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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战天天斗斗地地淠淠史史杭杭 时时代代精精神神放放光光芒芒

巍巍大别山，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滔滔淠史杭，赶超发展斗志昂扬。
65年前，党和人民戮力同心，历经14年艰苦

卓绝的斗争，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治水壮举。横跨
长江、淮河两大流域，设计灌溉面积1098万亩，
皖豫两省4市17个县区受益，五万里人间天河由
此诞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
区，世界水利史上的伟大奇迹。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程，也是一场震撼人
心的战役。

万里长堤的每一寸，都浸润着皖西儿女的汗
水和热血。

滔滔渠水的每一滴，都见证着皖西大地的发
展与变迁。

站在65年后的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深情
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汲取接续奋斗的精神
和力量。

一一一幅幅幅伟伟伟业业业宏宏宏图图图

江淮分水岭，又称江淮丘陵，是秦岭、大别山
向东的延伸，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界线。自
古以来，分水岭两侧水低田高，雨水分布不均，无
雨则旱，有雨则涝。皖西和皖中丘陵地区，水旱灾
害频发。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这曾是六
安历史的真实写照。“一方盼水水不来，一方恨水
水不走”“命水不见面，废水冲破田”……一首首
无比苍凉的民谣，道出了江淮丘陵地区昔日的辛
酸。晒死鸡、死人堰、火龙岗……一个个充满血泪
的地名，印证了旱涝灾害给皖西人民带来的巨大
痛苦。

六安因水而生，治水历史跨越千年。水门塘、
安丰塘、七门堰、期思雩娄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
为抵御水旱灾害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在我国水利
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千百年来，在兴修水利、变水害为水利的道
路上，皖西人民一路艰辛、一路探索，形成了与天
斗、与地斗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不断书写着水
利传奇。

新中国成立后，兴修水利、根治水患成为治
国安邦大计，淮河流域综合治理被纳入其中。

为了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
大号召，安徽人民积极投入治淮工程建设。
1 9 5 2年 1月，亚洲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
坝——— 佛子岭水库破土动工，拉开了大规模治
淮的序幕。

伴随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水库的
陆续建成，蓄水防洪初见成效。与此同时，利用大
别山水库水源，开挖人工渠道，自流灌溉江淮之
间安徽、河南千万亩良田，一个宏伟的灌溉工程
构想逐渐形成。

中共安徽省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依托治
淮建成的几大水库群，建设一个跨越江淮分水岭
两侧、横贯皖中，由淠河、史河、杭埠河三大灌区
组成的特大型灌区——— 淠史杭。

一一一座座座精精精神神神丰丰丰碑碑碑
渴望美好生活的皖西儿女，开始了又一场旷

日持久、震惊世界的改天换地之战。
1958年8月19日，时任淠史杭工程总指挥赵

子厚，在横排头工地上挖下了第一锹土，由此揭
开了这场历时14年的伟大工程序幕。

淠史杭工程施工难度之大、作业环境之险、
兴建历时之久、要求标准之高，远远超出人们的
预想。据统计，10米以上的深切岭98处，最长3公
里，最深25 . 6米；10米以上高填方48处，最高填
高19 . 2米；最长的将军山渡槽全长894米；支渠
以上各类建筑物6万多座；中小型水库1200多
座、塘坝20多万座。

面对如此艰难的一项工程，皖西人民没有选
择退却，而是以逢山开路的勇气、逢旗必扛的决
心，以日最高上工80万人的壮举，完成了6亿多
立方米的土方工程。三大渠首、2 . 5万公里七级固
定渠道、6万多座各类渠系建筑物、1200多座中
小型水库、21万多座塘堰，形成了“长藤结瓜”式
的工程体系。

以黄继光、刘胡兰、铁姑娘等命名的6400多
个突击队、战斗队，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一
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彰显了皖西人民顽强
拼搏的无穷力量。

劈土法、倒拉器、洞室爆破法……一个个技
术革新、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每一寸渠道，每一处
涵闸，每一座渡槽，都凝聚着皖西儿女的无穷智
慧。

尊重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淠史杭工程
指挥部领导和技术人员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
根据皖西地形特点，提出放缓渠道比降，打破传
统5000分之一比降，创造性地采用20000分之
一比降，沿等高线布置渠道，使整个灌区自流灌
溉面积达到80%，实现了江淮区域水资源的高效
利用。

曾希圣、赵子厚、黄昌栋、刘美三、许芳
华……那些决策者、设计者和建设者，用青春和
热血，筑造了泽被后世的伟大工程。他们的汗水、
泪水甚至生命，早已汇入时间的长河，成为难以
忘却的回忆、弥足珍贵的情怀、催人奋进的精神
力量。

淠史杭工程建设中，老区人民再次发扬了牺
牲奉献的精神品质，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篇
章。据统计，为建设大别山区大型山谷水库、淠史
杭工程和沿淮行蓄洪区，皖西革命老区总共淹没
了50万亩耕地，搬迁了50万户居民。

十万民工战未休，填冲切岭绘鸿猷。辛劳冻
饿经风雨，汗水赢来碧水流。刘伯承元帅视察灌
区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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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篇篇篇时时时代代代华华华章章章
新中国建设初期，皖西人民绘就了以治淮和

淠史杭为代表的壮美篇章。新时期，老区人民创
造了人水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
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
水思路，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新时代治水，一
路征程一路歌。

殷殷期望，浓浓关怀。2016年4月24日，习近
平总书记带着对老区人民的无限牵挂，风尘仆仆
地来到金寨县大湾村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
叮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特别
是不能忘了老区。”

今年6月16日，省委书记韩俊来我市调研。他
动情地说，淠史杭工程是江淮儿女艰苦奋斗、自
力更生的一座历史丰碑，展示了老区人民永跟党
走、牺牲奉献的优良作风。要深入挖掘淠史杭工
程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讲好淠史杭故

事，赓续红色血脉，为老区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
量。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安徽考察六安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全
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统
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切实发挥好工程
防洪、灌溉、供水、生态等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
老区群众。

治水样板，靓丽名片。沿淮行蓄洪区建设、杭
埠河治理、淠河防洪治理、史河防洪治理……一
大批水利重点建设项目相继落地，累计投资超
100亿元。2022年，全市水利建设考核位居全省
第一，入列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先进。先后投资85
亿元，探索建立水管家、水当家的“水环境综合治
理六安模式”，荣获国家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等多项殊荣。

千里沃野，大国粮仓。65年来，淠史杭灌区累
计灌溉供水1786亿立方米。江淮大地良田沃土，全
省1/10的国土面积，生产了全省1/5的粮食，奠定
了安徽粮食主产省的重要地位。霍邱县稳居“安徽
产粮第一县”，连续10多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县
标兵”荣誉称号。淠史杭灌区17个县(区)中，寿县、
霍邱、肥西、庐江、长丰等县区荣膺“国家级商品粮
生产基地县”。淠史杭灌区已成为安徽省乃至全国
重要商品粮食基地、国家重要水稻生产基地，为筑
牢大国粮仓根基贡献了重要力量。

天一生水，泽润万物。淠史杭灌区是合肥市、
六安市的主水源，保障了1400万城乡人口饮水
安全。每年为区域内输送3亿立方米生态补水，形
成了覆盖1 . 4万平方公里的庞大水生态系统。
2021年10月，又一条专供合肥的调水工程龙河
口引水工程开工建设，届时将为合肥市每年新增
1 . 2亿立方米原水。优质的水源，吸引了迎驾集
团、华润集团建立矿泉水生产线，汩汩清泉正在
源源不断输往全国各地。

渠成水到，物华天宝。江淮果岭、六安茶谷、
西山药库……在粮食丰产的同时，六安正在全力
打造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供应基地。依托淠史
杭灌区的优质水资源，全市小龙虾产业蓬勃发
展，规模跃居全省第一，霍邱县被授予“中国生态
稻虾第一县”称号，这里形成了安徽省重点水产
品基地、皖西白鹅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优质羽
绒原产地和集散地。

长藤结瓜，奔腾不息。淠史杭灌区，串起了全
市两个5A级景区、26个4A级景区，红色土地变
成了“天然氧吧”,绿水青山化作了“金山银山”。
2022年，全市共接待游客4500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350多亿元。水利工程融自然与人文于一
体，青山、绿水、红土地交相辉映。生态文明、文化
旅游，持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新时代答
卷。

亲水宜居，文明相伴。城南水利枢纽、淠河梯
级橡胶坝、淠河国家湿地公园……有了幸福水，
群众笑颜开。加快推进与引江济淮、江水西调互
联互通及数字灌区建设，节水、生态、智慧、共享、
魅力的现代化灌区正在形成。2019年淠史杭灌
区被中国灌区协会授予“最具时代精神的魅力灌
区”称号，2021年入选第四批“国家水情教育基
地”，2023年灌区横排头渠首入选首批水利部

《红色基因水利风景区名录》。
江淮大地因水而兴、由水而美。如今，行走在

皖西大地，淙淙的清水沿着大大小小的渠道，流
向无垠的农田、美丽的乡间、繁荣的城市和百姓
的心田。

丰碑永铸，精神永存。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画卷中，皖西人民传承和弘扬淠史杭战天斗地精
神，大力实施绿色振兴赶超发展“八大工程”，奋
力推进六安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去。

青青山山绿绿水水红红土土地地 人人间间天天河河淠淠史史杭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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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年代，皖西儿女
牺牲奉献，改天换地，迎来了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
立后，皖西人民顽强斗争，战天
斗地，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人间
天河”，树立了治水安民的历史
丰碑。当前，六安正处于绿色振
兴赶超发展的关键期，全市上
下要传承和发扬淠史杭战天斗
地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持续在斗争中彰显赶超发展的
磅礴力量，奋力实现在现代化
进程中不掉队、赶上去。
在战天斗地中彰显赶超

发展的磅礴力量，需要全市上
下步调一致、攻坚克难，坚决
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
里。”为了响应毛主席“一定要
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皖
西人民积极投入治淮工程建
设，省委作出修建淠史杭工程
决策后，六安地委吹响战斗号
角，近百万民工、干部和职工，
成立近万个水利团和以黄继
光、刘胡兰、穆桂英、铁姑娘等
命名的6400多个突击队、战斗
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工地。
领受任务的爆破能手冯克山，
更是立下军令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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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皖西人民
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
党走。当前，六安处于厚积薄
发、动能强劲、大有可为的上
升期、关键期。全市上下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安徽考察六安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工作要
求，大力实施绿色振兴赶超发
展“八大工程”，深入开展“五
大”要求、“六破六立”大学习大
讨论，咬定目标不放松,一以贯
之抓落实，紧盯质量、速度、位
次、激励项,拉升标杆、创新创优，努力把
工作干出样子、干出成效、干出胜势。
在战天斗地中彰显赶超发展的磅礴

力量，需要全市上下敢打敢拼、一往无前，
真正做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深切岭、
高填方、架渡槽、挖涵洞、建倒虹吸……
80%以上实现自流灌溉，施工难度之大，作
业环境之险，兴建历时之久，要求标准之
高，简直世所罕见。面对如此艰难的工程，
皖西人民没有选择退却，而是以“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拼劲，肩挑手抬、劈山开
渠、筑坝建闸、引水上岗，让大别山的水按
照人民的意愿流进绿野平畴。历史证明，
皖西人民始终有着逢山开路的勇气、逢旗
必扛的习惯。当前，六安绿色振兴赶超发
展处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
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慢进是退、不进更
是退”的紧迫感,坚持带着干、教着干、盯着
干,坚决啃下“硬骨头”、踢开“绊脚石”、铲

除“拦路虎”,以“舍我其谁”的
斗争精神 ,努力创造出色、出
彩、出众的一流业绩。
在战天斗地中彰显赶超

发展的磅礴力量，需要全市上
下知重负重、苦干实干，始终
做到“宁愿苦斗，不愿苦熬。”
淠史杭工程兴建之初，正值国
家经济困难时期，也未纳入国
家计划，得不到国家物质支
持。按照当时条件，可以找出
上百个理由不干淠史杭，干，
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老百
姓需要淠史杭。口粮自己带，
工具自己造，炸药自己炒，水
泥自己烧……时任霍邱县长
邹立汉表态：“霍邱人民宁愿
苦斗，不愿苦熬，任务再大再
难，我们也要斗！”年仅42岁的
淠史杭工程总设计师黄昌栋，
积劳成疾，只剩3个月生命时，
仍在病床上提出了40多条建
设性意见。实践证明，只要知
重负重、苦干实干，就能把一
切“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前,
六安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
进步,但“六安之痛”仍挥之不
去。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发愤
图强、埋头苦干的“六安之志”,
紧抓政策叠加、优势明显的
“六安之机”,巩固速度加快、再
上前头的“六安之势”，把干事
和担事作为一种境界、一种追
求,困难面前不退却,挫折面前
不气馁,遇事不推、临难不避,
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担
得起重任，全力推动各项工作
走在前、作示范。
在战天斗地中彰显赶超发

展的磅礴力量，需要全市上下
迎难而上、奋勇争先，全力做到
“水涨一寸，坝高一尺。”1959年
3月，龙河口大坝施工,连降大
雨,水位陡涨,施工难度加大,舒
城县以8万人大会战的态势,夺

取了“水涨一寸,坝高一尺”的赫赫战果。皖
西儿女肩挑手扛，以平均日上工50万人、最
高日上工80万人、累计投入4亿工日的拼搏
奋战，以平均每亩不足40元国家投资，完成
了近6亿立方米的土方工程，历时14年，建
成了全国最大灌区，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
的伟大奇迹！事实证明，奇迹都是拼出来、
干出来的。当前，六安正在全省16个市、长
三角40个市的赛道上同台竞技。尤其需要
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
领,奋勇争先，迎头赶上，持续推动“链上大
合肥、融入长三角、牵手大上海”,全力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
忆往昔,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年代,

皖西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历经千辛、排除
万难,修建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天河”；看
今朝,波澜壮阔的新时代，老区干群勠力
同心、斗志昂扬,持续书写绿色振兴赶超
发展的高质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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淠史杭灌区是新中国成立后 ,建成的亩均投资最低、灌溉面积最
大、唯一跨省跨流域的特大型灌区，也是世界七个特大型灌区之一，有
效灌溉面积1060万亩，惠及皖豫两省4市17个县区。
工程艰巨程度世所罕见。以日正常上工50万人、日最高上工80万人

的艰难奋战，又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完成了近6亿立方米的土方工
程，创造出“人间奇迹”、“人间天河”，孕育形成了“自力更生、顽强拼
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
淠史杭灌区自1958年开工至1972年基本建成，历时14年建成，以宏

伟科学的灌排体系，彻底改变了灌区内十涝九旱的贫困面貌，把荒岗连
绵的江淮丘陵地区变成了年产超百亿斤的大粮仓，区域内千万人口喝
上清洁的水源，昔日干旱贫瘠之地变成了流水潺潺的岭上江南。

淠史杭工程彪炳千秋

88月月1166日日上上午午，，无无人人机机航航拍拍的的淠淠河河总总干干渠渠裕裕安安区区苏苏埠埠镇镇段段，，干干渠渠两两边边的的稻稻田田在在河河水水
的的滋滋养养下下郁郁郁郁葱葱葱葱，，一一片片丰丰收收的的景景象象。。

本本版版图图片片由由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岳岳阳阳 通通讯讯员员 蒋蒋常常虹虹 摄摄

淠淠史史杭杭工工程程开开工工建建设设6655周周年年

横横排排头头渠渠首首工工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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