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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聚 焦焦
淠淠 史史 杭杭

专 题

在裕安区老淠河西岸，有一个古老的村
落——— 黄家窑村，全村有近十公里的土地随
淠河河床蜿蜒起伏。老王庄是村里最大的村
民组，也是村里最临近淠河的生产队，全组
二、三十户人家，低矮的房屋大都临河而
建，背西面东，屋后是起伏的丘陵，屋前是
宽阔的淠河河床。

老王庄的住户大都姓王，并且同宗同
族。干活场上，大家不是叔叔婶婶地称呼，
就是侄儿侄女地喊叫。但是，在老王庄最西
边的坡地旁，却住着一户戴姓人家，主人说
起话来，叽里呱啦，大家背地里都叫他们一
家人“侉子”。

小时候，母亲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
故事，有一年淠河发大水，汹涌的波涛将老
王庄种在沙滩地上的玉米、大豆、花生等农
作物一扫而光，临河而建的房屋也倒的倒、
塌的塌。

入秋之后，老王庄人开始了生产自救，
将岗畈上生产的粮食集中管理，互相接济着
度日。由于大家互相扶持，大灾面前，日子
也能勉强过活。

眼看就到了年关，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傍
晚，老王庄的人发现，白雪皑皑的淠河沙滩
上，有一个缓慢移动的黑影正在向这边靠
近，等到那个黑影越来越清晰时，大家才看
清，这黑影原来是一家三口，他们衣衫褴
褛，形容憔悴。
走在前面的男人身材高大，肩上挑着一

副担子，担子的一头是些生活家当，另一头
是只藤编的箩筐，上面坐着一个小孩。女的
拄着一根木棍，头上裹着一条毛巾，瘦削的
脸庞已经冻得红一块紫一块的。

对于这突然闯进的一家人，老王庄的人
充满了好奇，大家纷纷围拢过来，问寒问
暖。原来这一家三口主人姓戴，家住寿县正

阳关。因为夏天的一场大水，将他家里的房
屋、田地冲成了一片汪洋大海。大水过后，
主人便用这家里唯一留下来的家当——— 扁
担，带着老婆孩娃，沿着老淠河河床，一路
乞讨一路南行。

他们的想法是，既然淠河年年水患不
断，没得尽头，那就走到淠河的源头，寻一
块高地好好安生。可是，眼看到了年关，他
们一家三口没能走到淠河的源头，就遇上了
眼前的这场暴风雪。

年长的老王庄队长是全队最尊重的人，
他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想到农历大年在即，
可是，这一家人却衣食无着，和大家合计
后，决定暂时收留戴家三口，并将生产队存
放粮食和农具的仓库，分开一间供他们一家
居住。

大年三十的晚上，善良的老王庄队主妇
们，还将自家腌好的腊菜，分出一份来，送
到仓库去。戴家人在历经半年多的艰辛跋涉
后，终于在老王庄过上了一个温暖的大年。

这一年，是公历1950年。
然而，这一过就是好几代人。从那之后，

戴家便定居在了老王庄，生根发枝，日子也
越过越红火。

戴家人落户老王庄后，因为没有辈分可
派，小孩子们就叫戴家的男主人“戴爷”，大
人们也这样跟着叫。“戴爷”虽然年龄不大，
名字却叫得很老道，但是，只要有人这样喊
他，他总是脆嘣嘣地答应着。

戴爷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安稳生活，干起
农活来特别卖力。戴爷出工时，总是带着一
根扁担，褐色的扁担面，经过岁月的打磨，
显得油光锃亮。听戴爷说，这扁担是祖上传
下来的。当年，淮河发大水时，就是这根扁
担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从此，戴爷一家人
视这根扁担为护身符和传家宝。

戴家定居老王庄一晃八、九年过去了，
这期间，戴家添丁进口，又有了第二、第三
个儿子和一个小女儿。戴爷也很书生，分别
给四个孩子起名为戴传淮、戴传河、戴传
安、戴传澜，那意思，不言而喻。

1958年秋，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
淠史杭综合枢纽工程破土动工，8月19日，
淠河渠首工程在裕安区苏家埠横排头拉开
序幕。筑坝拦洪，开渠导流，需要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那时，国家的经济还十分的薄
弱，参加劳动，需自带干粮、被褥和工具。饱
受淮河水患之苦的戴爷听说后，不顾自家还
有四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便主动请求参
加这项工程建设。

这年秋天，戴爷在忙完队里的农活后，
没来得及半点休息，就马不停蹄地带着他家
里的那件传家宝，一头挑着被褥和干粮，一
头挑着锹锄等工具，直奔施工现场。

戴爷当年落户老王庄时，村民们有个顺
口溜：“戴爷戴爷力气大，能挑担来能耕耙；
肩抗块石腰不弯，老牛见他都害怕。”走进
治淮工地后，戴爷更是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
劲，开山劈土的重活总是抢着干。

有一次，在开挖河道时，一块巨大的石
头阻挡了施工进程。那时的施工条件十分落
后，既没有炸药，更没有破石机。面对这样
的“拦路虎”，大家面面相觑，没了主意。

戴爷看到后，走到巨石的旁边左瞅瞅右
瞧瞧说：“找根绳子拉走它。”他的话刚一出
口，站在旁边的人都张大了嘴巴，以为他在
说梦话，可是，从他坚毅的目光中和高大的
身膀上，人们又觉得他似乎真有“力拔山
兮”的气力。于是，找来根吊车用的绳索，只
见他拿起绳索，三下五除二地将石块兜底套
牢，绳索的另一头勒紧自己的肩头，又招呼
旁边的人用木棍撬动石块的底部。就这样，

大家一呼百应，不一会，这块巨石就像蛋卵
一样，被拉上了坝顶。从此，戴爷的大名赫
赫远扬，成了治淮工地上的英雄。

这一年的腊月二十九，劳累了一冬的戴
爷，戴着大红花回到了老王庄，兜里还装着
一张治淮工程指挥部发给的“生产标兵”的
奖状。虽然他比往日消瘦了许多，但他黝黑
的脸上依然荡漾着快乐的笑容。

大年三十的晚上，当一家人围坐在饭桌
上吃年夜饭的时候，回头看着墙上贴着的那
张盖着红红印章的奖状时，大家都不约而同
地露出了微笑。

1976年4月，淠河岸边的老王庄杨柳依
依，桃花灼灼。生产队的仓库前，锣鼓喧天，
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稻场中间。汽车上站着
两个戎装整齐的军人，他们的中间是一位身
着军服，还没有佩戴上领章帽徽的人，他便
是戴爷的三儿子戴传安。这一年，他十八
岁。汽车的四周挤满前来送行的乡亲，大家
都为戴爷的儿子参了军，感到由衷的高兴。

那时，能当上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家庭出身很重要。戴爷逃荒到老王庄，又是
治淮工地上的生产标兵，根红苗正，政治上
当然能过关。戴爷之所以要将孩子送去当
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想法，就是那年招的
兵是工程兵，部队驻扎淮河边上的一个行蓄
洪地区，所从事的任务，与治理淮河也密不
可分。临走时，戴爷特意将家里的那件宝
物——— 扁担，寄到儿子的手里。

戴传安到部队后，最初的任务是开荒种
粮，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干起活来就像
他父亲一样，总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什么
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深受首长和战友们的爱
戴和敬重，不久就提了干。

1986年，戴传安转业到地方工作，原
本可以到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的他，却选择
了远在大山深处的水电站当了一名工程技
术人员，继续为淠史杭工程服务。因为父
亲曾经告诉他：淠河是我们的根，没有淠
河水的滋养，我们戴家就不会有今天的兴旺
发达。

如今，戴爷和他的老伴都已作古，他的
四个儿女也年近古稀。住在淠河岸边老王庄
的儿子戴传淮、戴传河以及远嫁他乡的女儿
戴传澜都是子孙满堂。已经退休的戴传安，
虽然还住在深山背凹的电站，但他始终忘不
了生他养他的故土，一有空闲，就会回老王
庄走走看看。当他看到今天的淠河两岸，堤
坝草木青葱，道路四通八达，灌渠水流通
畅，水面鸥鹭翔集，一股发自内心的感激之
情油然而生。

戴传安每次回老家的时候，还有一样重
要的仪式，就是将那件从父亲手里传承下来
的宝物——— 扁担拿出来，仔细地端详端详，
有时还会将侄儿、侄孙们叫到身边，讲述家
庭那段苦难史，并告诉他们一定要将这件传
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来过淠史杭的人都会惊叹她的
宏伟，她的壮丽。她是新中国成立
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是水利工
程里一颗璀璨的明珠。她泽润两省
四市，滋养万千炎黄子孙，她是屹
立在皖西大地上的水利长城，守护
一方，安澜不惊。我作为一名宣传
工作者，目睹和记录着淠史杭如何
在新时代，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水
资源条件、充分发挥调控自如的灌
排体系发挥效益；作为家中第三代
水利人，我知道，淠史杭工程被人
民誉为“生命之源”这四个字，背
后有着怎样的艰辛历程。

1958年，我的外公从上海的警
备区来到淠史杭，从那时起，我们
一家便与“水”结缘了。当年的8
月灌区开工兴建，经济、技术极其
困难，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施工。
外公回忆，从山岗上到渠道底，肩
挑的、手抬的，所见之处都是人，
如果同时喊上一声，那便是地动山
摇的震撼。后来的新闻报道也证实
了当年该工程日上工50万人、最高
日上工80万人。这是一场人民治水
的浩荡战争，也是这场战争，让身
经百战如常事的外公，也被深深震
惊了。

“这些人不是军人！全是老百
姓啊！”是啊，他们都是普通人，
可他们齐心协力、勇于奋战的精神
不输战场上的军人。他们没有枪炮，可他们手中的铁锹扁担就
是武器。他们自带口粮，甚至自制土炸药，自建水泥厂，没有
什么困难可以打败他们。他们遇山切岭、逢川架槽，用最简易
的“武器”创造了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人的年纪越大话越少，可忆起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还是会
打开话匣子，陪外公聊天有两个话题是可以说一整天的，一个
是上战场，一个是淠史杭。

经历过战争的人更有家国情怀，外公就是这样的人，国家
最大，人民最大，小家庭是排在末尾的。1962年，外公在龙河
口水库参加建设，那时我的母亲一人和他在工地生活，通常他
一出差就是几天，年仅5、6岁的母亲就只能一个人住在工地宿
舍。“白天还好，晚上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外面风刮得呜
呜作响，怎么不害怕？”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出差一个多星
期，留下的饭票也吃完了，母亲只能在房间里挨饿，好不容易
等到他回来，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他回到了工地上。一个孩子
哪里懂什么家国情怀，哭着找到他，本就饿着肚子，却又被训
斥了一通。很多年后，母亲还会把这段往事拿出来说，外公总
会提高嗓门正义凛然地说：“国家大义面前生死都不在乎的，
饿两顿有什么值得说的！”

“我走哪都把你带着。”这是母亲对我承诺的话。母亲是
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水利人有个特殊的时期，叫“汛期”，
这几个月是要24小时都有人在岗的，一旦有险情，便要冲上
去，常常半夜调防汛物资，她便带着我上岗。小一点的时候会
把我包在包被里，拴在背上背着，大一点就经常把迷迷糊糊的
我放在她的自行车上。我还有印象，半夜看着黑乎乎的土路，
害怕得抱着母亲。她都会标榜自己靠谱，不会像外公那般把我
留在家里。我平时很喜欢和她一同去单位，但大半夜里灯火通
明却并不热闹，那时候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平日里笑语盈盈、
嘻嘻哈哈的叔叔阿姨们，在那种时候总是忙忙碌碌，眉头紧
锁，不逗我玩耍了。

我儿时很多记忆都源自家门前的淠河，小学时和同学们玩
耍，一次说起淠河是很多爷爷奶奶们挖出来的，同学们会笑我
吹牛，“那么大那么宽的河，是神仙爷爷挖的吧！”只要说这
个，我就会气得想打架。

再大些的时候，我会和同学倾情诉说，淠史杭是根治洪水
的，是很多老一辈人创造的奇迹……可当我工作时，又再次刷
新了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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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淠史杭工程未建成时期的皖西歌
谣。皖西属于丘陵地区，小时候我们住的地势低，所以对儿时
的我来说淠史杭就是对付洪水的，随着参加工作，我明白了淠
史杭并不仅是根治洪水的，不仅是一条河，她还是一个网，巨
大的水网，有着综合功能的特大型水利工程，而她还在持续地
更新改造，她的功能也将越来越先进。

“淠史杭工程太大了，难怪过去没建成时候会‘旱的旱
死，涝的涝死’……”这是一位新华社记者说的。原本他打算
在灌区里拍摄两天，后来发现两周可能都跑不全，他问我，你
是否把灌区内所有的地方都跑全了？在这片1 . 4万平方公里的
灌溉区域里，有6万多座建筑物，有1200多座中小型水库，还
有21万多座塘堰……想跑全太难，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努力
下，一定能跑全，因为我的心中拧起了一股力量，这是传承赓
续的烙印，有了它，我就有战胜困难的无上法宝。

淠水悠悠，往事历历。过去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像定格的
画面，流淌在这条河里，而这种精神，这股力量就像眼前的水
流，虽经过60载，却依然在激情澎湃地谱写昂扬震撼的乐章。

每每站在渠道旁，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紧随而来的还有
沉甸甸的责任。作为水利人，正是有了前辈们肩挑手抬、血汗
凝铸的坚实基础，才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
行，而我们今天必须做的，就是把淠史杭的精神继续传承下
去，用这股力量感染更多的人，为经济社会发展，为民生福
祉，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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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初秋，有三五朋友相约，前往拜访
淠河上游的佛子岭水库。

已是掌灯时分，车仍在丛山峻岭蜿延
山道上疾驰，同行之中，忽然有人高喊：到
了！抬头遥望，远处，一道看似人工屏障的
剪影沉沉横亘于两山之间，在月光里，在灯
影下，傲然兀立，更加显得凝重、巍峨和庄
严。此刻，一股亲切、激越之情从心底油然
升起：佛子岭，我又来了！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佛子岭了，但每

来一次都有一种新感觉。
再次踏上这片故土，佛子岭的近况如

何了呢？我决意要到以往曾去过的地方瞧
个仔细。
晚餐用罢，独步桥头，扶栏而望——— 月

下，山影，灯光，大坝，构出一幅美妙的图
景。伫立良久，与大坝、山影、灯光相视无
语，心底却勒扯不住生出无尽的思绪和几
多的深情：佛子岭山小无闻，全赖大坝而名
通天下，大坝是新中国水利史志上中国人
用自己的双手设计、刻划下的第一笔。

时间如风，往事如烟。一晃，六十五年
过去了。岁月沧桑，世事巨变。但电站大坝
依旧还是那座水泥大坝，夹峙着大坝的还
是那两座无名的青山。不知青山、大坝可还
记得起勇士们恰风华茂盛正当年，是谁打
下建设大坝第一桩，埋进第一块基石？大坝
从开建到完工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那些戎
装未去，拼出一腔激情和热血的建设者们
是怎样和你一起餐风饮露，度过那令后来
人向往的岁月风雨！可还记得，落成的礼炮
何时为你响起，那是怎样欢腾喧闹的场景！
电站厂房的建成；水轮机第一次发电；国家
领导人的巡视；电影《上甘岭》外景拍摄等
等等等一个个具象，是不是都深深地融进
了你涂抹不去的记忆里。

月光，山影，大坝，还有那坝上一明一
灭的“眼睛”，你在流露，在倾诉你对建设者
们深切眷念之意，留恋昔日他们的欢歌笑
语，怀念建设工地上的夯声、号声和日夜不
息、响声隆隆的机器……

六十多年了，电站坝体着上了深褐色
的衣装，更加显得挺拔、苍劲。六十多年了，

当年参加大坝的建设者们有的已悄然作
古，有的离开了大坝，离开了佛子岭，但是
他们总是说，不论走在哪里，都有一根扯不
断的线，深深地埋在心里，一头拴着大坝、
电站，一头连着自己。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
记忆留在了这里，大坝就是他们用自己的
双手浇铸成的一座昭示后人的丰碑！

如今，和电站大坝相伴的，还有一些当
年直接参加工程的建设者们。他们在佛子
岭这道山沟沟里，为电站建设实心踏地地
献出青春奉献终身，传承儿孙。可喜的是，
当年建设者们的后来人，在先人奠定的基
础上，充分光大着他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秉承父辈们的心志，立足山沟搞建设，经冬
夏，历春秋，默默地释放着不知从何时起滋
生出对大坝的一种朴实的激情。

曾听别人说过：青山可游不可留。粗通
山性的我，深谙此语个中三昧，长年安营扎
寨山沟里的佛子岭人更不用说知道这句话
的深刻含义。他们为什么能安心在这山沟
沟里？据我所知，整建制地人员划拨外调机
会就曾有好几次，就有职工“执迷不悟”，再
三动员，不愿离去。有的因故在外地安排好
工作，可不久，又重新回到了电站，回到佛

子岭，落户“老根据地”。
我曾好奇向一位多年安住于佛子岭电

站的好友探问过，回答我的话简简单单，朴
朴实实：说不清为什么，也许是习惯了吧。
习惯了什么呢？我努力揣度，延伸着朋友的
语义。大概是习惯和适应了当地自然的生活
环境吧，他们的父辈六十多年前就在佛子岭
这片沃土上撒下了几代人理想、奋斗坚实的
种子。风霜雨露，而今，已发出了芽，扎下了
根，绽开了花，结下了累累硕果，泽被佛子
岭，造福于整个江淮大地。可以说，佛子岭
水库本身就是一个人间壮举，淋漓尽致地体
现出“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牺牲奉献、科学
求实”伟大的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

六十多年前，如果没有先辈们那样的
如火情怀，没有电站后来人不辞辛劳的坚
守，初心不改，矢志不移，佛子岭的今天，你
是否还能保持这样实际而深远的意义？

……
走出朦胧的过去，定格远处月色、灯

影，聆听着水电站大坝脚下涓涓如歌的淠
水──我真真切切地感觉——— 今晚竟意外
领略到在佛子岭水电站这番夜景中物我相
融的意境。

为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传承和发扬淠史杭战
天斗地精神，中秋、国庆两节来临前夕，六安市演讲与朗诵学
会在基地校裕安区紫荆小学成功举办“明月天上 银河人间”
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中秋诗会。

本次活动用“情寄中秋月”“秋天里的中国”“声颂淠史
杭”三个篇章22个节目，歌颂美好中秋、丰收中国和宏伟的淠
史杭工程，为广大会员和在场的观众献上精彩纷呈的节日盛
宴。
诗会节目体现经典性和创新性结合，既有盛赞祖国、歌咏

佳节和庆祝丰收的经典篇目，同时吸收多位六安本土作家“纪
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的原创诗文，为诗会增添了魅
力。如市人大原副主任喻廷江创作的诗歌《淠史杭——— 中秋咏
叹》，学会首席顾问方友根创作并朗诵的《秋天里的淠史杭》
等原创节目，以真挚的情感、优美的意境表达对淠史杭工程建
设者的无比崇敬和深情赞颂。

学会会员及学会示范(活动)基地学校师生100多人参加诗
会，他们热情高涨，纷纷以声传情。表演者或激情澎湃，或清
新明丽，或温馨浪漫，声情并茂、如痴如醉，深深感染在场观
众，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六安市演讲与朗诵学会中秋诗会自2017年已连续举办六
届，成为学会乃至我市一项文化品牌活动，为广大会员和演讲
朗诵爱好者提供展示平台，丰富六安市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用有声语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提振文化自信、民族自信。 (施忠海)

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征文选登

清源楼上，我驻足仰望
那刻在墙上和人们心上的座座丰碑
凭栏远眺，万里清波淠史杭
从我的眼前缓缓流过
汗水在时光的波涛里化成点点星光
梦想在两岸的微风中酝酿浅浅芬芳
我渐渐明白：什么是淠史杭

淠史杭是一种呼唤
土地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但是水旱频仍的六安大地
我的祖先一面在干涸的田野上瘦弱
一面在肆虐的洪水面前嚎啕
颗粒无收怎能过活
屋毁田淹哪里还有未来
翻开历史的册页，怎能忍心去读
那幼小的孩子在母亲怀里奄奄一息
那跪倒在烈日下的农人绝望的眼神
“治水！治水！”
这是六安人的呼唤
誓要告别苦难
誓要迎接一个水旱无忧的新生活

淠史杭是一种信仰
六安大地是映山红开遍的地方
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地方
这里曾燃烧着无尽的火焰
这里曾爆发出猛烈的呐喊
三十万英雄儿女舍身忘死投身革命
这是皖西大地最坚硬的底子
六安人民最不缺的
就是改天换地的勇气与信念
党的领导是最正确的方向
科学决策做最有力的保障
遇山那就劈山，遇岭那就切岭
一把锄头挖出峭壁上的奇迹
一副土筐担出高岭间的清渠
如今，群山上的映山红倒映在
淠史杭的清波里
它们合成一曲信仰的歌声
不断流淌在六安人民的心坎上

淠史杭是一种幸福
皖西大地上长出一棵绵延无尽的藤
藤上结满水波荡漾的瓜果
涝时有库蓄洪，旱时有水灌溉
稻麦终于可以按时生长按时收获
笑容终于可以常常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引来清波水，浇灌万亩田
我看见孩子们在肥沃的田野上
在撒满稻花香的微风里奔跑
幸福被握在人们的手中
播撒进未来道路上每一寸土地里

此刻落日的余晖铺满
横排头宽阔的水面
小船靠岸，群树在晚风中轻轻歌唱
唱给昨日的奋斗，唱给今天的汗水
唱给明天，无限的希望

我行走在江淮丘陵上，
艳阳高照清风送爽。
山青水秀壮丽如画，
满眼翠绿花果飘香。
这里是大别山的余脉，
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丘冈。
山岭上有一条人工天河，
碧波荡漾缓缓流淌。
绵延皖豫数百公里，
孕育出四季变幻的画廊。
春天里桃红梨白油菜花黄，
徜徉花海一路芬芳。
夏季里流水欢歌蛙声鸣唱，
葱茏的秧苗茁壮成长。
秋季的瓜果遍山野，
无边的水稻闪金光。
飘雪的冬天最写意，
猪肥鹅白牛羊壮。

我行走在江淮丘陵上，
往事如泛黄的照片，

在眼前一张张回放：
荒岗薄岭秋草枯黄，
吃水深打井，
靠天收把粮。
三年两头旱，
田地多抛荒。
庄稼汉子饿肚皮，
拖儿带女去逃荒。
盼星星盼月亮，
梦想流水上山岗。

我行走在江淮丘陵上，
激情燃烧的岁月怎能忘？
那是六十五年前，
平地一声惊雷响，
千军万马开挖淠史杭！
省委发号召，
地委、县委紧跟上。
百万大军上河堤，
江淮丘陵摆战场。
宁愿苦斗 不愿苦熬，

改天换地打恶仗。
填大冲，切平岗，
天大困难无阻挡。
棒小伙，铁姑娘，
肩挑手推斗志昂。
历经寒暑千般苦，
新河建在岗头上。
人民群众是英雄，
三年苦干铸辉煌。
引来水库清泉水，
建成天河淠史杭。
水到之处生意满，
丘陵荒岗变粮仓。

我行走在江淮丘陵上，
看无限风光，
听人民吟唱：
“幸福河水滚滚流，
流来幸福流去愁。
流来幸福千百载，
流去苦难不回头。”
“此地名曰看花楼，
昔日从未看花有，
自从修了淠史杭，
鲜花盛开满岗头。”
“河上河下水波交响曲，
天南地北无处不丰收。”
“共产党是靠山，
领导人民改天换地把身翻。
脱贫致富奔小康，
穷乡僻壤千年旧貌变新颜！”

什么是淠史杭
施忠海

情情怀怀如如火火 淠淠水水如如歌歌
刘刘东东升升

行 走 在 江 淮 丘 陵 上
王国信

一一件件传传家家宝宝
王王 迅迅

明 月 天 上

银 河 人 间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力力 摄摄

蒋蒋常常虹虹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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