是智慧。”开工初期，工程
立不上项，财政也拿不出钱，所需物资
基本上靠群众自筹。开山炸石，没有炸
药，群众就刮墙土熬硝，自制土炸药；

没有水泥，就自建水泥厂，生产了数万
吨土水泥；木料不足，许多群众把家中
盖房子的木头、门板都献出来了，有的
甚至把给老人准备的棺材都拆散抬到工
地。淠史杭工程中修建的每一寸渠道，
凿出的每一处涵洞，架起的每一座渡
槽、桥梁，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和无私奉献。为了兴建淠史杭，老区
人民打了一场“人民战争”，日上工人
数有50万人，最高一天上工人数达到80
万人，几十万群众推着小车，挑着担
子，支援工程建设。民工们挑着粮食，
带着铺盖，聚集到工地上。所谓工地，
不是荒岗，就是滩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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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冻，
饿着肚子，也不吭一声，甚至还有群众
牺牲在工地上。淠史杭自流灌溉水利工
程，整个全是靠石头做成的，那么多的
石头没有工具怎么弄？完全要靠人的两
只手。人民群众就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对
抗坚硬的岩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大
别山的悬崖峭壁硬碰硬。淠史杭灌区就
是人民群众用自己的一双手一块石头一
块石头垒起来的。叶集平岗切岭是淠史
杭工程中最高最长的切岭工程，也是最
艰巨的钉子工程。人民群众下了决
心，“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就是脱掉两层皮，掉上几斤肉，
也要切开平岗岭。”城关团、
马店团、叶集团等6个战斗团
艰苦奋战，预计三年完成的
平岗切岭工程，仅用8个月
就顺利打通，实现了“叫
高山低头 ， 要 平岗让
路”的目标。1964年5
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
来淠史杭灌区参观，
深受感动，欣然写诗：

“排沙析水分清浊，喜
见源头造海洋。河道
提高三十米，山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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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项伟
大工程给予真诚的
礼赞。

一切成果由人
民共享。淠史杭工
程修好后，受益范
围涉及2个省17个县
(区 ) 1 . 3万平方公

里，当年的“千里赤地”成为“鱼米之
乡”，公布的全国第一批50个商品粮基
地县，淠史杭灌区就占有5个。60多年
来，淠史杭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充分显现，正是有了它，皖西人民告别
了旱涝交替的贫苦历史。淠史杭工程是
省会城市合肥的主要水源，合肥城市用
水的三分之二来自灌区，是皖西经济中
心城市六安的唯一水源；灌区优质的水
源是1330万人的生命之源，是维持灌区
良好生态的源头活水。有了淠史杭，灌
区人民真正操纵了水利的“命脉”，灌
区内再也没有闹过饥荒，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百业兴旺。“淠史杭水滚滚
流，流来幸福流去愁；流来幸福满
河面，流去苦难不回头。”这
首民谣在灌区内广为流传，
表达了灌区人民爱淠史
杭、赞淠史杭的真
情实感。经过

多年的续建扩建，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已
经突破1000万亩，年产粮食600万吨。
刘伯承元帅曾为淠史杭工程题词：“淠
史杭是这一地区广大群众作出光芒万丈
的基本建设，给予子孙的长远幸福和全国
的雄伟示范。”并为淠河总干渠渠首横排
头工程题词：“丰收之源”，这是对淠史杭
灌溉工程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形象概括，也
是对淠史杭精神的由衷赞美。
(作者系中共六安市叶集区委党校副

校长)

坚持人民至上 弘扬淠史杭精神
臧玉多

“一定要把
淮河治好”，淠史

杭工程在毛泽东同志
号召治淮的背景下应
运而生。大型水利工程均
有泽被后世的深远影响，

淠史杭工程的修建泽被淮河
两岸人民至今，将曾经的旱涝

肆虐蜕变为如今的安澜清波，
工程之巨与泽世之宏令其得享

“古有都江堰，今有淠史杭”之珍
誉。

新中国成立之初，万重困难，资
金、专家、技术、设备，无一不缺，“不
干”淠史杭工程有千万种理由。然
而，“解百姓之苦”的强烈使命，驱动
工程的主要决策者曾希圣、杜维佑、赵
子厚等排除万难，决心施工。他们带领
皖西人民历经14个严寒酷暑的残酷考
验，不断挑战人类生理与心理的极限，
最终造就“水在岗上流、船在山上行”
的“人间天河”奇景，炼铸了“自力更
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

“淠史杭精神”。
广大群众是工程建设最大的依靠。

淠史杭工程修建时期，一般每天50万
民工上工，最高时达到80万人，其中包

括战斗在工地一线上的10万妇女。当
时没有标着等高线的地形图参考，找水
准点、选线、测量，全靠技术员脑袋里
的“图纸”，对照当地实际地形地物摸
索测量。为了克服地形不熟的困难，技
术员测量到哪里，就请当地一位领路导
线的“地理通”，这些“地理通”多数是
过去到处帮工扛活的老贫农，对当地的
山山岗岗、坑坑洼洼，都了如指掌。当
时缺少机械工具，上工民众愣是自制出
94种60多万件工具，有像坦克履带式
的运输机，有顺着轨道爬的滑车，有利
用风力旋转的绳索牵引机，有绞架式动
力运土器，有人踩的大鼓车，也有用手
摇的、脚踏的循环运土器。群众的智慧
之花，在淠史杭工地上遍地开放。因资
金缺乏，当地百姓更是作出巨大牺牲，
几乎无偿地提供着各种后勤保障工作，
为了修渠放弃坝上的祖上良田，为了续
建拆迁祖屋，为了守护合肥和六安“大
水缸”源头活水质量，六安渔民放弃祖
祖辈辈的养家方式。

党员干部是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
工程建设中的诸多难关工程，非亲身实
地勘察不可，赵子厚因其对图纸上凡标
注为切岭和填方之地，必定实地勘察，
而被誉为“淠史杭的活地图”。有一次

因勘察太累，他倒在田间昏睡一夜。年
轻的技术骨干顾孝慈、魏安华等，他们
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拼搏精神，持续
严谨深入的调研精神，不断精研科学技
艺的钻研态度，令人敬佩。为了打通沣
西干渠，刘克斌不惧流沙，冒着被流沙
掩埋的生命危险，实地勘察，终于找到
渠底铺石的方法，攻克了白龙井的流沙
难题，实现白龙井切岭工程的成功。为
了破解“黄礓土”挖土难题，刘美三反
复试验劈土法，终于提升数十倍挖土工
效。冯克山为了队友安全宁愿牺牲自
己，一个人排除哑炮险情，被誉为“爆
破队长兼除险队长”。台德贤老站长为
了探索大型防雨防鸟棚建造，整天埋首
资料堆，苦思联想到军用雷达车调试的
伸缩棚，终于以最低造价建成当时国内
最先进的两座防雨防鸟棚，赢得前来检
查的世界银行官员赞叹。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无论是建国初百废待兴之时，还
是迈入民族复兴征程的新时代，淠史杭
人一代代的坚守与牺牲、探索与奉献，
滋养丰富着“淠史杭精神”。淠史杭灌
区的管理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
水兴水系列重要论述，加强节水型灌区
建设，成效显著，有效灌溉面积得到大

幅增加。灌区持续改革
创新，以“互联网+”“大数据”
思维为引领，实现了灌区管理
由经验型向智能型、现场人工向
远程调控的转变。2020年10月，安
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与华为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搭上5G网络等新技
术发展快车，正在构建数字化、智能
化、智慧化的“数字灌区”智慧管理体
系。

以建国初的艰难环境和技术条件，
淠史杭工程竟采用深切岭、高填方、架
渡槽、挖涵洞、建倒虹吸、修水库、挖塘
堰，几乎涵盖水利建设中所有的工程类
型，因其工程复杂之巨与难度之高被誉
为“水利工程博物馆”。可以说，她凝结
了中国人民治水由“障”至“疏”到“堤”
的思想智慧，更融汇了皖西人民千百年
不屈的精神价值。以此意义言，淠史杭
精神与大别山精神一脉相承。技术文明
的进步以指数级增长呈现，而人类的精
神品格却并非以直线上升之态展露，这
或许正是人类需要不断从历史中汲取
精神智慧给养的理由，也恰是而今回溯
追忆淠史杭工程建设创造人类奇迹感
人历程之价值。

(作者系皖西学院教授)

跨越甲子的精神丰碑
———“人间天河”淠史杭

傅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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