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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11 月，一场改天换地的治水大战打

响了！寿县发动13.5万群众，同步实施淠河灌区
三条干渠以及分干渠、主要配套建筑物工程的建
设。到 1959 年 5 月一期工程结束，实做工日
1439.7万个，完成土石方1588.5万立米，淠东、瓦
西干渠初步建成。这年夏，寿县又逢大旱。淠史
杭于7月29日正式通水抗旱。

水，远从大别山区响洪甸、佛子岭、磨子潭三
大水库放来的“救命水”，顺着淠河总干渠翻花叠
浪，飞流直下，一路经小高堰入淠东干渠直汇安
丰塘，一路由柏家堰进瓦西干渠灌石集、保义一
带丘岗区。当年开挖，当年受益，寿县人初步尝
到兴修淠史杭工程的甜头，这更增强了广大农民
的治水信心！

寿县淠河灌区二期工程于 1959 年 11 月至
1960年5月实施。上工18.2万人，实做工日518.6
万个，完成土石方457万立米。由于连年大旱，民
工生活供应困难，各乡水利团发扬南泥湾精神，
组织专人养猪种菜，改善民工物质生活，力争施
工正常进行。

两期施工中，都经历了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困难，都创造出令后人惊叹的奇迹。瓦西深切
岭、车王集高填方等工程，土高5至16米，石质坚
硬，夹有质地坚硬的风化石，劳动强度高，施工难
度大，被工程指挥部列为“钉子”工程。广大民工
苦干加巧干，土法上马，不断改革和创新施工方
法和工具，“跃进车”、劈土法、“倒拉器”、机器牵
引车、空中运土器……相继在工地上发明并投入
使用，迅速推广到整个淠史杭工地，节省了劳力，
提高了工效，缩短了工时。至今，这些工具及方
法仍在水利施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两期施工中，寿县工地还涌现出许多先进模
范人物。

吕树美，瓦埠水利团妇女营营长，结婚不到3
个月，便率领20多名青年妇女远征瓦东干渠车王
集高填方工地。她向组织立下军令状：“工程不
竣工，绝不离开工地一步！”当时工地粮食供应紧
张，疾病流行，间有民工病故。吕树美隐瞒了自
己双腿浮肿的病情，白天坚持出工劳动，吃苦在
前，助人为乐，积极倡议妇女与男劳力展开“对手
赛”，每天劳动12小时，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创造了“脚踏四轮运土器”，使日工效超定额
0.8立米，达到2.3立米；晚上，她又组织姐妹们广
泛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活跃工地文化生活，鼓舞
士气。为此，吕树美先后四次出席省、地群英会，
全国妇联授予她“三八红旗手”称号。

魏本海，炎刘区船涨公社一个年过花甲的独
身老汉，上有老母亲需人侍奉。听说炎刘水利团
出了个远近闻名的“愚公队”，全由50岁以上的老
汉组成，他为了跻身其中而踌躇万端。老母亲知
道后，倚在床上对他说：“去吧，修水利是大事，娘
不拖你后腿。”老魏将老母亲托付给邻居照看，背
起土筐走上了工地，成为“愚公队”的一员猛将。

月上柳梢头，工地静悄悄。在沛东公社淠东
干渠开挖工地上，一名中年男子赤着双脚站在结

着薄冰的泥水中，挥锹理水，为明天大批人马上
堤顺利开工垫平道路。他是隐北大队宋台生产
队的队长、共产党员赵传忠。后来，由于超负荷
劳动，他累倒在工地上，再也没能够站起来。

还有宋美华、张本芝、钱富海、张世开……也
许这些人的名字会被岁月所遗忘，但他们用智慧
和力量创下的伟大业绩，像一座座无言的丰碑，
永远矗立在淠河沿岸的渠首闸头。他们，是创造
历史的真正英雄。

“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
开弓没有回头箭，寿县人民围绕淠史杭工程

建设规划，发扬愚公移山、水滴石穿精神，一步一
个脚印，不断完善渠系建设，拓展灌区灌溉面积，
淠史杭工程建设一年一个新台阶。

1961年12月，寿县组织7.3万人大战瓦西干
渠石集倒虹吸工程。这是一座大型交叉输水建
筑物——从南向北的瓦西干渠与由东往西的淠
淮航道在此交叉而过。按照自流灌区设计，干
渠比航道高出 15 米，该怎么处理？照搬将军山
渡槽模式渠水跨越过去吧，航道里的行船势必
会受到影响。建设者们想出了好办法：在河底
铺设三排长 130 多米、直径 1.5 米的钢筋混凝土
管道，让汇水通过河底流过去！整个工程到
1962 年 4 月结束，实做工日 85.4 万个，完成土方
50.6万立米。1964年4月，曾率大军千里挺进大
别山的一代“军神”刘伯承参观该工程后，兴之所
至，挥笔题辞“革命精神，科学态度”予以高度赞
誉。

1963 年至 1965 年，淠东、瓦西灌区 24 条长
127公里的分干渠、大型支渠相继施工。为了积
累经验、总结不足，寿县水利局分别在瓦西灌区
马道斗渠、淠东灌区祝子门支渠进行建筑物工程
同步配套试点，借鉴一、二期淠史杭骨干工程的
经验，在施工中锻炼、造就技术干部，初步积累了
一些配套工程规划设计的研究资料，为今后灌区
建设发展创造了条件。

1966 年，开始续建瓦东干渠及河岔埠分干
渠。1967 年 6 月 20 日，瓦东干渠正式通水至寿
县。

按照“长藤结瓜”灌溉渠系设计，1968 年至
1971年，瓦东灌区兴建大井中型水库，累计完成
土方84.7万立米，砌石2.54万立米，投资274.2万
元。工程于1972年按设计标准建成后，集水面积
33.6平方公里，蓄水能力5040万立米，灌溉面积
14.1 万亩。同时，瓦西灌区于 1970 年至 1971 年
建成花果中型水库，累计投资95.93万元，完成土
方39.07万立米，砌石1.2万立米，蓄水库容1030
万立米，灌溉耕地3.23万亩。到1972年，寿县淠
河灌区基本建成，三条干渠分别流经安丰塘、大
井、花果三座中型水库，缓解了寿县缺水的现
状。正阳、石集、杨西、木北、堰口、保义、岔埠等7
条60年代以来修建的分干渠，总长112公里，奔
涌着时代的活力，向茫茫荒滩古埂走来，为灌区
开拓出万顷良田；团岗、双东、立新、桓店、花果、
温庄、谢磨、庙西等 82 条大型支渠，总长 566 公
里，畅饮淠河之水，蜿蜒游走岗丘，像条条巨龙，

汇入淠史杭灌溉工程的伟大行列。全县灌溉面
积迅速发展到 128.5 万亩，粮食总产 3.46 亿公
斤。自此直至 70 年代末，灌溉面积一直稳定在
100万亩左右，其中1978年大旱，百日无雨，灌区
水利工程在抗灾过程中发挥出显著作用，供给农
田灌溉用水7.5亿立米，使81万亩粮田在大旱之
年仍然获得好收成。

持续完善，一切为了效益最大化
走访中，寿县水利局局长李善奇告诉我：“如

果把寿县灌区从1958年到1972年这段历史列为
工程建设的初始阶段，那么从1973年开始，灌区
可谓进入了发展阶段。”

灌区初步建成后，素有治水兴利传统的寿县
人民，并没有满足。他们祖祖辈辈吃够了“命水
不见面，废水冲破田”的苦头，历史的教训，使得
厚实朴素的寿县人对治水抱有伟大的构想，那就
是持之以恒兴水利、治旱贫，长期不懈开发灌区、
建设灌区，为子孙后代造福！

安丰塘，古名芍陂，为春秋时代（公元前613
年至前 591 年间）楚相孙叔敖征集民力所建，36
座水门，72道涵闸，曾为我国历史上江淮农业的
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几经历史风雨剥
蚀，到建国初期，安丰塘已是塘淤堤颓，“蓄水之
效，几已全失”了。淠东干渠建成后，安丰塘成为

“藤”上的一个大瓜，古塘人民用淠史杭之水，为
它冲洗掉历史的尘垢，给它注入新的血液，从而
结束了安丰塘水源枯竭的历史。为了使古塘效
益充分发挥，1973年至1975年，灌区群众按照防
洪设计要求，利用一冬一春时间，完成土方 380
万立米，同时配套建成双门节制闸和杨西泄水
闸，调节干渠水位，控制进塘流量。土方工程完
成后，由于增加了蓄水量，塘身加固被摆上寿县
决策者的议事日程。1976 年，寿县县委作出自
力更生完成安丰塘块石护坡工程的决定，全县
发动11万人，展开安丰塘工程大会战。6.6万立
米的块石，从百里以外的八公山运到工地，光靠
组织起来的 2000 多人的运输专业队，运上一年
也难以完成。县委书记冯建华身先士卒，率领
县委全体成员，拉着满载石块的板车，走在运石
队伍的最前面。这无声的命令，震动了全县上
上下下。于是，干部从机关走来了，刚下班的工
人走来了，街道的居民走来了，学校的老师、医院
的医生、商店的营业员走来了，就连小学生也动
员起来了。从八公山，到安丰塘，拖拉机、汽车、
驴车、牛车、板车……几万人，动用各种运输工
具，投入了声势浩大的运石战斗，顺利完成安丰
塘环堤25公里的块石护坡工程，计用石料9万余
吨，水泥0.24万吨，总投工117万工日。工程竣工
后，水库正常水位提高1米，蓄水量由500万立米
提高到8400万立米，灌溉面积由36万亩扩大到
56万亩。地处安丰塘下游的双桥区，1957年水稻
面积只有3万亩，通过安丰塘护坡修建增容，水
稻面积增到 17 万亩，粮食总产比 1957 年增加
4.53倍，达到1.36亿公斤；水产产量增加13倍，达
到140多万公斤。

（未完待续）

淠水欢歌
寿县灌区建设70年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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