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淠水欢歌

寿县灌区建设70年侧记
赵 阳

兴修水利，人人有份，“推磨转圈”，协作治水
三九寒冬，滴水成冰。在寿县至十字路的公

路斜坡上，一位年逾50的老汉拉着装满石料的板
车，弓着身子一步一滑地向前挪动。大板车的右
边，一位大约十二三岁满脸稚气的小姑娘扯着拉
绳，在帮老汉拽车。祖孙二人的脸上，热气扑面，
汗如雨下。一位开着“解放”牌汽车经过的司机，
目睹此景心怀恻隐，停下车要老汉将车及石料装
上汽车免费带到工地。老汉眼一瞪：“兴修水利，
人人有份，你尽你的心，俺尽俺的意。你的机器
有劲，就多拉一点；俺的板车虽不比汽车，可它拉
的是俺爷孙俩对水利兴修的一份心意。俺不要
你帮忙！”——这个发生在1977年冬水利兴修中
的故事，后来被县剧团编为小戏，广为传唱，成为

《寿县文化志》中记载的一个经典剧目。
群众是水利建设的主体，立足抗灾夺丰收，

坚持长年修水利，是寿县灌区建设迅速发展的基
点。寿县是革命老区，在2019年“摘帽”之前，一
直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人民群众的生活还
不富裕，灌区开发治理主要仰仗于群众的智慧和
力量，劳务投入一直是水利建设投入的主渠道。
60 年代初兴建淠史杭，一声号令百万农民齐上
阵，怀着崇高的信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不
讲一丝价钱；改革开放后至取消农业税前，面临
新的形势，在群众合理负担修水利问题上，寿县始
终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即符合群众意愿、群众愿意
干的，自己修水利自己得效益，就是合理负担。每
逢冬春季节，寿县在完成治淮等国家重点项目的
同时，都要组织数十万大军大干灌区综合治理工
程，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兴修场面，到处是大干的人
群，寿县成为一方没有冬天的地方；到了“三秋”农
闲间隙，寿县又针对灌溉放水中暴露出的薄弱环
节，广泛开展兴修穿插战，旱到哪里工程就做到哪
里。在用足用活国家规定的25个积累工的基础
上，寿县根据每年兴修计划工程量，经人大批准，
对当年农民劳动积累工的使用进行适当调整。
1995年，寿县为搞好15处低产田改造和15处标准
化农田建设，全县共投入劳动积累工1611.59万
个，劳均投工达30个。由于群众负担的是自己得
效益的工程，都没有怨言。在水利兴修先后受益
和多受益与少受益的问题上，寿县本着“多受益
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的原则，采取“推磨转圈”
的办法逐年逐期逐阶段找平。

“推磨转圈”，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缘自瓦东
干渠大潜山灌区的瓦房乡。该乡地处肥西、六安
交界，6条跨县支渠均处末梢，灌溉期间正常来水
仅4立方米每秒，干旱年景只有1立方米每秒，用
水十分困难。为了改变窘境，90年代以来，乡里
根据“先急后缓，先后受益”的原则，组织群众进
行集中会战，“深挖当家塘，留住天落雨，灌好农
家田”，立足自身挖掘水源进行反调节。今年你
帮我干，明年我帮你干，以工换工，协作治水，解
决一村两村难以承担的较大型工程。比如，1994
年全乡出工兴修的红旗沟，蓄水6.5万立方米，解
决了3村3400亩耕地灌溉问题；1995年全乡会战
甘坝、邵堰两处蓄水工程，竣工后蓄水17万立方

米，灌溉6村耕地4500亩；1996年万众战姚堰，当
年建成当年见效，蓄水6.5万立方米，在翌年夏天
的大旱中，保证了 2 村 2700 亩水稻获得丰收；
1997年，该乡再度动员全乡8000民工整治杨堰蓄
水工程，完成工程量10万立方米，增加蓄水8.5万
立方米，工程竣工后可解决2村2400亩耕地的用
水问题……“磨”一推起，就难以停下，从而保证
了瓦房乡水利兴修高潮迭起、长盛不衰。

瓦房乡，只是寿县灌区人民大兴水利的一个
缩影。

为了撰写这篇稿件，笔者专门翻阅了那一
时期的地方报刊。《皖西报》1997 年 10 月 9 日二
版刊有一篇“肖专员推广‘推磨转圈’”的新闻特
写——

1997年10月7日，六安行署副专员肖元兴在
寿县双桥镇廿铺水利兴修工地调研时，问夹沟村
民组的民工刘士贤：“兴修这处工程，你们村受益
了吗？”“俺们村离这里有7里多路，不受益。”“那
你出工有没有意见？”“有啥意见，俺们这是在‘推
磨转圈’，今年俺们帮他们干，明年他们还不帮俺
们干？”……调研结束，肖元兴高兴地对当时的县
委书记王文有等人说：“你们县发明的‘推磨转
圈’以乡会战方式，解决一村一队短时间难以完
成的工程，这个方法很好，值得大力推广。”

从自力更生到列为国策，寿县水利步入辉煌
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全国治淮劳模、

原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康永年在接受采访时说：
“寿县淠史杭灌区建设成就巨大，在众多因素里
还有一条，那就是全县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对水利
认识较高，从而能够形成合力。”

上世纪以前，除了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像
灌区兴修这样的工程建设，主要依靠发动群众自
力更生。从1958年初建淠史杭开始，寿县人民对
水利建设憋足一股劲，每年兴修一开始，无论任
何机关团体，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从没任何人讨
价还价。人们明白，寿县灌区不发展，人民生活
无保障。为了使灌区建设规范化、制度化，寿县
先后出台了《寿县淠史杭灌区建设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地方性法规文件，明文规定各行各业都有
责任、有义务向水利倾斜，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寿县人民解放思想，
冲破了一个个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灌区建
设政策上不断予以调整，采取多元化、多层次、多
渠道集资办水利，使蕴藏在群众中的兴修积极性
像火山一样地喷射出来，大兴淠史杭自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后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在地方性资金投入方面，1991年大水后，县
委、县政府及时下发了《关于弘扬抗洪精神搞好
水利兴修的决定》，要求各地“采取区乡筹措、集
体借贷和群众互借的办法，立足于自身努力，积
极主动地筹足兴修资金”，对于“多年来投入的发
展农业集资和水费提留”，“一定要用于水利上，
不准挪作他用”。随后几年，寿县又先后制定了

《关于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关于进一
步发展水利基础产业的决定》等法规性文件，明
文规定，在水利建设资金投入方面一是加大水利

规费征收力度，确保规费如期足额上缴；二是全
县每年每亩耕地征收1公斤稻谷，作为水利建设
基金；三是从每年农民的5％提留中拿出20％用
于水利工程配套。中共寿县县委原副书记曹光
俊说，灌区的建设与发展的关系，与工业的铺摊
子和搞技改的关系极为相似。同样是一元钱，用
来搞新建项目，也许听起来轰轰烈烈，但只能发
挥一元钱的效益，可如果用来搞既有工程的配
套，虽然在工程的数量上没有增加，但是从效益
上看，一元钱就可能发挥出两倍、三倍，甚至更大
的效益，因为它盘活了早先投入的大量存量资
产。比如 1996 年，寿县投入 1986 万元进行灌区
配套建设，其中县级投入1031万元，乡镇群众自
筹投入955万元。与此同时，寿县还在水利建设
中大力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以资入股，按
股分红，仅1996年一年便吸收水利建设股金265
万元。1997年，寿县农民在越来越红火的“塘口
经济”效益驱动下，再度兴起股份合作形式的挖
塘热。当年兴修的871个塘口，按股份合作制形
式进行的占40％。

股份合作制兴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寿县水
利兴修由“要我干”转变为“我要干”的必然产物，
是当地当时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借鉴其它行业经
验而创造的一种独特形式。寿县属水利大县，从
1994 年开始，广大农民在完成国家 20 个劳动积
累工后，往往还要自发组织起来，广泛开展塘坝
建设、湖洼开发、低产田改造等工程，以工折资，
以资入股，以股参加收益分红。双桥镇大郢村
1995年群众出工兴修4口当家塘，面积80亩，工
程完工后每个工日折款10元，每20个工日为一
股，劳动股占60％，土地股占40％，这4口塘1996
年除满足当地耕地灌溉用水外，还由村经济合作
社公开招标承包，当年底收入2万余元，农民获利
万余元。占股40％的土地股所得红利，主要由村
集体用于灌区工程建筑物配套或作为水利开发
资金。

历史进入 21 世纪，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
人。农业税取消，农民种田不再需要上缴提留而
且还有种粮补贴，灌区维护管理资金全部由国家
统筹。党的十八大以后，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成为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举
措。为了增强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水利
岁修和大修全部由国家根据项目列报据实解决，
淠史杭灌区建设与发展从此实现良性循环，走上
规范化轨道。寿县张李乡原人大主席时英学举
例说，张李人引以为傲的“东水西调”，经过这么
多年运行已经老化严重，淤积渗漏，上级派人踏
勘后，立即投资360万元，“俺们乡采取专业化设
计、专业化施工，赶在春灌前顺利竣工。”新建成
的“东水西调”渡槽桥，全长115.75米，采取桥、槽
分离建设，渡槽采取钢筋混凝土矩形箱式设计，
设计过水流量满足桥西 2.6 万亩农田的灌溉要
求；大桥分离则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为当地群众
出行提供了便利。

寿县水利，日趋完善；灌区建设，步入辉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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