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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岭，亘古以来，籍籍无名。新中国建
立以后，在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修水库、作批
示、授旗帜、写回信，一时间，这个大别山区
的一隅之地，声名鹊起，名闻遐迩。

根治淮河
侧岭横峰、九曲回肠的大别山，流淌着一

条大河——— 淠河，是淮河上游一级支流，佛
子岭就依偎在岸边。历史上，这条河流水患
无穷，泛滥成灾，给两岸的民众，带来无尽的
灾难，民不聊生。1950年7月，淮河流域发生
特大洪灾，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面
对灾情报告，毛主席数次落泪，下决心让民
众摆脱水患，在毛主席的心头占据了重要位
置。

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
百业待举，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保障民
生，是新生共和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紧迫任
务；随后，又要抗美援朝，保卫家园，确保在
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中，打赢新中国
的立国之战，是新中国领导们迫在眉睫的关
键任务。可在毛主席的工作安排中，根治淮
河水患，解救民众于苦海，显得刻不容缓。这
在千头万绪、日无暇晷的工作中，毛主席两
个月时间内，就根治淮河连续作出四次批示
给周总理，可见一斑。

7月25日，毛主席在华东防汛指挥部《关
于安徽、河南两省水灾情况的报告》上，就根
治淮河问题批示给周总理：“除目前防救外，
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
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
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
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①

8月5日，在《皖北灾情报告及生救工作
意见》上，批示给周总理：“请令水利部限日
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须做
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②

8月31日，再次批示给周总理：“……导
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
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
们。”③

9月21日，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开工，给
周总理批示：“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
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
开工。”④

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10月14日，政务
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随即，中央
成立淮河治理委员会，任命曾山兼任主任，
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第一次对大江大河的治
理。

新中国，带来了新气象，也为科学家施展
才华和抱负，提供了新舞台。治淮委员会工
程部部长汪胡桢奉命主持制定《治淮方略》。
这位后来被誉为“中国连拱坝之父”的汪胡
桢，出生在浙江嘉兴一个贫困家庭，1922年7
月，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1923年6月，即
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从事
设计、监工，他的事业，正冉冉上升，前途可
期。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身处异国他
乡，学有所成的汪胡桢，回望自己的祖国，多
灾多难，民不聊生，加之江河多洪涝，水灾频
繁，横流溃决，层出不穷。他期盼着国家昌
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希望能够为化
水患为水利，贡献一己之力。1924年5月，婉
谢了老师和美国有关机构的挽留和邀请，决
定返回，报效祖国。
回国不久，国内军阀混战，他任教的南京

河海工科大学，校舍被占，学校停课，民众灾
难无穷。汪胡桢和大批仁人志士，满腔热忱
投身祖国建设，此时只能心怀一腔悲愤，万
种辛酸，想有所为而不能为。

新中国，带来了新气象，为科学家施展才
华和抱负，提供了新舞台。接到命令的汪胡
桢废寝忘食，夙夜在公，全身心投入《治淮方
略》的编制之中。为消除淮河水患，趋利避
害，在安徽淠河上游新建佛子岭水库列于其
中。佛子岭水库列名于正式文件自此开始。

《治淮方略》编制完成并获淮委通过，为
了慎重起见，曾山率汪胡桢、钱正英，专程去
北京向周总理作汇报，他们深夜到北京，径
直来到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由钱正英向总
理扼要作了《治淮方略》的汇报。周总理专注
谛听，又频频颔首。谈到工程位置，因总图尺
寸过大，就铺在地上，汪胡桢指着总图介绍，
周总理与其他同志一起，俯身蹲在地上细

看，并提岀问题，汪胡桢、钱正英一一作了回
答。汇报毕，这个《方略》获得总理的首肯。⑤

担负使命的汪胡桢，回来后，立马带领技
术人员，前往佛子岭地区，就坝址选择进行
勘测、钻探等开展前期工作。汪胡桢在《佛子
岭水库计划书》中，大胆提出采用国际先进
的混凝土连拱坝技术。看到设计书，淮委及
华东水利部的专家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说

“汪某不要头颅了，这样巨大的工程，怎能在
解放战争刚完成不久时进行。”

那时的科学民主，是落到实处的。意见纷
繁，可以讨论；问题相持，可以争论；各抒己
见，科学论证，目标就是建好“开国工程”。

1951年11月12日，水利界各方面的顶级
专家茅以升、钱令希、黄文熙、黄万里、朱伯
芳、张光斗、须恺、曹楚生、谷德振和汪胡桢、
钱正英等16名专家，云集佛子岭工地一所草
屋里，就坝型选择进行全方位科学论证。会
前，汪胡桢带领一班人，基础工作扎实，并以
图纸、模型及工程费估算表、优缺点比较表
等为助，经过三天的论证，与会专家达成了
共识，连拱坝在好、快、省方面占有突出的优
势。黄万里教授代表专家会议，提出结论性
意见：佛子岭水库应建连拱坝。

设计团队拿到专家会员结论，征求苏联
专家的意见，他们听后感到惊讶，目前世界
上只有美国和法属阿尔及利亚刚建成，其他
地方还没有成例。你们中国才开始建几座土
坝子，甚至混凝土重力坝都还没有修建过，
连拱坝的设计和施工，艰难得多，特别是抗
震、防渗如何解决？你们一无经验，二无资
料，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难题。“老大哥”表示
坚决反对。

意见相左，怎么办？钱正英受指挥部委
托，向曾山和淮委作专家论证会议结果的汇
报，也述及苏联专家的意见。曾山详细听取
各种意见，果断地说：“既然中国专家提出的
方案有道理，有把握，又节约，又快，就应当
相信中国的专家。”⑥

当喜讯通过无线电传到佛子岭，技术人
员欣喜若狂，群情激奋，信心倍增。

1951年1月9日，佛子岭水库工程动工。
这是开国之初，大江大河治理标志性开山之
作，也是治淮骨干控制性工程，国家关注，全
国人民期待。

此时，昔日险山恶水、穷乡僻壤的蛮荒之
地，成为新中国战天斗地，重新安排旧山河
的先驱之地和火热战场。为鼓舞干劲，凝聚
力量，1951年5月2日，邵力子率领中央治淮
视察团，把印有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
修好”的锦旗，送到佛子岭水库工地⑦。

伟大号召，激发了参与水库建设的干部、
技术人员、民工、军人，建设新中国的豪迈干
劲，全体工程建设者，拧成一股绳，上下同
心，顶住西方世界对我国的制裁，克服他们
在技术、设备、物资、信息等方面的封锁，依
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自力更生，艰苦
拼搏，仅用880天，于1954年10月，大型混凝
土连拱坝——— 佛子岭水库，横空出世，如一
面晶莹剔透的天空之境，镶嵌在佛子岭的深
山峡谷之中。这在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坝
型，赢得国际同行的高度赞扬和钦佩，被誉
为“远东第一坝”。

水库建成，桀骜不驯的洪水，被驯服得温
顺而安详，百姓的家园安澜，福祉倍增。毛主
席多想亲眼看一看，感受一下，凝聚我国人
民智慧和力量的“大国工程”，可日理万机的
毛主席，没有时间亲往佛子岭。

可佛子岭水库，在他老人家心中有着重
要位置。1958年9月17日，在安徽视察期间，
特意到安徽博物馆水利馆，察看了佛子岭水
库模型，他非常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人民
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⑧

2019年，佛子岭水库被国务院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前夕，水利部为集中展示中国
共产党在百年间，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民，
治水兴水的生动实践、伟大成就，公布了117
项“人民治水·百年功绩”治水项目，佛子岭
水库光荣入选。

光辉按语
1955年，全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为因势利导，推动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毛主席亲自编辑并写序言《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中下册)，1956年

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书中的176篇
材料，毛主席逐篇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还
为其中的104篇加写“本书编者按”。⑨

同时，“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的情
况，我们准备从176篇材料中抽出44篇，约有
27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
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⑩(毛主席序言
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也
同时出版。

1955年12月，毛主席审阅了江苏省《新
海连市朝阳乡朝阳大队的发展和巩固》材
料，后标题改为《大社优越性》收入，毛主席
亲撰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现在办
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
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
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
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
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
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
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
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
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
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
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
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
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11 12

在此按语中，毛主席把佛子岭山区办“大
社”经验，作为典型推荐给全国。

毛主席是怎么知道山旮旯里的佛子岭，
还有他们办“大社”的呢？这里要提到一个
人，他就是徐业夫。徐业夫出生霍山县，是早
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34年11月，随红25
军长征到陕北。1935年11月，毛主席、周副主
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在陕北甘泉县接见徐海东
和程子华，身为徐海东机要员的徐业夫随
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1936年，徐海东
得知毛主席身边急需机要人员，向毛主席慎
重而负责地推荐了徐业夫。当年年底，徐业
夫被调到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开始在毛主
席身边工作的生涯，几十年如一日，紧跟毛
主席南征北战，形影相随，长达38年，直到逝
世，是深受毛主席长期倚重的机要秘书。

毛主席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不仅经常深
入各地视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还经常组
织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农村搞调查，察民情，
求民意。回京后，要把看到、听到的情况，一
五一十地向他汇报。

1953年是我国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佛子岭水库
正在兴建中。毛主席知道徐业夫是安徽霍山
县人，为了解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广
泛收集基层各方面的意见，了解佛子岭水库
建设情况，1953年10月，毛主席派遣徐业夫
回到阔别20多年的霍山县，考察老区人民生
产生活情况。他深入到佛子岭水库建设工
地，向工人、技术人员详细了解工程进展和
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保障供给，以及
民工组织情况。在佛子岭区委会，他向霍山
县基层干部，了解当地群众从成立互助组，
到办“大社”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亲历“大林
社”实地开展调研。徐业夫回到北京后，把在
家乡的耳闻目睹和呈现的欣欣向荣景象，写
成调研报告呈送毛主席，为毛主席在撰写

《大社的优越性》按语时，肯定霍山县佛子岭
山区办“大社”的好做法、好经验提供了现实
依据。

两封回信
上个世纪，佛子岭人民收到两封毛主席

的回信，透过来自中南海暖暖寄语，毛主席
对佛子岭真情关怀，跃然纸上。

在佛子岭水库文化馆，展板上有一张毛
主席给“安徽省霍山县佛子岭水库农工子女
小学全体同学”回信的照片。回信全文和毛
主席的照片，清晰可见。
回信说：“由安徽日报社转给毛主席的信

和照片二张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希望你们
努力学习，锻炼身体，以便将来很好地为祖
国服务，为生产服务。兹寄主席的照片一张，
请你们留作纪念。祝你们进步。”

落款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
1954年6月30日”。

当时，佛子岭水库正在争分夺秒、如火如
荼建设。为了解决参与水库建设的干部、民
工、军人、工程技术人员等子女上学，政府在

工区设立了“农工子女小学”。孩子们亲眼目
睹父辈们夜以继日、艰苦奋战的干劲；在老
师的讲课中，他们明白了，父辈是响应毛主
席的伟大号召，从事造福新中国的伟大的事
业。他们满怀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新中国未
来的憧憬，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两张他们的照
片，请到工地采访的《安徽日报》记者，转到
北京，给敬爱的毛主席，向他老人家汇报他
们学习、生活情况，表示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将来建设新中国。这些孩子们的愿望没
有落空，不久，他们收到来自北京的回信。
收到毛主席的回信，孩子们欢呼雀跃，奔

走相告。毛主席对下一代的关爱，也激励着
参与佛子岭水库建设的每一个人，他们就一
个心愿，拼命苦干，确保工期，早日建成佛子
岭水库，报答毛主席、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
关怀之情。

在安徽省霍山县档案馆，陈列着另一封
回信，这是来自北京中南海，给“佛子岭公社
贫下中农”发来的。

信函说：“你们于一九七三年五月送给伟
大领袖毛主席的黄芽茶8斤已收到，谢谢你
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艰苦奋
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办一切事业的
历来教导，和中央关于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
人赠送礼物的规定，希望你们切实按照毛主
席的指示和中央的规定办事，今后不要再送
礼。现将送来的东西折价48元寄给你们，请
查收。”落款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一
九七三年九月十五日”。

这封回信的来历，还得从霍山县的红色
历史说起。位于大别山区的霍山，是革命老
区，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皖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是我党的重要
建党基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是人
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红军故里，将军摇篮。
在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是安徽红色区域
中心，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霍山人民艰
苦卓越，牺牲奉献，屡建奇功。

“三座大山”推翻了，可自然界的敌人侵
扰和袭击，让民众赖以生存的家园，屡遭破
坏。1950年，淮河流域连降暴雨，灾害严重，
家园被毁，村民背井离乡。在毛主席“一定要
把淮河修好”伟大号召鼓舞下，党中央、政务
院科学决策，举全国之力，在霍山县佛子岭
修建大型水库，锁住洪水猛兽，百姓得以安
居乐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经济与社
会发展长足前进，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和党中
央的感激之情，了然于胸。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佛子岭人民群众生
活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翻身不忘共产党，幸
福不忘毛主席，如何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
的爱戴，一直是久居心中的夙愿。1973年5
月，路边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江西民歌《请
茶歌》：
“同志哥
请喝一杯茶呀
请喝一杯茶
井岗山的茶叶
甜又香啊 甜又香啊
当年领袖毛委员啊
带领红军上井岗啊
茶树本是红军种
风里生来雨里长
茶树林中战歌响啊
军民同心打豺狼 打豺狼啊……”
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给采茶的佛子

岭群众以启迪，这里的茶叶自古以来就是历
史名茶，与黄山、黄梅戏并称“安徽三黄”。经
过合计，他们决定，将自己手中的新茶寄到
北京，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品尝，借以表达对
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恩之情。

当年9月，“佛子岭公社贫下中农”收到
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信函。50多年的时
光过去了，毛主席嘱托寄来的黄芽茶折价
款，和“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的
规定”，在佛子岭人民的心中，切身感受到共
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民
领袖心里时刻装着群众，时刻想着群众，为
群众谋幸福，不占群众丝毫便宜的崇高情
怀，照见了共产党人和人民领袖严以律己、
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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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潘先先波波 摄摄

毛毛 主主 席席 情情 系系 佛佛 子子 岭岭
谢谢 明明

11995500年年88月月3311日日，，在在华华东东军军政政委委员员会会的的报报告告上上批批示示。。

11995500年年99月月2211日日，，在在《《淮淮北北灾灾民民的的情情况况及及调调配配粮粮食食的的
意意见见》》报报告告上上批批示示。。

毛毛泽泽东东主主席席视视察察安安徽徽时时观观看看佛佛子子岭岭水水库库模模型型((资资
料料图图片片))

毛毛主主席席回回信信毛毛主主席席撰撰写写的的《《大大社社的的优优越越性性》》按按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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