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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刚过没多久，六安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邀请大别山舰受表彰的军人及其家属来
到六安 ,实地探访皖西烈士陵园、皖西博物
馆、佛子岭大坝等充满革命记忆的红色沃土,
开展了一场荣誉家庭寻访第二故乡的红色之
旅。作为陪同人员的我跟随着上海来的“家人
们”一起登上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大坝”。

佛子岭水库位于淮河支流淠河东源，兴建
于1952年1月，1954年11月竣工，坝址以上控
制流域面积1840平方公里，总库容4 . 91亿立
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治理淮河的第一个
骨干工程，被誉为“新中国第一坝”、“亚洲第
一坝”、“远东第一高坝”，在百废待兴的共和
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们一行19人沿着台阶攀登上去，每一
步虽很轻松，但能感受到每个台阶都凝结着
当年先辈们修建大坝时的千辛万苦和百折不
挠。登上坝顶后，俯瞰四方，景色尽收眼底，水
库四周青山如黛，树木葱茏，风光旖旎。大坝
如长龙卧波，横跨于河水之上，与不远处的大
桥遥相呼应。雄伟的大坝与秀丽的山水，人工
的奇迹与大自然的雕琢共同打造出让人心旷
神怡的湖光山色。面对如此雄壮俊美的佛子
岭水库，大别山舰领队张会根的爱人赵婷婷
感慨颇深地说 :“难以想象在那个艰苦的年
代,先辈们是如何完成这样巍峨壮丽的伟大
工程的,真是让人敬佩不已!”

红色之旅结束后，我还是久久不能忘怀站
在大坝上的自豪之情，深深地折服于先辈们
淠史杭战天斗地的伟大精神和“自力更生、顽
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优良作风。

沧海横流显砥柱
——— 自力更生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柱石

淠史杭工程修建已历经十数年，土石方量
达数亿立方米，工程量和投入的人力、物力巨
大，施工过程艰险异常，是改山换河的伟大壮
举。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此庞大的人力、物资
调配和后勤保障工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
代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江淮儿女紧紧围绕着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中心任务，顽强拼
搏，勠力同心，以时任六安地委书记杜维佑、
专署专员赵子厚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江淮

社会各界，以巨大的勇气和决心组织动员数
十万的人民群众，汇聚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
科学组织工程实施，自立更生、艰苦奋斗，造
就了人间奇迹，造福了千秋万代。

劳动者以铁锹、十字镐、独轮车等原始工
具，肩挑人抬,用信念挖开一条条渠沟，垒起
一块块渠石，筑起一座座塘堰，建起一座座水
库……

狂飙为我从天落
——— 顽强拼搏是成就事业的精神品质

淠史杭灌区由三大渠首、2 . 5万公里七级
固定渠道、1200多座中小型水库和20多万座
塘坝、6万多座渠系建筑物组成，总投资5 . 92
亿元。在工程上马之前，其领导决策班子虽然
不会对总工程量和投资规模有精确的预料，
但对总体规模及面临困难等无疑是心中有数
的。但始终秉持将皖西“十年九旱”的贫瘠之
地变成旱涝保收的丰裕粮仓的决心，他们敢
想敢干，在重重困难面前没有丝毫退却。

在历时14年的淠史杭工程建设中，数以
十万计的默默无闻的建设者，在严重的自然
灾害面前，在缺吃少穿、工具落后、环境恶劣、
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不惧艰险，克服困难，顽
强拼搏，迎难而上，谱写了一曲战天斗地的英
雄壮歌。

天翻地覆慨而慷
——— 牺牲奉献是成就事业的力量源泉

淠史杭工程修建日均上工人数50万、最
高日上工人数80万、累计4亿工日；修建期间
群众热情高涨，涌现出了众多青年突击队、突
击连，奋战在工程最艰险处。没有人民群众的
积极参与，没有人民群众不怕牺牲，敢于牺牲
的执着信念，就不可能有“人间天河”淠史杭
的诞生；淠史杭，凝聚无数人民群众巨大辛
劳、巨大心血和巨大牺牲的大型水利工程，像
一座丰碑一样向世人昭示：江淮儿女在日正
常上工50万人、日最高上工80万人的“人民治
水”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换来了如今的近
6亿立方米的新中国最大灌区淠史杭工程。

这场“人民治水”战争中，无数治淮人舍
小家为大家，日夜奋战在建设一线上。他们中

有青年，有妇女，有老人，还有孩子，男女老幼
齐参战。“青年突击队”“刘胡兰战斗连”“娃娃
战斗组”“夕阳红战队”随处可见。在佛子岭、
梅山、响洪甸、磨子潭、龙河口，在横排头、红
石嘴、梅岭、牛角冲……到处红旗招展，热火
朝天。

乱云飞渡仍从容
——— 科学求实是成就事业的根本途径

淠史杭工程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成
的，且在50多年的管理运行中发挥了巨大效
益，这得益于当年工程建设者和管理者实事
求是、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创新创造的精神。当
年的决策者们组织少的可怜的技术人员，利
用简陋的器材，跋山涉水、夜以继日进行勘察
设计，不仅高标准地保证了工程质量，还在实
践中培养了一大批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队
伍。淠史杭工程中，建设者们自发广泛地开展
施工工具和施工方法创新运动。淠史杭工程
中，民工群众发明了专攻切岭工程的“洞室爆
破法”、专攻“麻僵土”的劈土法，研制了垂直
运输工具“倒拉器”，先后涌现了1 . 1万多名能
工巧匠，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克服了工程建设
中的千难万险。

在科学求实的旗帜引领下完成了6亿立
方米的土方工程作业量，建起了纵横皖西、横
贯皖中的由“5大水库、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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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1200多座中小型水库、21万多座塘堰”组成的
蓄、引、提相结合“长藤结瓜式”的庞大灌溉系
统。创造了人间天河淠史杭的伟大奇迹。

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作
为新时代青年党员干部，要根植自强不息的
红色基因，勇于奉献，赶超奋进，自觉做淠史
杭精神的继承者、播种者、践行者。淠史杭工
程的伟大奇迹，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
宗旨，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我们作为老
区六安这片青山绿水红土地的守护者，要传
承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迎难而上、奋勇争
先，为全力推动六安绿色振兴赶超发展贡献
青春力量。

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如今淠史杭工
程不仅承载着老一辈的顽强精神，更成为与
时代共奋进的红色血脉。今年是纪念延安双
拥运动80周年，大别山舰与六安老区人民在
淠史杭工程中凝聚起山海两地军民团结如一
家人的强大合力，为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注
入了新时代的双拥印记。

淠淠史史杭杭工工程程里里的的双双拥拥印印记记
袁治国

朋友如果您是梅山人，我相信大脑里最有
美感和诗意的记忆应该就是梅山的史河吧。它
发源于金寨大別山北麓，一路蜿蜒曲折而柔美
地前行着，最终注入淮河。从源头流出后，这一
方儿女世代围绕着史河灌区辛勤劳作，繁衍生
息。

早晨，史河醒来清澈而安靜。我喜欢伫立
河边，与它融为一体，在延绵的山峦中，晨阳已
经露脸，它像是在焊接，想把那些镀金边云霞
固定在山尖上，那炫目的焊花一会儿，一闪一
闪，溅落水中。

早晨，就是史河最美好的时段，此时它情
绪饱满，神气活现。阳光完全温暖了整条河。成
群鸟儿在河滩和河边结伴戏飞游水，捉鱼觅
食，吱吱喳喳，似感恩大自然，亦或致敬人类，

依赖这方青山秀水生活繁衍。
春天，小伙伴们聚在河堤边，看桃花红梨

花白看柳叶绿，看山看水看小船悠悠捕鱼的人
儿，还偶尔会折柳条编帽子，你一个我一个，戴
在头上装扮小红军打仗的游戏童趣十足。大一
些孩子，还教唱儿歌或者拿着素描本涂鸦写
生，童心世界欢乐多多。
记忆犹新的是六年前那个春雨贵如油的

时节，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车队从史河边缓缓
驰来，远山上映山红大片大开得正艳，红的似
火，粉的似霞，他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
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
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
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打好扶贫攻坚战，要采取稳定脱贫措施，建立
长效扶贫机制，把扶贫工作锲而不舍抓下去。”
总书记对金寨老区的乡亲们说。一阵阵暖心的
春风，吹来我们老区的幸福春天。

夏天，史河之晨最美，这时“脑海词典”里
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赞美，真的是感觉“书到
用时方恨少”。由于大坝流出的水温度太低，遇
到高温就给我们呈现出史河云雾，这时河的两
边紫薇花开得正艳，有红的，粉的，白的，花团
锦簇，随风摇曳，勤劳的小蜜蜂们忙得不亦乐
乎。河两边的步道上，穿着利索的跑步的，骑车
的，凉亭子里吹笛子的，吹锁喇的，练拳脚的，
运动后拉伸的，还有云雾缭绕的河边用棒槌清
洗衣物的，盼桥被云雾淹没了，上面来来往往
的是手提菜篮子买菜的……一切的一切都沐
浴在朝阳里，让你误以为这就是仙境，而此时
的你就是凭栏而立、衣袂飘飘的仙子，你会在
这放眼望去的世界里看到人间百态和四季牧
歌！
史河是山城的元气。新中国，梅山湖建成

后，河水一直这么激情无限。所以说，青山绿水
依旧，红色山城依然血气方刚，更是朝霞满天。
再看那些山，哪一座都可称为金寨的地标。

秋天，山城是五彩斑斓的一幅油画。史河
就是一条灵动的白色绸缎，贯穿整个画面。河
岸两边的桂花树，叶儿翠绿，米白色的，橙黄色
的一簇簇小花散发出浓郁的香味，这时的史河
像被打翻酒瓶里流出来的老酒，清香四溢。凉
亭里坐着几个老人拉着二胡，一边在教小朋友
唱《八月桂花遍地开》，一边在讲述那个烽火连
天战争岁月。偶尔会有遛狗的奶奶走进镜头
里。一片一片随风飘落的树叶，伴着阵阵桂花

香，让一切显得宁静而有活力。
冬天，史河遵循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的自然规律。往日的喧嚣消失了，史河把自己
设置成了静音模式。没有了棒槌的敲打声，没
有了矫健的跑步身影，没有了遛狗时汪汪叫
声，河两边的柳枝上挂满白色绒绒雪花，县医
院旁边的三棵梅花树上猩红的梅花开得正欢
儿，白雪映衬下的梅花更是娇艳，倒影在史河
里，别有一番景致。路过的行人都爱在这里拍
照，近几年这里成了金寨的网红打卡点，远点
的青山被厚厚的雪儿覆盖起来，这时呈现出来
的是一幅水墨丹青。

从天上看史河，会看到巨型S曲线，优美而
透明的瓦蓝色玻璃。玻璃折射五彩斑斓，闪映
着峰峦田园。

史河不大，却养育了千千万万的优秀史河
儿女；河水水不深，却哺育出以洪学智上将为
代表的五十九位金寨籍新中国的开国将军。每
当走近故乡的史河，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
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多少回
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思
绪便随着潺潺河水，流向远方，飘去无际。
河究竟是什么？河是一首温馨的诗，河是

一曲深情的歌，河是一杯浓烈的酒，河是一首
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交响乐。面对奔腾不息
的滚滚流水，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
条河；思想家说，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科学家
说，水是生命之源；文学家说，长路漫漫，吾将
上下而求索……实际上，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条
河。有急流，有平缓，有激越，有险滩，勇往直
前！

小牛支渠因源头在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小牛
村而得名。
小牛村位于新安镇最西边，离新安街道11公

里，是全镇最“遥远”的一个村。小牛村“深居”外乡
镇境内，这是有来历的。它几乎被徐集镇、顺河镇

“团团包围”：南与徐集镇黄岳村接界，北与顺河镇
王圩村毗邻，西与徐集镇全红村相连，仅在东边有
狭窄的出口与新安镇西桥村相通。在新安镇地图
上看小牛，它就像全镇往西“撇出的细长一撇”，仿
佛远远游离出新安的“版图”，显得很特别。殊不
知，小牛村在新安镇这一特别的位置却因为小牛
支渠。这是怎么回事呢？
小牛支渠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水渠，但它是

十几个村数万群众的生命线！它对当年的新安区
城西、新安两个公社来说至关重要。就是在今天的
新安镇，它也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几十年来发生它
身上的故事令人刻骨铭心。
回望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牛村一直属于徐

集区高皇公社。但到了1965年，小牛村被划归新安
区新安公社，直至今天的新安镇。而小牛村当年的

“易主”却事出有因且颇费一番周折。是时任新安
区的主要领导和公社干部，在当时的六安县委、县
政府软磨硬泡一个多月，甚至“蹲在县里不走”，最
终硬把小牛村从徐集要过来的。为什么把小牛村
要过来呢？因为小牛支渠！
小牛支渠的“来头”可不小，它源自新中国成立

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淠史杭灌区史河灌区的主
干渠汲东干渠。汲东干渠始建于1958年，是六安市
西北丘岗地区主要灌溉渠道，该干渠水源来自金寨
梅山水库，由东流经霍邱黄土岭进入裕安区石婆店
镇，再自南向北流经狮子岗，流到裕安区西北片徐
集等9个乡镇，灌溉面积54万亩，受益人口逾40万。
汲东干渠是1965年通水的。它流到当年徐集

区的小牛村小牛集“集头”，小牛村田地得以灌溉。
这可羡煞了田连地埂的新安区！新安区“望水兴
叹”，而它下辖的新安、城西俩公社更是经常田地
干涸，庄稼绝收，人们连吃水都困难。

实在没办法时，新安人只能“蹭”徐集的水、直
至“抢”水。尤其到了干旱的夏季多次发生“抢水风
波”进而导致老百姓打架、群殴、打伤、致残。困难
多、矛盾大、干部急，两个区领导和相邻公社的干
部，甚至县委干部多次坐下来处理、协调引水问题
和由此引发的群众之间的种种矛盾，但事与愿违，

“抢水大战”几乎年年上演，矛盾问题积重难返。因
此新安区铁了心要把小牛村从徐集区要过来，其
实是奔着小牛支渠去的！于是乎小牛支渠终于“跟

着小牛来到了新安”。
新安人喜获小牛支渠，顿时对生产、生活和前

途充满了信心！因为有了小牛支渠，就意味着有了
连通淠史杭的“源头活水”。有了水，人畜有喝的
了，禾苗有浇的了，庄稼收成有希望了。水，对于
五、六十年前全靠土里刨食、又刚刚经历过“饿死
人”年代的贫困农村和农民的生存来说是多么珍
贵！俗话说“瓢水碗稻”,“水是生命的源泉”。
为了发挥小牛支渠在新安的灌溉作用，新安、

城西公社立即决定将小牛支渠的主干向下延伸，
修建一条小牛至新安公社西桥大队的渠道，并在
西桥的关塘生产队的汊河上架设一道近百米长的
水泥混凝土渡槽，新安人称“大渡槽”。然后再接着
向下修“支斗毛渠”(支渠的分支)。
据当年参加修建大渡槽的老人们回忆，1965

年修建大渡槽的时候留下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
没有机械缺乏技术、没有工分没有补助、没有吃没
有喝，但老百姓二话不说，还干劲十足。人们不分
白天黑夜地奋战在堤坝和大渡槽工地上，硬是靠
肩挑、手提、背驮，去运料、筑堤、砌槽；大渡槽所需
石料全都是城西公社群众削平城西田祠堂附近山
头，从十里开外把石头挑到、抬到施工现场的，有
些人挑着挑着就累趴下了；修大渡槽需用的水泥
更让人犯难，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属于“紧俏品”，要
找人“批”。时任城西公社的水利干部不知多少次
拿着介绍信，徒步去县里求批条，到水泥厂等水
泥，再往回运水泥，也不知往返多少趟。而他们常
常饿着肚子、磨破嘴皮、遭人白眼，还得连夜赶回
来督促指导施工，但他们把千辛万苦都忍了，一个
劲想着修堤筑槽。工地上自然少不了公社、大队干

部，他们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吃喝、穿戴、工
具、出劳力跟群众是一样的。除此而外，他们还要
想方设法向上级政府和上级水利部门争取资金、
材料和技术支持，要组织群众抗旱抗涝，还要协调
处理各种矛盾……这些老前辈、老领导、老干部、
老水利人，真的令人钦佩！

大渡槽建好后，赶紧往下修“支斗毛渠”。往新
安公社方向：大渡槽-窑厂-马河-西桥-桥南-洪河
-杨庙-方郢-陈集-杨楼，修一条支渠；往城西公社
方向：大渡槽-桥南-关湖-潘桥-李庙-东风，修另
一条支渠。修“支斗毛渠”时，群众干劲冲天，像城
西“支斗毛渠”的大渡槽至东关段，四里多长、一米
多宽、半人深，是我住家的大队书记邓先胜带着一
群白天战斗在“河网化”工地、收工后跑回来挖渠
的男女民工仅熬一个通宵夜就挖成了的！天大亮，
渠挖好，饥困难耐的我的父辈们又急匆匆返回河
网化工地去了。
那么，至此小牛支渠的延伸段、大渡槽和两条

“支斗毛渠”都建好了，是不是灌溉问题都解决了
呢？没有！
由于大渡槽位于新安公社的西桥村，处在大渡

槽来水的上水位，只要有水来，新安公社自然先得
水先灌溉。城西公社显然处在下水位，“远水解不了
近渴”，特别是在水源不足的年份，新安先放了水，城
西的“支斗毛渠”变成干沟子，农田没水，城西人不干
了！城西人跑到大渡槽掏涵子放水，新安人不干了！
你城西掏涵子放了水，我们新安就没水了，新安人
就堵涵子。于是围绕“掏涵子、堵涵子”，城西、新安的
老百姓矛盾百出，你掏我堵，你堵我掏，你晚上掏，我
白天堵，你白天再掏，我晚上再堵，直至双方群众昼

夜守在大渡槽涵口，吵啊、骂啊、打啊。一天夜里，桥
南、关湖(新塘生产队)上百号人发生武斗，多人受
伤，队长等人被打坏住进医院。
放水引发多起纠纷，只要抗旱就干架，公社、

大队干部没少费心。朴素的群众，出于朴素的集体
意识，维护着朴素的集体利益，发生一些矛盾和摩
擦，本不是他们情愿为之，乡里乡亲的，谁愿意撕
破脸、打破头？但是在那个年代，粮食、种粮食的
水，对于穷苦的百姓来说简直太金贵了。好在干部
们一心装着百姓，不畏困难，天天与群众打成一
片，发生的纠纷都能在第一时间得以化解，没有酿
成大的事故灾祸。领导、干部们身先士卒、不辞劳
苦，深得人民群众的崇敬与拥护，他们经常抱着大
锹白天黑夜看守在灌溉一线，望水、护水、放水、现
场解决矛盾和纠纷。
到了丰水季节上游来水猛，水头足，小牛支渠

至大渡槽会出现漫水、破堤情况。这时，处在上水
位的新安公社不拦水，不打坝，任由水流进马河-
洪河那条支渠里头储存起来。城西人撵上去拼命
打坝、护堤并把水往城西支。免不了，两方群众又
生摩擦、再生“水患”。社队干部跟着劳心费力，其
情其景，今天想来仍然令人心痛叹息。怎么办？继
续修渠呗！两个公社干部协调、动员、组织，不畏艰
难的人们又挖开了，再造两条引流渠，两个公社各
往各的田里引水，解决新“隐患”，再挖更多“支斗
毛渠”，满足更多需求。结果，有水了、再也不用抢
水了，人们心情舒畅，安居乐业。

你能想象当年人对水是一种什么样的渴望
吗？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有一次从小牛支渠流到
我们李庙支渠时，我们满村庄人欢天喜地的场
景：夏日半夜，全然不顾蚊虫叮咬的我们一家
人和全庄子的男女老少守候在小河埂上，一个
个伸长脖子向着水来的方向张望，焦急地等
待，大家不停地问“水来了吗？”“水还没来吗？”

“来了，来了，水来啦！”终于，我们看到细细的水
头像蛇一样在裂开的河底弯来扭去，在皎洁的
月光映衬下懒洋洋地从远处蜿蜒而至，显得格

外娇媚多姿，招人喜爱。水终于来了，水头越来越
大，人们欣喜若狂，都赶紧往家运水，拎的拎，抬的
抬，挑的挑，忙得不亦乐乎。我家九口人一齐上阵，
很快把家里大桶小桶、盆盆罐罐和装吃水的大水
缸灌满了水，是浑水。父亲把早就准备好的白矾放
在大水缸里小心翼翼地搅了又搅，再把大水缸盖
好，等澄清后这缸水就是全家人的吃水。然后他带
着我们兄弟姐妹拿上大锹、舀子、水桶，从河沟底
部层层节节往上刮水再往田地里浇，一直干到天
亮，我们却不感到累，因为我们盼望水已经很久
了：这下水来了，做饭喝水洗澡，洗衣洗菜浇地，喂
鸡喂鸭喂牲口，都不用发愁了。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小牛支渠及其“支斗毛

渠”，这些淠史杭工程的“毛细血管”，几十年如一
日源源不断流淌着，默默地发挥着它们的作用，见
证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新安严重缺水的历史
因“毛细血管”的畅通而彻底改变，这里长达几十
年的抢水纷争早成过去。往事如烟，围绕小牛支渠
发生的人和事，特别是新安干部群众那种战天斗
地、坚忍不拔、吃苦耐劳、永不放弃的、与“自力更
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求实”的伟大的淠史
杭精神一脉相承的精神与气概已经化作包括新安
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永恒记忆和血脉传承！
各届政府的兴修水利，开源引流，使新安镇农

村灌溉条件大大改善，经过无数次的疏浚、整修、
扩建、硬化、绿化和美化的小牛支渠及其支流，面
貌焕然一新。在支渠沿途的一段段堤岸上，配上了
造型新颖的涵闸、桥梁、亭子和姹紫嫣红的花草树
木，人们把有的河段命名为“思源渠”，把有的亭子
命名“感恩亭”，为的是饮水思源：老百姓忘不了水
利建设事业给他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
以各种方式感恩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

近年，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市、区水利部门和
镇政府加大治理投入，小牛支渠仿佛更加青春焕
发、靓丽多姿，越发显得坚挺、宽阔、秀美、壮观，就
像一条条玉带一样蜿蜒缠绕于熟悉的乡村田野，
甜蜜地滋润着她深深爱着的土地。

史史史河河河四四四季季季美美美
胡胡晓晓芹芹

小牛支渠
邓德垠

聚聚 焦焦
淠淠 史史 杭杭

一
铁锄，竹蒌，箩筐
这人世间最原始的农具
在千万大军的手里、肩上
成了征服荒山野岭的利器

红旗，飘扬在皖西人们的心空
抟土凿石，推车成列
号子，山歌，呼唤
是一部史诗中最振奋人心的章节
一方水土的母语
记载了这前无古人的豪迈和缠绵

流水，带走贫瘠的记忆
筋脉分明的渠道，宛若乡土诗
粼粼的波光，捣衣的木槌声
穿透前世的荒凉
黄鹂衔来安详恬静的歌谣

二
苦难和沧桑，磨砺着幸福
汗水，联通智慧和累累硕果
手挽着手，新时代的光环氤氲
传承，开拓，创造，前行
回响着民族的最强音

淠河，皖西大地上的长虹
逶迤蜿蜒，如龙似凤
栖息在大自然的画廊中
目之所及，尽是古风中的文字
飘逸在皋城的烟火里

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淠史杭，披上耀眼的新词
最初的家园，跳跃在
新时代的线谱上

红色的土地，精神的原乡
淠史杭，成了不朽的丰碑
皋城人的血液里，有龙图腾
有英雄虎胆，有睿智坚毅
也有缠绵爱情

奉献与科学，淠史杭精神的主旨
在皖西大地，闪着永恒的光
这里的每一条河流，都有
英雄一样的名字
每一棵植物，都有骄傲的生命

凝望。河流清澈，白鹭翩翩
生态农业的硕果，挂满秋的天空
游人在山水之间，乐此不疲
成了新农村的风景
人们怀揣着初心，精心描绘
今天的皖西，今天的神州

淠史杭，精神的原乡
周锦玉

佛佛子子岭岭水水库库 蒋蒋常常虹虹 摄摄

灌灌区区丰丰收收在在望望 姚姚文文玉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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