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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6日，我随六安市文旅局退
休职工一道，前往裕安区江店镇林水寨生态
园游览。
大巴车停下后，我们换乘游览车，直接

来到园区中心观光区。我们行走在木制的水
中栈道上，木栏两边水光潋滟，水面上还有
零星开放着的红色睡莲，一处处田田的荷叶
依然翠绿，只是不见荷花和莲蓬。荷塘的水
清澈见底，连通着阡陌纵横的条条水渠。
远处是一望无边的稻田，稻子的顶部已

呈一片淡淡的黄色；近瞧，微黄稻穗下的稻
叶还是一片葱绿。水稻正处成熟的生长初
期。
稻田边的水渠宽窄不一。窄处只有2米

许，宽的主渠道有5、6米。有趣的是，渠道中
水面上间或挤满了荷叶。靠近道路一边的渠
边还不时可以见到刚刚开始抽出芦花花穗
的芦丛。
我们眼前呈现的是一幅田园诗一般的

中国水墨画。
仔细看这里的水渠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就是紧贴稻田一侧的渠壁都是用清一色的
青砖垂直砌成的。田埂中间的地方有二层三
四块砖被拿到了一边，使稻田潮湿的土壤裸露着——— 原来这是水稻
生长后期的晾田呢。

据随行的导游左女士介绍，林水寨生态园是曾在广东等多地打拼
20余年的本村人艾启凤于2015年回乡兴建的。她流转村里农田近
5000亩。前三年，对流转的农田实行休耕，让土地休养生息，同时在田
里进行农家堆肥，以促进土壤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土壤有机肥力的增
加。第四年开始施行高标准的鱼稻共生、虾稻共生的水稻种植。

为了让水“活”起来，生态园区建了水库，实行九级梯层灌溉。新
建自动化泵站2座，配套一体化测控闸门5座，土壤墒情田间水层监
测点2处，视频监测点7处，建成了节能高效的灌溉渠系信息化管理
系统，实现了水田用水自动检测、计量和控制，既促进了水资源的科
学利用，也使稻田里的鱼、虾生长在流动的活水中，促进了鱼、虾和
水稻的共生共长。
林水寨的鱼稻田、虾稻田全部采用原生态的生产方式：人工栽

植、人工除草、灯光诱虫灭虫、人工收割、人工摔打脱粒，不使用任何
农药，也不让一滴工业机械用油落入田里。引进的稻米加工设备，不
使用大米抛光工艺，确保大米脱糠后表面留存原有的对人体有益的
营养成分。
这里选用优良的水稻品种，且只种一季，生长周期达到210天。

沐春历暑经秋披霜，直至二十四节气的“小雪”后的第二天才开始收
割。这里生产的大米被称为“鱼(虾)田雪稻”，口感软糯、细滑清香，并
已经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稻谷认证。虽然市场价格每斤高达68
元，但仍供不应求。
听着左女士的介绍，勾起我心底深处的一段往事。
五十年前，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下放在长江边的普济圩农场

二分场三连。全连有水稻田近3000亩，来自上海、合肥、芜湖、六安、
巢湖等地知青230多名。我们的任务就是种水稻。那时，为提高水稻
每亩总产，都是种双季稻。劳累自不必说，好在我们年轻，也没当回
事。唯有喷洒农药让我们铭心刻骨，难以忘怀。每当水稻发生稻化螟
虫害时，我们男知青就身背装着粉状农药的喷箱，在田里排一行，左
手加压，右手持着喷头，一边走，一边对着水稻喷洒。一不小心，粉状
农药沾在背部和手臂上。在那酷热的夏天，那种火烧火燎的疼痛，让
我们终生难忘。那时，窜入干渠里浸泡清洗的我们连“环境保护”这
个词都不知道，更不要提什么“环保意识”了。我们当时最朴素的梦
想就是：什么时候水稻不用喷洒农药。
如今我们这代知青当年的梦想，在林水寨已成现实，这怎能不

让我这个老知青感慨万分。
突然，老陈的一声呼喊：“快看，这稻田里插着的牌子！”随老陈

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一块木制的标牌插在稻田边上，上面写着“快
乐新农人——— 深圳御香苑的稻田”。我随即在其他稻田里四处寻找，
果然见到“快乐新农人：波司登的鱼田雪稻”“快乐新农人：程凯美茵
的稻田”“快乐新农人：广东宏泰集团员工福利田”……更让我吃惊
的是还有一块“金砖国家健康医疗国际合作委员会指定稻田”的牌
子。我的乖乖，这来头的确有点大。

看到我们疑惑惊讶的眼神，左女士介绍：由于林水寨“鱼(虾)田
雪稻”名声远播，2023年开始，广东、上海、北京、福建、山东、浙江
等十多个省的60多家企业(集团)或组织和30多名个人在这里认领
了自己的稻田。有些认领稻田的企业还组织职工在“自己”的田里
插秧、割稻。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新鲜的生态大米，以及自己参与
劳动的快乐，更多的是感受到城里人平时无法领略的美好的田园
生活。
我们沿着绿荫夹道的小路，来到“皖西传统民居”。只见一处约

200平方米的土墙茅草顶的四合院出现在我们眼前。左侧门廊摆着
一件古朴的洗脸架，雕着精细花纹。左右两侧廊沿摆放着近二十盆
肉肉、金钱草等各种绿植。右侧场地上摆着两张桌子、一把可以撑开
收起的遮阳伞，几个人坐在桌边喝茶聊天。往里看，四合院中摆放着
花草，为院落添了几分生机。
一位40多岁的女士走出院门，热情地招呼我们喝茶。经询问，这

位女士名叫陈若水，来自浙江温州。她与艾启凤认识后成为好朋友。
2020年前后，每年都来林水寨小住数月。2021年她在这里认领了5
亩水稻田。她为这里的田园美景所吸引，今年4月，干脆租下了这座
农家四合院，又认领了一亩生态蔬菜地，自己打理。在她的菜园里，
我们看到了生长茂盛的菠菜、大蒜、辣椒、大白菜等，还有刚刚成熟
的玉米，有的已被“主人”掰掉煮着吃了。

陈女士十分开明，她指着挂在树枝上的微信二微码说：“这是我
的手机二维码，你们愿意，欢迎你们再来这里做客”。我好奇地上前
扫码，立即“田园人家”四个字闪现在手机屏幕上。
我猛然一悟，陈女士从喧嚣的城市来到这大别山下的林水寨，

这里美丽的田园，一定是她的梦想田园！
如今，林水寨生

态园已成为中关村绿
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
会员。也因为这里优
美的生态环境和田园
风光，成为国家3A级
景区、安徽省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园
区，成为一个成功的
农文旅融合的范例。
这里更是人们

心中的梦想田园。

流流淌淌在在史史河河边边的的““切切岭岭””故故事事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徐徐 缓缓

我与“淠”字，似有深缘。其一，我本六安人，淠
河在乡亲心目中，是母亲河；其二，作为游子，单位
的宿舍，就坐落在淠河路与长江西路之间。

初见淠河，是1953年春上，那年我虚十三岁。
立春之后，外公开始合计：“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何不进城去看看大白河？汤庄在六安东乡，离城
区约40多里，我随外公沿着弯弯曲曲的乡间小
道，向西走，直到望城岗，逆光远眺，双塔依稀，一
水淡远。进得城来，大东门、小东门、云路街、鼓楼
街、便门街，往左拐，便是篾匠街了，二姨就住在
临河的一个院子里。由二姨家朝北，不一会就是
下龙爪，听说此爪是从东乡的龙穴山伸过来的，
今日得见，自是兴奋。当此之时，早春二月，万物
复苏，淠河之水，方涣涣矣。河水之上，是木船与
竹筏，河水对岸，有大片桃园。时在雨水与惊蛰之
间，“二月山城未着花”，然而见了淠河，又怎能不
心花怒放！
翌年，我成了六安三中的新生，学校在南门

三道巷，沿着老城墙，站在云露桥上，淠河宛若流
动的画卷，悠悠然，漾漾然，不舍昼夜。也就是在
那时，我似乎发现另一处观察淠河的窗口——— 家
有一部民国三十七年版《辞海》，它告诉我，这世
上有两条以“淠”为名的河流，相距亦不甚远：“淠
河……源出霍山县西南碁盘岭，东北流，经六安、
霍邱、寿县，至正阳关入淮河；在河南境内，又名
白鹭河、白露河，上源有二，俱出光山县南，一出
守军山，一出金泉山，合流之处，亦称双幅河，既

合，北流，经潢川、固始入淮水。”《水经》：“淠水
入弋阳南岳山，北流注入淮。”说的也是河南那条
河。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分到霍邱县农林局，
六安的淠河，对我来说，一如“既见君子，我心则
喜。”而河南那边的同名河流，仍是一无所知，有
点“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的滋味。霍邱与固始毗
邻，决计过去一探究竟。从叶集出发，过史河大
桥，一路往北，晚上在县城，寻了一家小旅馆住
下。在那里，邂逅一位姓贺的女孩，说她家就住在
那条河的旁边。我俩骑上单车，出固始西门，向潢
川方向，约莫五十里，一条南北流向的河湾，横亘
在面前。小贺找了熟人打听，确认就是我要找的
淠水。天气晴好，河水弥弥，杨柳依依，静如处子。
然而，核对资料，此水与潢川没有交集，入淮口却
在三河尖。也许是陵谷变迁所致吧，拉开更长的
视野，它与六安的淠河，几乎是平行向北，中间隔
着一条史河而已。

两条淠水都亲见了，我的兴趣点，开始集中
到《诗经》里数度出现的“淠”字上。

淠在《诗经》里有两种读音：pì与pèi。
读pì时，乃“行船的样子”。《大雅·棫朴》：“淠

彼泾舟，烝徒楫之。”三家分别有解读：《毛传》：
“淠，舟行貌。”；《郑笺》：“淠淠然泾水中之舟，顺流
而行者，乃众徒船人以楫棹之也。”；王先谦《集
疏》：“军舟浮泾而行，众徒鼓楫，水声淠淠然也。”

读pèi时，常常淠淠连用，有两层意思，一是茂

盛众多的样子。《小雅·小弁》：“有漼者渊，萑苇淠
淠。”(深深一潭水，四周皆芦苇。)《毛传》：“淠淠，
众也。”；王先谦《集疏》：“淠淠，茂也。”；二是飘动
的样子。《小雅·采菽》：“其旂淠淠，鸾声嘒嘒。”(旗
帜猎猎扬，鸾铃阵阵响。)《毛传》：“淠淠，动也。”；
陈奐《传疏》：“淠淠。《泮水》作茷茷。……古淠、茷、
旆并声而义通。”就是说，当“淠”字作为动词或形
容动词之时，与“茷”、“旆”通假。
众所周知，淠河在汉代时称“沘水”，唐宋时改

称“淠水”或“淠河”至今，至于为何选用“淠”字，文
献似无确解。大体推断，绕不开《诗经》中“淠”的水
量充沛或芦苇众多之义吧。往常的六安人，称它为

“大白河”，或因河中细沙，晶莹洁白之故。
我在六安读中学时，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就

在皖西大地酝酿并实施，此举实现史河、淠河、杭
埠河的完美牵手，“淠河不宁，六安不安”的历史不
再。“淠史杭”有人间天河之美誉，三条河的排序，
却没有依据地理位置，而让“淠”字领衔，是因为，

相较于“史”“杭”二字，“淠”字充分体现“河水充
沛、水声淠淠然”之自然景象与美学意境。

初二的《语文》书上，有一首《乡情》，其中一
段：“在村镇的北头有一条小河/小河的两岸上有
着柳林/这里在夏天可以听见蝉呜/在冬天也不断
孩子们的踪影。”作者是同乡先贤蒋光慈。我疑惑
那条小河，或是淠河的支流，后来到金寨白塔畈实

地考察，方知它叫西汲河，是独立的水系，这让我
多少有些失落。然而，自从淠史杭工程完工后，西
汲河也纳入其中，淠河之水与汲河之水，融会贯
通，共同滋润家乡的繁华。一甲子后重读《乡情》，
感慨万千：先贤的乡情，激发了我的乡情；我的乡
情，也承载了先贤的乡情。这种情感的交流，其中
的激活点，便是这个“淠”字。

说“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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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史河河灌灌区区航航拍拍 张张孟孟舒舒 摄摄

↑陈家芳老人(右二)讲述白龙井战流
沙的故事。 徐缓 摄

淠史杭工程奖章

翻开泛黄的工程图纸，指尖掠过那些褪
色的手写批注，仿佛触摸到六十年前江淮大
地的脉搏。千万把铁镐凿击岩石的铿锵声，
独轮车碾过山道的吱呀声，此起彼伏的劳动
号子声，正穿越时空的隧道，在档案的褶皱
里缓缓苏醒。淠史杭工程，这条用热血汗水
开挖浇筑的“人间天河”，此刻正以另一种
形态流淌在墨香氤氲的纸页之间。

《流淌在档案里的淠史杭》纪录片摄制
组冒着6月的微雨，随着叶集、霍邱档案人
员，踏访实战地、当事人，再次聆听流淌在
史河边生动的“切岭”故事，震撼中有惊叹
感佩，追忆中有期盼敬仰。

(一)

淠史杭灌区大动脉史河总干渠自红石
嘴出发，穿越史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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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史河
灌区，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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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河灌区枢纽工程修建中，
位于今叶集区(时属霍邱县)的平岗切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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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岗，现在是江淮果岭的核心区，是
史河生态农业示范区。春天，桃花如梦，梨
花似雪，漫岗遍野，分外妖娆；夏季和秋
季，是如蜜的采摘季，山坡上的果树晒出
累累果实。我们踏上叶集平岗高高的岭
头，俯瞰清清的史河水穿岭而过，难以想
象当年这条靠人工开挖的天河是多么的
不可思议。平岗切岭纪念馆内，一件件实
物，一张张照片，一个个故事，都能带你穿
越时空，撼人心魄。
叶集区档案馆邱飞飞副馆长介绍，在

举世瞩目的淠史杭灌区建设工程中，六安
市叶集区平岗岭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
一，考验着整个淠史杭工程的成败得失。
它是整个史河灌区的咽喉，居汲东、沣东、
沣西三大干渠渠首之上，是淠史杭工程中
切深最大的工程，最深处达25 . 6米，相当
于10层楼高，长达3公里，宽60米。

1958年10月，旌旗招展，平岗切
岭工程动工。以“切”的气势，以没有
“斗”不好的气魄，决战平岗岭。各人
民公社迅速增人，男女老少5万人
齐上阵，一场规模宏大的“平岗切
岭会战”号角吹响。“谁英雄谁好
汉，切岭工地比比看”“立下愚公移
山志，敢教山河换新装”喇叭声，以
及劳动的号子声响彻平岗岭。
父子齐上阵、夫妻同竞赛的动人

场面，在工地上随处可见。“劈开一座
山，河水浪花翻，汗水浑身淌，换来稻花
香。”艰苦而不放弃，源自对未来的美好憧
憬。1959年8月8日12点，这个具有历史
意义的时刻终于到来。平岗岭被挖通了！
源自梅山水库的清澈流水，如同一条欢
快的游龙，奔腾着流到了平岗。群众的笑
声回荡在整个工地；纷纷捧起清水，大口
大口地喝着。那水滋润着他们的喉咙，更
滋润着他们的心田。

(二)

白龙井切岭由霍邱县三元公社
(今属叶集区孙岗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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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岭长930米，最大切岭深
度17米，其中有王大塘、墩子庙、
白露丘三处大填方工程。
踏着细碎的砂石路，孙岗乡白

龙井村党支部书记汪洋陪我们一起
拜访了小圩组陈家芳老人。老人家

1943年9月生，81周岁，党龄60年，精
神矍铄，在白龙井村电灌站旁，指着悠悠
史河水，望着青青护坡草，追忆当年齐心
协力奋战白龙井流沙的惊心动魄的场景。

据赵子厚女儿赵涛在追忆父亲(淠史
杭工程建设指挥长)的篇章里记载，在施
工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各种各样意想不

到的困难和问题。在修建沣西干渠时，渠
道两头均已修好，但卡在中间一段500米
的地方，遭遇了白龙井流沙，无法取得进
展。当民工挖掉最上层的黄礓土后，下面
的土白天挖好了，一夜之间就涌出很多
流沙，挖了涌，涌了再挖，涌沙的河床经
常塌方。800多名民工被困在这500米的
地段，束手无策。
当地属江淮分水岭，挖河碰到流沙

古代就有。《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载：建
安14年(公元209年)曹操亲率大军南征，
他在自己故乡谯(今亳州)“作轻舟，治水
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
肥。”当地百姓传说，曹操占领合肥后，
派两个将军修建曹操河，想切开江淮分
水岭，方便军马物资航运。万余军民挖
河挖到鸡鸣山碰上流沙，“日挖一丈，夜
长八尺。”天亮鸡鸣时，开挖的河道又恢
复了原样。最终“工不成，将军自刎”。为
了纪念挖河的将军，人们把鸡鸣山改名
为将军岭。曹操河最终没有挖成，至今
在肥西县将军岭一带，还遗留着河床底
部宽达100米、长达5至7公里的曹操旱
河。
怎么办？赵子厚不想输给流沙，就一

直泡在工地上，在500米河床上来回走，
反复观察，不停琢磨，集思广益。最终发
现，河床坡度陡的地方涌沙凶、塌方频，
河床坡度缓的地方涌沙少、塌方也少，
甚至不塌方。赵子厚和黄昌栋研究后一
致认为是压力所致，立即决定减缓这
500米地段河床坡度，在涌沙变少的情
况下，下工前清完涌沙立即铺上石板。
效果很好，终于战胜了曾难倒古人的流
沙，使沣西干渠顺利贯通。

陈家芳老人说，那时候，干部带头
干，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得苦啊，那时正
处于三年饥荒最严重时期，粮食严重短
缺，每人一天只能“一干两稀”，中午干
饭，早晚稀饭，菜就是咸菜、萝卜、大白
菜。大雨大灾一年光，无雨旱灾遍地黄；
水连水来荒连荒，野草丛生不见粮。我们
受够了旱涝之苦。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现
状，我们是“不达目标不罢休”，早日通水
是我们的第一目标。1958年冬天，天寒地
冻，切岭上所有男工赤膊上阵，吆喝着号
子，挑着百十斤重箩筐，“小雨大干，大雨
小干，不下雨拼命干”。耄耋老人回忆当
时场景潸然泪下、感慨万千。

白龙井村党支部书记汪洋，边宽慰着
老人，边给我们介绍，白龙井村辖26个村
民组，1196户4043人。全村耕地面积
11587 . 87亩、水面面积1320亩，主导产
业以水稻、稻虾为主。特别是近年来，发
展千亩稻虾基地、5亩黑木耳产业基地，
还有黄牛养殖场1处，年产约200头肉牛；
蛋鸡养殖场3处，日产蛋量4 . 5万枚；肉鸡
养殖场1处，年产约10万只肉鸡。随着和
美乡村建设的推进，人民群众真正实现
了生活在“幸福河”两岸。

汪洋颇为感慨地说：“水利是农业的
命脉。建于1970年前后的白龙井村电灌
站，早期为抽水灌溉，1982年改建为电
灌，今年在帮扶单位叶集区农村农业局
协调下，全部翻建5公里老旧主渠道、老

旧 电 灌 房
及老旧机组、管
道，5月全面完
成，覆盖20个
村民组，受
益群众763
户3163人，
抗 旱 排 涝
10000亩田
地，每户亩均
节约10元水电
费，全村节省10万
元水电费，既降低
了农业生产风险，
又有效提高了群
众收益。”

(三)

创新智慧，绝境之中绽放光芒。在平岗切岭
工程中，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犹如璀璨的星辰，
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不替失败找借口，只为成
功找方法”据参加普荫寺切岭会战的顾怀林老人
回忆，淠史杭工程中有“三大法宝”，即“劈土法”

“倒拉器”“洞室爆破法”，其中“倒拉器”和“洞室
爆破法”都首创自平岗切岭工程、普荫寺切岭工
程，极大地提升了工效。
普荫寺切岭由“妇女野战营”承担。今年已经89

岁高龄的顾怀林，是妇女野战营二连连长，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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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240米工段的切岭土任务。

6月25日，在六安市档案馆保管科科长高可
源、中共霍邱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科技信息
股股长陈春燕陪同下，我们来到顾老家中看望、
采访这位被大家称为淠史杭工程建设史的“活
档案”，我们被深深地震撼。老人家现在依然在
上老年大学，独立生活，三个子女欣慰而自豪地
夸赞母亲的刚毅，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教育、
影响着他们。“当时，霍邱人民甘作现代愚公，用
铁锹、钢钎、镐头、独轮车等原始工具，创造淠史
杭工程切岭中的奇迹。工地没有住处，就从山上
砍来树木，在荒地上搭个窝棚，周围铺上麻秸，
盖上杂草，以竹板做床或打个地铺，铺上稻草，
自己带的瓶瓶罐罐，吃喝拉撒住都在工地上。”

“我记忆最深的是，切岭往下挖，岭高崖陡，运
土成为最大的问题，经常有队员从抬土的坡上摔
倒，土运不上去，工程进度异常缓慢。”顾怀林说。
顾怀林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躺在地铺上，全

身像散了架一样，作为一连之长，工程进度上不
去令她忧心如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突然
想到乘坐火车的情景，火车头牵引着一节节车箱
在铁轨上前进，就想如果搭上木架子，用绳子在
坝顶的背面往下拉，也许行。”第二天一早，她找
到连队木工王师傅，说了她的想法，并画了简单
的图纸。王师傅茅塞顿开，连声说:“这个办法好，
这个办法好。”王师傅忙碌一个上午，三角木架做
好了，经过不断改进，反复测试，终于成功了。

“我们连全体队员欢呼雀跃。我们又用公社
的老牛作为动力将翻斗车吊上坝顶，工作量减
轻了，施工效率大大提高。为了借牛，那时候没
有机动车，我硬是地走了一天一夜呢！”“倒拉
器”应运而生。队员们将改进的器具命名为“牛
拉倒土车”，全县施工队伍代表在这里召开了现
场观摩会，经验在全县推广。干群又陆续发明了
人踩履带输土机、空中铁索输土器等十几种运
土工具，运送土石方问题彻底解决。
顾怀林老人轻轻抚摸着几枚泛着铜锈的奖

章，无限感慨地说：“我也因为突出表现，荣获六
安专区淠史杭工程指挥部颁发的淠史杭工程奖
章。1958年底，到北京参加了第二次全国青年社
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荣获青年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分子奖章。1959年3月，又荣获安徽省
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奖章。其实，这些
功劳属于整个二连姐妹们。难过的是，现在她
们都不在啦。我好想念她们啊。”

2023年为纪念淠史杭工程开工建设65周
年，她深情地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写下

《难忘的三八连，永远的淠史杭》文章，为淠史杭
工程奉献青春和智慧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淠史杭水日夜奔流，滋润着辽阔的江淮丘
陵。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初的决策者、设计师，千
千万万个参与建设的无名英雄大多已经不在
了。但那些惊天地、泣鬼神，劈山开岭，平沟填
壑，筑坝引水的建设英雄，那些波澜壮阔、千军
万马奔腾如潮的雄伟场景，已经被记录进历史，
为后人所敬仰、所铭记。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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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怀林老人向前来慰问她的档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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