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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上旬，皖西大地满目苍翠，万木峥嵘，荷

花飘香，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又恰逢淠
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
际，应几位文友之约，在如诗如画的山水田园间
漫游，再次观赏了波光粼粼的万佛湖(龙河口)、
佛子岭、响洪甸和梅山四大水库的旖旎风光，览
阅了横排头、将军山渡槽等水利设施的瑰丽画
卷，跨越了蜿蜒淖弱的淠河、史河和杭埠河三条
河流。所到之处，或山水相依，或岗峦起伏，或一
马平川，大小河流纵横交织，库塘湖堰星罗棋
布，水利设施配套，引灌自如，万亩田畴，禾苗青
青，一望无垠，阡陌纵横，丛草葳蕤，野花灼灼，
宛若人间仙境。一路行来，心潮激荡，感慨万千，
为皖西大地的沧桑巨变和新农村建设取得的累
累硕果，倍感骄傲与自豪！

结束几天的行程，独自静坐书房，思绪的闸
门洞开，脑屏上不禁浮现出有关淠史杭工程特
别是史河引灌工程建设的一些往事来……

生我养我的霍邱县是淠史杭灌区主要组成
部分，是史河引灌区的主要受益地。它位于北半
球亚热带，受东部季风气候影响，天气多变，降
水量年际与月际之间变化较大，很不均匀；它地
处大别山北麓、淮河中游南岸，地势南高北低，
是淮河中游重点行蓄洪区；淠史杭工程竣工前，
旱涝灾害交替发生，大多数田块都是靠天收，水
旱灾害成为老百姓心头上挥之不去的伤痛，他
们万般无奈地苦诉道：“天水田，种地难，又怕
涝，又怕旱。”“水田每亩八九担，天水田每亩只
收一二担，如遇天旱不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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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歌谣，十分形象地道出了当地
种田人受水旱灾害困扰的痛苦与无奈，他们强
烈祈盼着党和政府能够带领百姓，兴修旱能灌
涝能排的水利工程，尽早从根本上改变祖祖辈
辈种地靠天收的尴尬局面，一举拔除穷根，步入
旱涝保收的良性循环。

群众有呼声，政府有行动。当时六安地委和
专署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盼，干人民之所
需，1957年上半年，在响洪甸、佛子岭、梅山、磨
子潭水库相继建成开始蓄水的前提下，果断决
策，开发史河、淠河和杭埠河三大灌区，深得民
心，八方积极响应。霍邱县委、县人委雷厉风行，
抽调精干人员，成立了工程建设指挥机构，全力
做好史河引灌工程前期准备工作。

1958年11月，全民大办钢铁告一段落后，史
河引灌工程便全面立即施工。霍邱县委、县人委
动员全县18 . 1万人，组成城关、姚李、叶集、三
元、五四、河口、扈胡、马店、邵岗、吴集、俞林、五
一、新店、周集、陈郢、刘李、孟集、潘集18个水利
团和1个红石咀工区民石工团，带着工具、口粮
和铺盖行装，徒步浩浩荡荡地开进工地，拉开了
史河总干渠、沣西干渠、沣东干渠、汲东干渠的
施工序幕。他们不畏严寒酷暑，不分白天黑夜，

歇人不歇工，连续奋斗了几个春秋，手掌和脚板
磨出了老茧，衣服磨破了补了又穿，付出了无数
的辛劳与汗水，终于建成了灌区，把世世代代梦
寐以求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史河引灌渠道总长216 . 4公里，共做土石方

8949 . 72万立方米，其中重难点是司楼、平岗、王
店、白龙井四处切岭工程和史河总干渠拦冲大
坝填方工程。
平岗切岭是开挖史河总干渠一块最难啃的

硬骨头，它位于史河总干渠中间段，居汲东、沣
东、沣西三大干渠渠首，为整个灌区的咽喉。
1958年10月，霍邱县委集结叶集、吴集、马店、城
关、扈胡、邵岗6个民工团1 . 6万常备民工进驻开
挖。开工不久，遇到石质软、风化重、变层多的砾
质砂岩，机钻打眼不断卡钻，装上炸药又漏气，
爆破功效极低。面对现状，工地指挥所立即召集
工程技术人员研究，开动脑筋想办法，摸索出了

“洞室爆破法”，一举解决了挖土难题。平岗切岭
最大深度为25 . 6米，相当于十层楼高，“抬头掉
帽子，上坡碰鼻子”，靠肩挑手抬运土，工程量极
大，效率十分低下，往返一趟至少需要二十分
钟，一人一天运不到一方土。指挥所领导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为改变这一现状，走访群众，召开
诸葛亮会议，问计于民，发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
聪明智慧，创造性地发明了“倒拉器”运土工具，
即在坡顶装上滑轮，用长绳子系住独轮车，一个
人掌握车把，两个人拉着绳子往上拽。“倒拉器”
轻巧灵活，缩短了运程，省力省工，且操作简单，
很快便在工地上推广开来。大家举一反三，开动
脑筋，相继发明了“脚踏运土器”“三面倒土滑
车”“快速上土器”“转盘运土器”“翻斗车”“三轨
绳牵引机”“牛拉滑车”“绞架式运土器”“十女大
牯牛”等一系列比较先进的运土工具，使运土效
率翻了好几倍。由于有效解决了取土和运土等
难题，大大提高了整体施工效率。1959年夏，平
岗切岭便提前完工，创造了人间奇迹。8月8日中
午12点左右，由梅山水库放下的碧流顺利通过
平岗切岭。“水来啦！我们胜利啦！”人们奔走相
告，喜极而泣，平岗岭上一片欢腾！

1958年11月沣东干渠全线动工，叶集、孙
岗、三元、曹庙、众兴、长集、夏店、岔路、宋店、三
流、城关等十余个沿渠乡镇，动员几万民工，承
担全部开挖任务。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于
1960年开始受益，1961年全线通水，1964年渠

道土方工程基本完成。此干渠全长53 .6公里，设
计灌溉面积69 . 5万亩。干渠道上有分干渠1条，
支渠13条，直灌分支渠7条，斗渠30条，农渠56
条，有老圈行、水门塘中型水库2座，小一型水库
3座，总容量3060万立方米。每年春夏之交，梅山
水库都要开闸放水，汩汩清流沿着沣东干渠顺
势而下，滋润着沿渠两岸几十万亩禾苗，水稻连
年丰收，老百姓的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从此
告别了饥饿和贫穷的困扰，心里比吃蜜还要甜
上三分。
我于1961年5月出生于夏店人民公社院墙

大队小楼生产队，村庄居于众(兴)夏(店)支渠南
岸二百米处。此支渠属于沣东干渠的主要支渠
之一，灌溉夏店、砖洪、吴阳三个人民公社的三
万多亩良田。打我记事起，年年都在渠坡上放鹅
放牛，在河沟里放鸭。夏季放河水了，几乎每天
都跟在大人屁股后面，跳到渠水里洗澡，尽情地
搓去汗渍和灰尘，身心特别凉爽舒坦。有时大人
教我们小屁孩打嘭嘭、扎猛子、打仰巴颌，有时
在浅滩或岸边打闹嬉戏，笑语盈天，无忧无虑，
快活至极！记忆中，每年插秧季节来临，支渠里
都放满了清水，日夜奔流不息，为沿渠两岸的秧
田送来及时水、救命水，确保水稻年年丰收，六
畜兴旺，老百姓收入逐年提高，推倒草房建平
房、楼房，种田基本实现机械化，小日子越过越
红火！
史河引灌工程主要有红石嘴渠首枢纽，史

河总干渠，沣西、沣东、汲东3条干渠，3条退水
渠，4条分干渠和52条支渠，以及渠道上的各类
建筑物、下级渠系、反调节水库等构成。1963年、
1964年，总干渠和三大干渠全面通水；此后，全
县各地又一鼓作气，男女老少50万人投入到挖
分干渠，挖支、斗、农渠，修建塘坝、水库、涵闸的
战斗中，共开挖干、支、斗、农渠1593条，全长

4644公里，兴建中小型水库366座，新建、扩建、
整修沟、塘、堰、坝4 .8万处，建机电排灌站38处，
装机135台、11740千瓦，兴建较大的灌排、节制
闸511座，累计完成土石方1亿立方米以上，使霍
邱的水利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刮
目相看，欣慰不已！
回想着一组组数据，脑海里多次浮现出我

们的父辈们，披星戴月，栉风沐雨，斗严寒，战酷
暑，勒紧裤腰带，开挖河道，修塘打坝的情景，对
他们吃苦耐劳、不畏艰难、敢于拼搏、无私奉献
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湿润了眼眶；为
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父辈，倍感骄傲与自豪，为
能生活在美好时代而倍感幸福与温馨!
史河引灌工程竣工，全面投入使用，是霍邱

有史以来，第一次破天荒全面实现适时灌溉，灌
溉面积达到170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80%
左右，使昔日的老灾窝一举变成远近闻名的米
粮仓，跻身新中国首批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为保
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时间来到21
世纪，霍邱粮食总产年年增长，多次荣获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标兵县称号，受到国务院、国家
农业部和安徽省政府的表彰奖励，无数次证明
了建设淠史杭工程的英明伟大！
史河引灌工程建成后，发挥出巨大的工程

效益和灌溉效益，使霍邱、金寨、固始两省三县
的100多万人口受到恩泽滋润，被称为“生命之
源”“丰收之源”“发展之源”和“小康之源”。霍邱
受益的广大群众发自肺腑地歌咏道：“幸福河水
滚滚流，流来幸福流去愁，流来幸福千万载，流
去灾难不回头。”
足之蹈之，歌之咏之。壮哉，淠史杭！美哉，

淠史杭！煊哉，淠史杭！与青山长在，与日月同
辉，恩泽苍生，彪炳史册，万世景仰！

碧碧流流滋滋润润恩恩泽泽长长
庄有禄

杭埠河的春天
携着想象同你一起出发
不必问上游或下游
水，是你的肌体，也是你的灵魂
风是你的顺水也是逆水
轻踏水波，就沟通了火红的年代
欸乃行舟，就划进了1958年的年时光

伸手摘一朵浪花
芬芳就缠绕手指
淠史杭精神便尽情绽放
水天一色的涟漪
昼夜相互扶持簇拥
抱紧流淌的岁月
抱紧自己的意志
每一滴水里
都住着村庄、炊烟、良田、爱情和红色历史

放眼望去，刚才的浪花
一眨眼就绽放成梨花，稻花和雪花
花瓣是四季，花蕊是历史
以一幅画卷，二分明月，三春朝晖的姿势
盛开着，灿烂着

眼里藏着星河，高楼，高铁和美梦
笑里蕴着小康的红晕和舒城的万千风情
继续浪漫在阳光里月光里时光里
继续把家园的梦从内心托向远方

春风在史河岸边穿行
三月，史河两岸的每一缕春风都是明媚的
连长尾雉的目光
都绽放成一朵朵生长的金盏菊

我在岸边漫步，飞翔的绿缠绕着我的身体和目光
与我擦肩而过的几位村妇
把端庄镶进阳光里
把婀娜植于绿韵中
她们是史河岸边流动的花朵
把芬芳飘洒到两岸的每一个角落
春风里的男人们，深入到季节的每一寸光阴里
把农事的黄金部分捧在手心
用阳光和爱滋润呵护

有一种欲望，从史河的岁月里
从两岸大地的深处冉冉升腾
村庄也在春风中一次次拔节了
乡亲们用目光垒起崭新的梯子
所有绿色和心思，都朝着丰收的方向
那些红色故事在妖娆的景色里
如花朵般盛开

水波漾动，鱼也闹春了，竞相凌空跃起如天女散花
它们逆流而上，追逐爱的源头
在这里，露水，阳光和夜色
都是生活和思想的音符

春风在史河岸边穿行
连一棵巴根草也能使梦芬芳美丽
一些身穿春天盛装的事物宛如一幅画
挂在鸟语花香里，挂在幸福吉祥里

荷花村的早晨
早起的太阳，把荷花村和鸟鸣
一起从山洼里请出来

荷花小学的晨读声，像从传说里跑出来
钻进潺潺溪水歌唱的节拍里

松涛阵阵，法华庵古寺的晨钟
敲醒小鸟飞翔的欲望
敲响梵音袅袅，飘进杭埠河淡淡的霭雾里

妈妈挽一缕阳光，点燃崭新的燃气灶
烟火香味，便从小楼里溢出来

门前大片的荷花，在清风吹拂下
牵手、起舞、袅娜，阵阵暗香从绿色里漫出来

文化广场上晨练的大爷
太极拳的一招一式散发出古韵遗风

一辆公交车停下来，第一批游客
让村庄一下沸腾

许多花草，托起一颗颗露珠
是昨夜遗留的星星，是今朝山村的眼睛

淠河的黄昏
盛大的光芒，照耀着淠河
白云把河水擦拭如镜
两岸边的一幢幢高楼，倒映成蓝天的星星

如画的岸边，和风软软
树林敞怀，迎接归巢的小鸟
花草摇曳，阵阵清香弥漫，溢进霞光
大别山村和公园广场如明珠
镶嵌在淠河流淌的绿韵里

举目眺望，一道亮丽的彩虹如巨龙横卧在淠河上
闪耀着一个个梦幻
远处，落日是河水托起的一枚金币
古老里透着青春

此刻，观光、漫步和晚练的人群如约而至
沸腾的淠河渐渐淹没了黄昏
那朵朵欢乐的浪花，正绽放着春风和传说

两岸灯光，如两条灿烂的项链
挂在城市的脖子上

淠淠史史杭杭的的春春天天
((组组诗诗))

杨定祥

我的孩童时代是在史河
管理分局大院度过的，大院
临河而建，大河源头在梅山
水库，每年到了灌溉时节，河
水上涨，河面宽阔，这条浩浩
汤汤奔流不息的大河就在一
个个支渠拐进千家万户的田
间地头。我的父亲母亲都是
普普通通的淠史杭职工，父
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部
队转业后回到地方，当时最
红的单位是粮站，而父亲却
执意来到淠史杭总局下属的
单位史河管理分局，成了河
道守护工，这一守就是一辈
子！
小时候，我和姐姐常在

河边玩耍，坐在河堤台阶上
等待小鱼亲吻我们的小脚，
也等待父亲和一些叔叔寻堤

回来。懵懂的我总以为父亲和叔叔们是去河边打鱼
的。再大点，我便会问父亲什么是淠史杭，淠史杭灌区
有多大？父亲总会感慨地说：“很大很大，大到关系着
老百姓的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那个时候我自然是不
懂这句话的深意，而且总会很土话地把“淠史杭”说成

“皮史杭”。一旁的姐姐就会翻开书本指着图文对我
说：“淠史杭工程位于安徽省中西部，横跨长江、淮河
两大流域，是淠河、史河、杭埠河三个毗邻灌区工程的
总称。”父亲拍拍我和姐姐的小脑瓜接着说，淠史杭工
程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工程，它是
1958年8月19日动工兴建的，到1972年骨干工程基本
建成通水，历时14年，这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

父亲总是神情凝重地望向我们：“你们想知道当
年挖河筑堤的故事吗？”“由于当时淠史杭工程并未纳
入国家计划，在长达14年岁月中，咱们当地的老百姓
是自带工具、自备口粮组成近万个水利团和6400多
个突击队、战斗队参加到挖河筑堤的战斗中，人们自
制土炸药，自建水泥厂，自筹石木材，用十字镐、独轮
车等简单工具，肩挑手抬，一寸土一寸土地完成近6亿
立方米的土方工程的！”听完这些，我和姐姐震惊了，
几乎同时“啊”了一声，因为这么多的河道几乎是用人
力挖出来的，在那个吃饱饭都很困难的年代，完成这
样的工程是何等艰难呀！说完这些话父亲沉默了许
久，目光投向远方，深邃的眼眸里仿佛有一条大河在
流淌。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爷爷当年也参加了挖河，牺

牲在平岗岭一带。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殊性，爷爷是就
近被掩埋在河道附近，至今没有一座可以祭拜的坟
冢，这也成了父亲多年来的心病。母亲说正是这个原
因父亲当初从部队转业选择了这个单位，我想也许冥
冥之中有一种情缘牵引着父亲，让父亲守着河道，守
着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

回忆这些往事，我才恍然大悟，自力更生、顽强拼
搏的精神便是这么孕育而生的。自力更生意味着我们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不依赖他人，而是依靠自己的
力量去解决问题、实现目标。顽强拼搏是无论遇到多
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下去，不断努力，决不放弃。
记忆的闸门再次推开，每年夏天，暴雨来袭，河水

疯涨，湍急的水流像难以降伏的巨龙，随时都可能冲
毁堤坝，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都会没日没夜地驻守堤
坝，来回巡查。而每当险情发生时，父亲总会第一个冲
上前去筑堤护坝，抢险救灾，组织当地民众转移，父亲
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名军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退伍不褪色，走到哪都是为人民服务。”正是这样的一
句话让我看到了父亲身上朴实无华的品质，有对党的
忠诚担当，也有对工作的勤勉敬业，更有为国为民的
无私奉献。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正是淠史杭战天斗地
精神的最闪光点，它体现了对事业、对集体、对人民的
深沉大爱。

我的姐姐水利学院毕业后也成为一名新时代的
水利人。当年的淠史杭工程以科学求实的精神，根据
地形特点沿高线布置渠道，实现了节水节能灌溉，现
如今更需要新时代的年轻人发扬科学求实的精神实
现河道的蓄、引、提三种水源的相互调剂，达到水资源
的高效利用，造福一方百姓。姐姐和她的同事们每天
与河水打交道，书写着新一代护河人的责任与担当、
敬业与奉献精神。

丰碑永铸，精神永存！伟大的淠史杭战天斗地精
神如这条大河一样永远流淌在我们的心中。

聚聚 焦焦
淠淠 史史 杭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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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的人都喊我们“山蛮子”，因为我们从
小生活在大山里。“七饭、喝薯、搞么事……”这
种话语和口音是我们山里人的标志。但是，俺
妈和我们口音不一样。她会说“吃饭、喝水、干
什么”这样的侉子话。为什么一家人说话却不
一样呢，这个问题困扰着小时候的我，长大后
才知道因为妈妈是梅山水库库区的移民。

妈妈是满月的第二天跟着乡里乡亲转移
的。姥爷用扁担一头挑着装着妈妈的竹篮，一
头挑着用来装水的小水缸。姥姥一手挎着几
件衣服和针头线脑，一手牵着大舅。这是他们
带走的所有。妈妈的爷爷是一名老红军，参加
过中原突围、孟良崮、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
役。新中国成立后，他远在四川任职，无暇顾
及家乡的儿孙。当他得知异地移民的讯息，非
常牵挂家乡，妻子是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儿
子、媳妇才二十来岁，孙子年幼，孙女又刚出
生，自然不放心，便将他们托付给堂兄弟一
家。于是，姥爷带着一家老小和叔伯婶娘们一
道加入移民队伍。自此，他们成为金寨10多万
移民中的一份子。
移民是牺牲、是奉献。听姥姥那一辈人

说，乡亲们根本舍不得搬离故土。自收到搬迁
通知，大家便是能拖一天是一天，能多住一天
就多住一天。水位是慢慢升高的，从水淹到石
岸边、稻床边，再到大门前的台阶，眼看着水
要漫进堂屋里。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拖家带口
从后山撤离。大家舍不得房屋圈舍、舍不得山
场林地、舍不得左邻右舍。除了活生生的人，
房屋、田地、牲畜、家具……无一能被带走。
移民的道路是漫长的，听老人们说移民

路上的妇女和孩子几乎是一路走一路哭，甚
至需要连拖带拽。我想，大家一方面是因为难
舍家当，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对离开熟悉的
环境而充满恐惧和迷茫。在那个信息闭塞的

年代，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是令人窒息的。
每每想着移民奔走的情景，我都会莫名难过。
说到这里，想起一次失态经历。我曾参与梅山
水库现场教学的讲解与点评，在试讲环节，当
我讲到：“库区的百姓让出了祖祖辈辈耕种的
土地、世世代代居住的山村，移到他乡重建家
园。他们拖儿带女，痛哭流涕，恋恋不舍，几乎
是无偿搬迁到生存更为艰难的环境。由于当
时没有搬迁经验，很多人到外乡、外县生活被
当地人不理解，甚至受到歧视，一时难以适应
当地生活，还有人宁愿四处乞讨。”没想到当
时的我竟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第一次当众
失态，我是忐忑苦恼的，但心中却是释然的。

搬迁的地点是政府指定的地方，两地相距
上百里。没有船、没有车，就靠两条腿，加之移
民队伍情况复杂，行进较慢，途中住了一夜。经
过两天的奔走，妈妈是作为第一批移民到达指
定地点的。到了地方后，当地安排有几处移民
点，由移民自行选择安置的地方。妈妈说姥爷
比较有眼光，选在了平畈区，靠近粮站，离主干
道也很近。有的村民直接选在了河边，考虑吃
水方便。还有的村民选在了大山里，远离河道
与平原，据说是移民移怕了，认为住在山里一
步到位，再也不吃移民的苦，而且有山有柴，靠
山吃山，不愁饿着、冻着。事实证明，姥爷一家
的选择更适合居住，交通方便，购买方便，而选
到大山里生活的移民却有诸多不便。
移民后的生活便是顺其自然。住有所居是

人们的基本需求，大家分到了房屋、分到了田
地，慢慢将打乱的生活节奏理顺，正式安家落

户。刚开始很多移民不适应，妈妈的小奶奶就
是其中一位，她根本住不惯，自己垫着小脚经
过两天折回老家。当她来到后山岗，房屋早已
被淹没，祖坟也沉入库底，她悲痛地大哭，然
后擦干眼泪回到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往
后再也没提过要回去的话。她知道是回不去
了，只是想回去看一看，这样便没有了遗憾。
每隔几年的枯水期或清明节，家族中主事的
长辈便组织一次返乡。说是回去看看，其实就
是站在大山岗上，然后向家乡的方向望一望，
隐隐约约能看到曾经生活的痕迹。纵然有再
多的不舍与留念、再多的艰难与委屈，但大家
善良质朴，顾全大局，骨子里秉持着坚贞忠
诚、牺牲奉献、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

妈妈成年以后，与本地村民成了婚，后来
有了我们兄弟姐妹。我们周边住的都是本地
村民，邻里和同学们习惯称呼妈妈为“侉子”。
而且习俗也不一样，一个湾子上下都是腊月
二十四过小年，妈妈娘家是腊月二十三过小
年。小时候，妈妈常常带我们到姥姥家，姥姥
家的左邻右舍都是移民，他们说着彼此熟悉
的语言，谈论着熟悉的人，说得最多的还是移
民前的生活。妈妈也加入他们，小时候并不理
解，认为那都是过去几十年的事情，有什么好
说的。妈妈尤其喜欢说起老庄子后面的“石头
奶奶”，那是她孩童时期到过老庄子，对那座
形似老奶奶的大石头记忆深刻。她曾和童年
的玩伴围着“石头奶奶”做过游戏，也曾坐在

“石头奶奶”的肩头。一转眼，往事已过去一个
甲子。妈妈早已从那个喜欢捉迷藏的小女孩
变成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岁月是厚重的，回忆
并无归途，余下的只有坚毅前行。
移民人一辈子都忘不了家乡，一辈子都

在念叨故土上的人和事。作为移民的妈妈也
是如此。我不是移民，但我听着移民的故事长
大。过去不懂的情感，如今都懂了。毕竟，移民
不是简单搬个家。

俺俺 妈妈 是是 库库 区区 移移 民民
陈晓翠

刚退伍时，见到家里多了一位“弟兄”，年
龄和我相仿，个头比我稍矮，身体比我也单薄
些。母亲介绍说：他叫王永柱，比你小月份，你
不在家这几年他常来看我，往后你就称小王为
弟吧！几年不在家，怎么多个“弟”，我寻思着。

1976年春，我从毛坦厂中学毕业应征入
伍。正好我走那年，当地政府为了治理水患，动
员全镇20多个村开始兴修水利。当时，我家因
离河边较近，场地又大，加之父亲是区委财贸
委员，镇上领导同我母亲协商，要在我家院落
旁搭个工棚，安排一个大队的民工食宿。这样
离工地较近，可节约往返时间。母亲是个热心
肠的人，爽快地说：不要费事搭棚了，我家房子
多，儿子当兵刚走，好几间房子都空着，前厅的
大锅台都是现成的，儿子当兵时，招待乡里乡
亲一二十桌都够用了，何况你们人不多。
就这样，来自大华山大队的20余位民工，

我一家就安置了。
老家的老名叫“东两河口”，因上游有两

道小河在古镇的上街头交汇而得名。一条源
头自大山寨的骑马岗和嵩寮岩的托儿岭；一
条来自张店和牧场岭方向。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们逐渐开始向集
镇靠拢，人口逐渐增多，加之沿河两岸水土流
失严重，一遇连续暴雨，洪水就泛滥，经不起
雨、经不起旱。当时经济匮乏，河面上政府建的
桥很少，老百姓自己架的独木桥经不起山洪的
冲击。学生上学、老百姓到集市上办事要绕很
远的路。我当兵那年，大队敲锣打鼓搞欢送，过
独木桥时，就有两个小孩被挤到河里，好歹有
惊无险。后来听说有一年夏天山洪爆发，油坊
的大油缸都漂浮起来，小镇被冲毁好几百间房
屋，发生了八、九人不幸遇难的悲剧。
当地政府为了治理水患，决定对靠南边

的一条河进行改道，以分散流量和缓解冲击
力。同时建一个能走拖拉机的石拱桥，新河正

靠近我们村庄。另劈新河，对我们南岸一带的
村庄、庄稼十分有利，老百姓到镇上贸易，学
生到镇上上学方便多了，尤其我们村庄，更是

“近水楼台先得月”。
大华山大队距离我家有40余里地，当时不

通车，到镇上办事要翻山越岭。大队规定，民工没
有特殊情况是不准回去的。母亲对扒河的民工
们非常热情和支持，因为我父亲曾经带队在打
山与将军山一线的河堤上扒河。所以母亲能理
解扒河人的不容易和艰苦，尽可能给予他们生
活上的照应。我家依山傍水，住在村东头第一家，
菜地相对比别人家要多一点。母亲看到民工们
顿顿吃泡菜，于心不忍，经常提供一些油盐，挖一
篮两篮的青菜送给他们改善生活，民工们的脏
衣服，母亲看到了就帮他们洗一洗……

民工中有一位年龄最小、身材偏瘦的孩
子，穿梭在人群中，显得很不起眼，引起了母
亲的注意，因为母亲联想到刚刚当兵的我，就
关切地问他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母亲认为该
读书的年龄，却在河堤上干着和大人一样的
体力活，母亲十分同情，对他另看一眼，我家
吃什么菜也常给他夹一点。永柱子很机灵、勤
快、嘴巴也甜，见到母亲就“大妈、大妈”叫个
不停；看到母亲提水、喂猪，就主动上去搭把
手。不知情的人以为是母子，带队的大队胡书
记，开玩笑地说：小王，你就认大妈为“老干
妈”吧！胡书记得知我母亲姓陈，同他母亲一
个辈分，也就“姨娘、姨娘”喊个不停！
几个月的扒河任务顺利完成了，一行人在

胡书记的带领下，向我母亲集体道别，还以大队
名义写了一封感谢信。母亲说你们不要客气，我一
个妇道人家，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不必挂
齿，以后你们到镇上办事，有空来家坐坐……

此后，小王每到春节期间，都要携全家来我
家拜年，看望我母亲，从不间断。当然，年糕、干竹
笋、老母鸡等土特产是少不了的。母亲免不了要
给他家小孩买点吃的，置几件新衣服等。胡书记
每年春节都要登门给“老姨娘”拜年。
不幸的是王永柱大前年因病去世，他在

病危时还嘱咐儿子：有时间要到城里看望“奶
奶”。他儿子也很孝顺，去年正月还专程从千
里之外的打工地来看望“奶奶”，把“奶奶”感
动得热泪盈眶。前年，母亲90大寿时，当年的
胡书记在儿子的陪伴下，前来向我母亲祝寿。
我想：扒河，扒的是泥土，扒出来的却是

闪闪发光、金子般的亲情。也是小河两岸老百
姓无私、淳朴的乡风；闪耀着不朽的淠史杭战
天斗地精神。
家乡的河是一条无名小河，解放后根据

民间流传“凤落河”的谐音，称之为“丰乐河”，
寄托了两岸人民美好的愿望。它的源头从大
别山流入杭埠河，经巢湖注入长江。属于淠史
杭支系。1951年，皖西人民响应毛主席“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家乡人民勒紧裤
腰带，用瘦削的肩膀血汗筑起一座誉满世界
的丰碑——— 将军山渡槽！
丰乐河，家乡的母亲河，它虽然平淡无

奇，默默无闻，但将永远流淌在我的心田……

丰丰 乐乐 河河 畔畔 的的 亲亲 情情
高大新

李李玉玉霞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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