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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形、地势和气候因素影响，历史上的皖
西、皖中地区饱经水旱灾害肆虐。1950年，淮河爆
发流域性特大洪水，引发千万民众流离失所。新中
国成立后，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4座山谷
水库陆续兴建，虽然改善了农业灌溉等条件，但淠
河、史河、杭埠河流域的水旱灾害没有得到根治，
加之淮河水倒灌，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1958年，皖西、皖中地区发生严重干旱。面对灾
情，中共六安地委坚持问题导向，迎难而上，自力
更生、发愤图强，开始谋划筹建淠史杭灌溉工程。

淠河、史河、杭埠河三个相互联系的灌区形成
的淠史杭灌区即淠史杭工程，位于安徽省中西部、
河南省东南部丘陵地带，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
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是全国三
个特大型灌区之一，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丰
碑，也是新中国减灾兴利史上的丰碑，是六安乃至
安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更是六安人民智
慧与力量的体现。其中史河灌区，东至淠河与淠河
灌区隔河相望，西与同水源的梅山灌区为邻，南起
金寨县江店至六安分路口(今属裕安区)一线，北
抵霍邱沿淮一带。灌区的主要水源来自梅山水库。
灌区控制面积3526平方公里，灌溉面积285万亩，
相当于史河灌区内耕地总面积的92%。皖西人民
在淠史杭工程中的奋斗，凝结出自力更生、顽强拼
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
在史河灌区枢纽工程修建中，位于今叶集区(时属
霍邱县)的史河灌区内平岗切岭、普荫寺切岭、白
龙井切岭这“三个切岭”工程建设，典型而集中地
体现了伟大的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
自力更生——— 为国分忧，把工程建设放在以

自身力量为主的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来作
为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生动写照”和“显著特征”。“三个切岭”典型展
现了“自力更生”这样的“生动写照”和“显著特
征”。

淠史杭工程建设之初，正值庶事草创的新中
国成立之初，国家比较困难，工程没有纳入国家和
省的建设计划。皖西人民考虑国家的困难，不向国
家“等靠要”，为国分忧。工程施工所需人才、技术、
物料几乎全部依靠皖西地区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
艰苦奋斗、千方百计自筹解决，平岗切岭工程更是
这样。史河灌区以梅山水库为补给水源，灌区大动
脉史河总干渠自红石嘴出发，穿越史、汲河分水
岭，分出汲东、沣东、沣西三大干渠，灌溉史河和淠
河之间豫皖两省383万亩丘陵、岗地、农田。平岗
就是史河干渠通过史、汲河分水岭的作业地点。工
程计有土方276万立方米、石方67万立方米。1958
年9月下旬，霍邱县委、县人委在工地上设立指挥
所，调集叶集、姚李、三元等6个公社5万余民工合
力攻坚，工程原本预计用时三年，主要通过霍邱等
地人民自力更生和艰苦努力，仅用了8个月的时
间完成工程。白龙井切岭由霍邱县三元公社(今属
叶集区)水利团5000民工负责施工。工程从1958
年冬季开始，历经3年，于1961年春季完成。
顽强拼搏——— 不畏艰险，以发愤攻坚作为突

破工程系列瓶颈的灵魂
平岗切岭、普荫寺切岭、白龙井切岭这“三个

切岭”工程建设从各自整体工程到每个工程的相
关环节，都有看似不可战胜的艰险，构成了工程建
设过程中的一系列瓶颈。

从各自整体上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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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岗岭位于史河总干渠中间，汲东、沣东、沣西三
大干渠之首，是史河灌区的咽喉，位置又十分重
要。工程设计在平岗切开2500米、宽60米、深25 .6
米的岗岭豁口，劈山切岭，相当于在岗岭上挖出八
层楼高的山口。普荫寺切岭系史河总干渠工程之
一。切岭深度10米，包括两端的填方工程。白龙井
切岭系沣西干渠工程内容之一。切岭长930米，最
大切岭深度17米，其中王大塘、墩子庙、白露丘三
处属于大填方工程。这些工程无论是体量还是施
工难度，都不是“艰险”二字能够描述的。这本质上
构成了工程的总瓶颈。

从施工过程来看，霍邱县长邹立汉在领受平岗
切岭工程任务时表态：“霍邱人民宁愿苦斗，不愿苦
熬，任务再大再难，我们也要斗！”爆破能手冯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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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岗切岭
工程开工不久，由于遇到大面积风化石，施工难度
极大。特别切岗深度进入10米以下，难度陡增。叶集
民工团共挖27眼6-9米深的竖井，每眼井底4个横
室，共装1 .8万斤炸药，试验放大炮松动土石，放炮
时方圆40华里人畜出屋避险。这一炮炸成长320
米、宽20米的大沟。而后加强爆破队由原来12人扩
充为64人，以渠线分层长度为准，分配力量开展全
线爆破，直至设计渠底。随着大爆破成功，“一炮成
河”！平岗岭被炸“翻”了。约3000米长的渠线到处
堆满新土碎石，散发着浓烈的火药硝烟气味，几万
名“战士”立刻投入抢运石料的战斗。

当时霍邱县平岗切岭指挥部组织指挥11个水
利团、5万多人在平岗岭上摆开战场，同时参加施
工，平均每米工段合民工17人。虽然施工环境恶
劣，缺衣少食，但战士们斗志昂扬，工地上到处红

旗招展，车轮滚滚，空中不时激荡嘹亮的口号:“红
军不怕远征难，我们不怕岩石坚。谁英雄谁好汉，
平岗岭上比比看!”“修好淠史杭，引来幸福水，挖
开平岗岭，不获全胜不收兵”。指战员们群情激动，
一起高唱:“治水大军志气壮，千里丘陵摆战场,立
下愚公移山志,手牵龙王上山岗”。

1959年4月，为响应指挥部“增兵调将，决战
平岗”的号召，叶集团常备民工增加4倍。叶集公社
迁到平岗叶集民工团团部办公。决战平岗时，霍邱
县城关人民公社副书记刘元如、人武部长张金堂，
亲自带领援兵来到平岗。其他人民公社也给自己
的民工团增添了2到3倍的兵力，6个团共5万人，
分日夜班奋战平岗。

1959年5月初，接上级指挥部指示———“平岗
切岭要快挖通，快放水，快受益”，平岗正岭头的作
战指挥室更忙了，高音喇叭更响了。指挥所副指挥
李明义按夜间打竖井进度，每天从3点半钟就开始
逐团逐营通知抬炸药、催打井、装药包、拉火(电)
线，填炮眼，直至中午12点钟一齐放炮；指挥所书
记邹立汉、副书记郜德才、指挥周振华等同志，日
夜轮流在指挥室值班，规定大平岗岭的6个民工团
团长、政委(或副团长、副政委)分两班，每隔两小
时，来指挥室汇报一次工程进度。

1959年7月27日，在老史河胡庄拦河筑坝，引
老史河水进入史河灌区总干渠，帮助金寨、霍邱抗
旱。水到平岗过不去了，有的工段只见一层薄水，
有的工段渠底还高，上级要求平岗岭要赶快挖通，
无奈，只有缩小河床断面，垂直向下挖小断面通
水。邹立汉书记、郜德才副书记、周振华指挥，分段
亲自带领民工团团长、政委扛测尺，下水测量河底
高程。3天后更紧张了，河底越挖越深，河坎越挖越
陡，人山人海，5万人一齐参加拼搏战，每一米工段
有十几个人，放炮不能放，各种运土工具用不上，
只有在河两岸陡坡上，人接人排成人梯，把土石一
筐筐、一块块地向上传。

奋战七天七夜，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8月8日中午12时，以底宽6-8米的小断面挖通了
平岗岭，以每秒钟24立方米的流量，把“喜水”送
过了平岗。喜水激荡着欢畅的群情，周振华、万国
干、郜德才、李培国、张远振等跳到水中，从平岗西
头游到东头；原孟集区委副书记、平岗副业场负责
人赵本道亲自带领副业场100多名群众，下水打
捞石头，让水流快些；站在水里、站在河坎和岗岭
上的几万名水利大军，顿时欢腾起来，高喊“平岗
通水了，我们胜利了，共产党万岁!”拍手称快声此
起彼伏，有的发出高亢的歌声，富有诗意的人欣然
赞颂“平岗是山岗，今日变河床，若无共产党，想
也不敢想”!

平岗切岭工程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
式，6个民工团参与攻坚，每团下设营、
连、排，每一层级都成立了党组织、
共青团和妇联等群众组织。充分
发挥党群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领导带头攻坚克难、注
重宣传发动鼓舞群众斗
志，是平岗切岭工程的
三大“精神法宝”。

普荫寺切岭
由“妇女野战营”
承担。“妇女野
战营”由霍邱
县妇联会组
织，由全县
各 公 社
女民工
600多
人 组

成，由陈国芬任营长，承担240米工段的切岭土任
务。陈国芬带领“女兵”，推广打桩劈土法切岭，同
男劳力一样操纵独轮倒拉器、自动推土机和人畜
力牵引运土机等工具施工。1959年4月，切岭和填
方工程完工，陈国芬“妇女野战营”受到全国妇联

颁发奖旗的嘉奖。1959年冬，“妇女野战营”增至
800人，改称为“妇女野战团”，又继续参加重点工
程会战。普荫寺切岭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妇女能顶
半边天”。

包括叶集在内的霍邱党组织和人民不畏艰
险，将发愤攻坚作为突破工程系列瓶颈的灵魂，生
动地体现在“三大切岭”工程施工的全过程。“三大
切岭”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发愤”展现到极
致。
牺牲奉献——— 鼎力捐躯，将工程建设视为自

己家事不计代价与损失
“牺牲奉献”的精神元素在“三

大切岭”工程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一方面是

“鼎力”，即霍邱特别是叶集人民群众将工程建设
视为自己的家事，不计较任何代价与个人损失，在
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作出最大奉献。一是“三大切
岭”工程所在地的人民群众无怨无悔让出土地，奉
献家园。与淠史杭工程中的前提工程项目一样，在

“三大切岭”工程施工的地方，使用耕地、搬迁房
屋、迁移坟墓、挖压庄稼等各项工作畅通无阻，特
别是移民搬迁，只要是工程建设需要，在世世代代
居住的土地上，群众说搬就搬，全力支持。二是在
工程施工过程中，“三大切岭”工程参战人民群众
不畏极端艰苦艰险的环境条件为工程作出巨大的
努力；在包括“三大切岭”工程在内的整个淠史杭
工程兴建过程中，农民免费投工投劳、自筹石料、
水泥、炸药等。农民的各种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大
半。平岗切岭工程更是这样。1959年4月，为“增兵
调将，决战平岗”叶集团常备民工增加4倍时，叶集
男和女、整劳力和半劳力全上，包括年逾花甲的老
人和未成年的孩子。
另一方面是“捐躯”，即参加工程建设的人民

群众，有的人特别是有的妇女落下不可逆的伤病，
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岗切岭工程上马不久，

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地方庄稼绝收，民工
们靠地瓜蔬菜甚至野菜充饥。省里每人每天补助2
两5钱大米，就靠这些极低的生活保障，民工们勒
紧裤腰带，光脚施工，赤膊上阵。一些民工因寒冷、
中暑、过劳而永远地倒在工地上。即便如此，平岗
切岭工程还是提前完工。它和叶集境内的普荫寺
填方工程、侯堰头地下涵工程、白龙井治流沙切岗
工程、蒋刺林子填方工程一起，形成壮观的人工奇

迹，保证了灌溉百万亩良田的岗上天河顺利建成，
造福子孙。

工程建设者舍生忘死，无怨无悔。在淠史杭工
程建设中，涌现出一大批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英
模人物。他们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攻坚时刻冲锋
在前，知难而进，迎难而上，让青春和生命在牺牲
奉献中闪光。
科学求实——— 实事求是，用科学规律支撑工

程效率提高与质量优良
“三大切岭”工程是改造河山，让自然为人所

用的壮举，时时处处充满着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
但也时时处处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求真务
实的科学精神。

淠史杭工程设计大胆采用了南方丘陵山区独
有的灌溉工程系统———“长藤结瓜”式系统。系统
中，渠道如“藤”，水库塘堰如“瓜”，渠道纵横，塘堰
星罗棋布，再利用各种水利调节措施，源源不断引
水灌溉。“三个切岭”工程是淠史杭工程中为数不
多的几个主“藤”上三个特别重要的“节”。它是因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工程设计而得以出现。

“三大切岭”工程施工中，工程建设者们因陋
就简、土法上马，着眼于解决工程难题，进行了一
系列技术革新和创新。“洞室爆破”和“劈土法”、

“倒拉器”是平岗切岭工程施工的“三大发明”。
“洞室爆破”：先在岩石上凿4米深、1米见方的

竖井，然后在井底掏几个横洞做药室，每个药室装
上400公斤炸药，组成一个爆破群，联合起来爆
破。洞室爆破法，一炮可炸石30000多方。

“劈土法”：先在作业面下方挖一条长沟，然后
在沟里向土方挖进一到两尺，形成空脚，再在作业
面上方地面一到两尺的地方钉木桩，钉入一定深
度，岗土涨裂，自动倒下。

“倒拉器”：从低处往高处运土的工具。在高坡
倒土处安装一个滑轮，两人通过从滑轮穿过的绳
子使用一辆车，一人向上推，一人肩背绳子向下
拉，变向上费力为向下省力，使几百斤重的一车土
石，很容易地被送上高坡。

这“三大发明”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在运土工
具改革方面，除“倒拉器”外，还发明了履带式运输
机、轨道滑车、风力绳索牵引机、人踩打鼓车绞绳
拉土器、空中铁索输土器等18种工具。否则，高岭
大岗、渠深岸陡，爆破后的成千上万方的泥土碎石
要在短时间内由几十米的低处特别是渠底运至高
处，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科学求实，支撑
了“三大切岭”工程的效率。“三大切岭”工程建设
至今已过去65年，但工程如磐石一般坚固，完好
无损，展现工程质量的优良，这更是当年工程建设
者们坚持科学求实建设的结果。

“三大切岭”巍然在，精神芳泽被千秋。让我
们用“三大切岭”典型而集中体现的淠史杭战天
斗地精神，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

我 的
家 乡 在 六

安，幸在伟大
的淠史杭灌区之

内。家乡有三条河，
在淠史杭蜘密水系中
很不起眼，但它们却深

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50多年，涂抹不去。

九里沟
六安城北去往寿县方向九

华里的地方叫九里沟，就是过去
老六安电机厂、现在的六安长途客
运北站北边一带。那个地方那时确
实有一条弯弯曲曲、或宽或窄的河

沟，终年静静地流淌。
那沟很长，基本沿着六(安)寿(县)，往

上通往上游的六安城，往下通往我小时候
活动范围之外。那时河水还比较清，因上游
与淠史杭干渠、淠史杭支渠之一的九里沟进
水闸以下的新河相通。这沟其实是河，大概是
它在九里沟之上之下如细带如折肠像是沟。
不过在我们村庄这里最为显眼，宛若大胃，弯
如月牙，宽若大湖。满湖的鱼虾龟鳖，满湖的荷
叶莲藕。春夏用竹床笆、用网在沟的缺口处一会
儿便兜了成稻箩的鱼，用泥鳅用青蛙在河的两
岸一夜可钓几十条大大小小的黑鱼。藕荷给我们
带来几个月的快乐，初夏开始尝大人指头粗细的
藕箭，接着品婴儿手臂白嫩的藕宝宝，再啃小碗口
粗的香甜的大藕。闻嗅满湖荷叶的清香，吮吸躲藏
在绿荷中间随风时隐时现的大白鸽一样的荷花的
芬芳。莲子从嫩苦嫩苦吃起，到香甜到板涩到硬
苦，乐此不疲。这里虽然给人不少乐趣、给庄子里
有鱼有藕的经济收获，然而，这里并不适合大人们
洗澡和孩子们戏水，因为沟里有城市生活排水，水
不干净，水浅都没有淤泥深。

但庄户人家农业生产却离不开这沟里的水。
如遇大旱天，两岸的稻麦油菜水渠供水不足，社
员就从这河沟里往上提水，起初是用木质水车长
龙一样往上吸水，虽然要摇动双臂很是吃力，但
毕竟可以取到水。后来改用电动水泵就又快又省
力了。社员自留地里的蔬菜需要水喝，各家每天
早晚都喜欢挑河沟里的水，因为取水方便不说，
这水还有“养分”肥菜。遗憾的是，这条沟后来随
着城市的扩容，特别是上游几个工厂的建立最终
演变为大堰河了。河沟那个像胃的部分现在成了
市城北污水处理厂的主体部分。

大人们洗澡、小孩子们洗澡是在另外两条叫
做“河”的地方。

新 河
从我老家往西不远处是淠河，这是一条我们

小时还放排、行船的古河。因为河岸河堤都是黄
沙，所以我们打小都叫它“老沙河”。而从我们生
产队田地东面穿过的宽窄匀称的那条人工河是
我们相对叫它“新河”。

新河是淠史杭干渠的一条支渠，从优美、宏
伟的六安九里沟进水闸分流而下，一路向北直通
寿县正阳关。我是上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打我
记事起这条河早已存在，听父辈们自豪地说是他
们挖出来的，沉重地说是他们拿汗和命换来的。

每当汛期干渠水位超警戒线时，进水闸便开
闸泄洪，洪水像千万匹脱缰的野马，从几个闸孔
咆哮而出，带着鱼虾，先画个漂亮的抛物线，再轰
然落入几十米深的河床中奔腾而下，溅起的水雾
犹如春日密雨冲向两岸润湿树木花草，打湿人的
衣衫。这是我小时看到的最宏大最摄人心魄的景
象，以至于一个人不敢来此地。这时闸口以下一
段水面就可捡拾随水流飞下的鱼虾，它们晕了，
腆着白肚皮躺在水面喘着气，像人在仰泳。
河堤上长满各种青草，绿色浓淡不一，间或

栽种着杨柳、泡柳、臭槐、刺槐、白杨等许多杂木。
为了不让耕牛冬天长时间静卧，我们小时候每天

上午和下午都要将牛从河埂高坡的牛舍里将它
们呵起来，上了河堤骑到进水闸，再遛回来。其它
三个季节，则将它们在不劳作的时间赶到河堤上
呼哧呼哧翻卷大舌头啃食青草。夏天，我们一群
小伙伴时常跟着它们到新河里泡澡，或骑着它们
到对面河堤上吃草。我们的欢叫，常常把河里觅
食的鹅鸭惊得直叫，惹急了，大白鹅径直飞过来
叨啄我们。

一群大孩子带着弟弟妹妹在河里游泳是常
事，有展示狗刨的、有展示侧泳的、有展示仰泳
的，有展示潜泳的，还有展示踩水的；有时赛谁游
得远，有时赛谁游得快，有时赛谁闷在水里时间
久；有时还从伸到河面的泡柳上往下跳，下饺子
一样。那时的河坡不是水泥的，是黄泥土的，人在
水里没有力气了，慢慢划到河边拽着树枝或岸边
青草就能上岸。从九里沟进水闸往下4华里左右
是老田木船渡口，由此往下5华里左右是劳改队
水泥桥。这两处既方便了两岸群众，又是逗留看
风景、玩水竞技的好去处。
河堤每到一个大生产队就会被切出一个口

子，修一个简易的、一扇闸门的提水涵闸，水闸下
修有灌溉渠，顺着地势通往这个生产队的每一块
田地。由于新河地势高，田地地势低，只要涵闸闸
门一提，河水就从堤坝下的涵洞哗哗流进灌溉
渠，哪片田地需要水，用铁锹将某个支渠上游边
一挖水就去了。如果遇到连阴雨，就将涵闸一关，
在靠近水渠的田埂处用铁锹一别，打开一个缺口
水就顺着灌溉渠流到地势较低的小河里去了。所
以，自从有了这新河，除了发大水老沙河水倒灌
被淹的年景，在我的家乡确实是“闸一提，锹一
别，旱涝保收”。

小 河
大堰河在村子最西边，新河在村子的最东

边，大致都是由南向北。在这两条河中间从东往
西斜着一条小河，南起新河老田渡口，蜿蜒西斜
穿过田地和村庄，在下游汇入大堰河。三条河形

成“Z”字形。
小河在没有新河之前，是一条贯穿村庄土地

的低洼的堰冲，常年是烂泥田，也就是不干水的
洼田。后来有了新河，高处田地里多余的水都排
进冲里形成了河，越往下水越深。上游水浅，生产
队在这儿栽种茭白；再往下，经过队部和打谷场
集体养有群鸭；再往下，水面最宽最深集体养鱼。
在各段都放有莲藕，小河终年不干，莲藕终年不
绝。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小河给社员带来些
许口福。

因为河水由天然雨水和新河灌溉用水汇聚
而成，河道地势平坦又有几处堤坝截流，水流平
缓，因而水质尚好、水温不凉不热，水齐脖子深的
地方都不多。每到夏天男女老少都喜欢在这河里
洗澡、玩耍，许多孩子的水性最初都是在这里习
得的。

因为是活水河，鱼又不喂养，所以鱼都是自
然生长的。小河里鲫鱼最多，窄长窄长的、白亮亮
的，捉上来活蹦乱跳，汆出的汤又白又鲜。鲫鱼不
是钓上来的，而是下河摸上来的。下河前，先从田
地里搬出大土块扑哩倒咚扔河里，或是跳进河里
用手掌猛划水或是狗刨式游泳，尽量大动作地弄
出响声，鲫鱼会吓得一头扎进淤泥里。此时，贴着
地面摸，摸到鲫鱼动都不动，就可以一手掐头一
手掐尾把它“请”上岸了。

那时人们吃水还靠自然地下水。人们洗澡时，
在小河靠近村庄的岸边发现一眼泉水，便用泥土
围成一个井，支上石条方便村民担水。那泉水很
涌，非常清，冬暖夏凉。冬天井口冒着热气，去淘菜
一点儿也不寒手；夏天，加点糖精直接引用，凉冰
冰甜津津。我工作后的前几年，每天清早还得从井
里挑三四担井水回去，供一大家吃用。

如今，这三条河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水更清，
景更美，抗旱防涝的功能更强大！树木花草、稻麦
豆菜……在它们的滋润下更加茁壮！淠史杭、家
乡的河，在新时代依然绽放着蓬勃的活力！

““三三个个切切岭岭””见见精精神神
苗 键

家乡的河，抹不去的记忆
严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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