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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天覆地的变化，富裕欢乐的现实

星转斗移，冬去春来，70 年弹指一挥
间。但在寿县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
化，却使人有隔世之感。

汽车行驶在平坦如砥的乡村机耕路上，
清爽的微风拂面而过。道路两边沟渠纵横，
田园方整，林木成行；田野里的庄稼郁郁葱
葱，往年兔子遍野跑的荒滩古埂，均已变成
绿的海洋。被当地群众戏谑为“黑老鸹圩，
黑老鸹圩，十年只能收一回”的淠东灌区安
丰镇五里长岗低产田，原来长期涝渍，粮食
亩产只有300斤，进行综合治理后，全面实现
排灌自流化、耕作机械化、大地园林化、种田
科学化的“四化”目标，粮食亩产超千斤，“麦
青花黄四野绿，清渠潺潺碧水长，养鸡养鹅
又养兔，草窝里飞出金凤凰。”

“保义镇，晒网滩，比八公山还高三尺
三。两天不下雨，庄稼地里冒青烟。”传说寿
县古时候是茫茫大海，唯有保义镇露出水
面，渔民打鱼后，便在这里晾晒鱼网。淠史
杭工程的兴建，使瓦西干渠大动脉贯穿境
内，全镇村村落落沟渠纵横，原来“光下种，
不捉苗，种一葫芦打一瓢”的 3.9 万亩农田，
全部实现了“旱改水”。“上有淠史杭，下有安
丰塘；荒岗改良田，晒网滩变成鱼米乡。”

正南洼 ，史书称“南湖”，集水面积 344
平方公里，其中易涝面积104平方公里，唐代
诗人皇甫冉曾写诗描述：“榛草荒凉村落空”

“寿阳西去水无穷”。古时这里极少人烟，到
建国前，方才有“十八户半人家”下得湖来靠
捕鱼为生。如今，大店、建设两座电力排涝
站犹如两颗璀灿的明珠，镶嵌在正南淮堤大
坝脚下。2020年7月，寿县因连日大雨出现
内涝，两站一天一夜排除涝水222万立方米，
天不停雨，站不停机，确保了正南洼12万亩

“锅底”土地不因积水造成损失，灌区当年获
得大丰收，粮食总产 4.4 万吨。正南洼地的
迎河、建设两乡镇，已成为寿县蚕桑、蔬菜、
林果重要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及香港
一带。安徽电视台曾专程到此拍摄电视片，
片中歌曲唱道：“正南洼地好风光，稻浪连云
谷飘香；千重杨柳添绿意，万缕银线织水网；
双手开辟新天地，十八户半人家谱新章。”

安丰塘，古名芍陂，受誉“天下第一塘”，
1988 年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5年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16年
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座中国水
利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宝塘，建国初期蓄水
量仅 1700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不足 8 万亩。
通过不断完善提高，水库蓄水量达到1亿立
方米，灌区面积扩大到83万亩，粮食总产突
破45万吨，达到灌区人均占有一吨粮目标，

年向社会提供15万吨商品粮。在大兴水库
蓄水、防洪、灌溉、航运、水产、发电之利的同
时，安丰塘的管理者还根据水库历史条件和
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事业。他们修复了
古代人民为纪念楚相孙叔敖而建成的孙公
祠，开发了环塘绿堤、老庙集、碑亭、芍陂亭、
戈店集、长春岛、长寿岛、安丰古遗址、冉庄
稻田画等景点。如今的安丰塘，水面碧波万
顷，舟帆点点；堤上绿树成荫，亭台水榭掩映
其间。

一位年逾古稀的台胞在回瓦东灌区老家
探亲时，感慨万千：“我有两个没想到：第一没
想到故乡变化这么大，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第二没想到故乡水利建设搞得这么好，瓦东
干渠水从以前我家的房脊上过，源源不断，以
前的荒丘烂洼都成了亩产千斤的良田。”

寿县人自古穷在“水”上，通过多年治水
实践，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深深认识到，寿县
人脱贫靠水，致富也还得靠“水”打头阵。于
是，在治水过程中，他们又创造出了名闻遐
迩的“塘口经济”。

“塘口经济”，又称“塘口企业”，都是当
地农民根据塘坝蓄水工程在当地生产、生活
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衍化的名词。上世纪九
十年代以来，寿县紧紧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做
文章，抓住制约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
矛盾，从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着眼，从减轻农
业投入着手，在灌区低洼、低产的湖洼和丘
岗区内的荒塘上大兴当家塘，“上养下蓄”
（根据地势高低将塘口一分为二，上塘养鱼，
下塘蓄水灌溉）、“上种下养”（对兴修防洪堤
坝形成的土塘进行改造，发展水产养殖业，
同时利用相对高程的土地种植庄稼）、“上养
下排”（湖洼地区兴修排涝渠时结合开挖精
养鱼塘，调节蓄排，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挖
一块地，成一口塘，栽一片树，灌一方田（或
排一处水），全县新增蓄水量8000多万立方
米，新增养鱼面积2.6万亩，成为发展集体经
济的主要平台。“塘口经济”的发源地双庙集
镇通过大兴当家塘，全镇可养殖水面发展到
7200 亩。该镇小沛村发动群众兴修的余瓦
水库，开发水面50亩，除保证灌溉用水外，同
时采用股份制进行承包养鱼，每年上缴村里
2万元；该村农民王立昆以每年2万元的资金
承包花墙水库养鱼，年获利达10万元，年上
缴村里4万元；荆塘、隐贤、张李三个乡镇发
动群众“上养下排”，在梁家湖洼地联手开发
6200 亩蓄养水面，植藕种莲养鸭喂鱼，年创
产值1200万元，并逐年增长，成为安徽省农
业集约化经营的示范点。

“长藤不结瓜，等于小孩没有妈；长藤结
了瓜，啥时要水啥时挖。”通过大兴当家塘工
程，目前，寿县已拥有中、小型水库160座，塘

堰3.46万口，塘坝面积达45.2万亩，蓄水量由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0.94亿立方米增至3.66亿
立方米，实现了亩均灌溉水 150 方的目标。
以往，寿县年需从淠史杭上游佛子岭、磨子
潭、响洪甸三大水库引用灌溉水9亿立方米，
由于塘口自灌自蓄，现在每年仅用3亿多立
方米。在全县素有面积最大，地势最高，用
水最难等“三最”之称的瓦东抽灌区刘岗镇，
通过大兴当家塘，增加蓄水量920万立方米，
有效改善了灌溉条件，全镇年均节约提水电
费120万元。通过发展“塘口经济”，水产品
产量连年递增，由1995年的3.7万吨，增加到
2021年的10万吨。

“丘岗地区修塘坝，等于存钱慢慢花；能
灌田来能养鱼，脱贫致富全靠它。”这是灌区
人民对“当家塘”的由衷赞美。

灌区水利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有效
改变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了
农民收入，寿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均收
入连年翻番。2021年，灌区每平方公里平均
蓄水量达到10万立方米，农村人畜饮用水困
难得到彻底解决。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3.8亿元，财政收入25.8亿元，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4247元，均超历史最高水平。

勤劳的双手编织着美好的未来。寿县
人民依靠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这里贫穷的面
貌。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辆辆拖拉机、摩
托车开进新村，家家院内溢出欢歌笑语……
原寿县政协主席孙业成在接受采访时说：

“寿县这几年连续遭遇自然灾害和疫情，但
工农业生产总值一年一个新台阶，粮食总产
达到 176.5 万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
了突出贡献。脱贫攻坚在顺利实现‘摘帽’
目标后，又全面踏上乡村振兴新征程。取得
这样的成就，水利建设功不可没。”

淠史杭工程使寿县人民脱贫致富，多少
代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这一代人手中，转化
为富裕欢乐的现实。随着历史长河的流逝，
往日祈龙求雨的痛苦记忆，正逐渐成为久远
的传说。

安丰塘灌区、瓦西灌区、大井灌区、瓦东
灌区、寿丰灌区、木北灌区……滔滔滚动的
淠河水，顺着淠东、瓦东、瓦西三条干渠，牵
引着绿色的灵魂，激荡着生命的欢歌，源源
不断地流入寿县这片热土，滋润着这片古老
的大地；而分布在灌区角角落落的7条分干
渠、82条大型支渠和1.2万条斗渠、农渠，就
像毛细血管一样为寿县的工农业生产输送
着新鲜血液，为这里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强筋壮骨。

寿县灌区的昨天是那样的波澜壮观，寿
县灌区的今天是这般的明媚妖娆，寿县灌区
还有着更广阔、更辉煌的未来。

淠水欢歌

寿县灌区建设70年侧记

赵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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