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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过后，寿县本着“防蓄
并重，灌排兼筹，点面结合，综
合治理”的治淮原则，全县 60
万劳动人民齐上阵，将河道拓
宽，为沟塘清淤，据统计，工程
共完成土石方 1000 万立方米。
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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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康永
年仍然骄傲于寿县在水利建设
中大力推行的股份制和股份合
作制。为了解决兴修水利所需
的资金问题，寿县实行以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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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制兴水让农民
的治水观念由“要我干”转变为
了“我要干”。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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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守护淮水安澜、保护生态环
境、改善民生福祉，又成为了新
的目标。

四
甲骨文中，淮字由表示水

流的“川”和表示鸟的“隹”构
成。隹为短尾之鸟，鸟栖水边，
或因水岸多木。

位于张李乡的张马沛堤
上，笔者驻足于“林海”，倾听林
间枝头那如洗的鸟鸣。一只短
尾白腹的鸟从一株大叶白杨树
的枝头飞起，在我的头顶上盘
旋，随即飞离。良久，我才收回
目光，对同行的张李乡油坊村
第一书记魏玮说：“这里的鸟儿
真多。”魏玮说：“生态好了，天
上的鸟多，水里的鱼多，连来我
们张李淠河湾考察、游玩的人
也多起来了呢。”

1984年9月出生的魏玮，是
寿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的办公
室副主任，作为寿县第八批选
派干部，她于2021年6月，任张
李乡油坊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我对魏玮说，不久
前，我的一位车友在朋友圈里

发了自己在沙滩上驾驶越野车
的霸气视频。她特意艾特我
说，拍摄地是在寿县。魏玮笑
着说：“那肯定是我们张李乡淠
河湾的金沙滩。这是我们陈乡
长对外重点推介的旅游休闲场
地，现在的金沙滩已经有了安
徽马尔代夫的美名呢！”

魏玮说的陈乡长，算是一
位网红乡长。2015年被评为全
国劳模的陈多田，多次向上级
请缨，要求到最偏远贫困的乡
村去工作。2018年8月，原任淮
南市田家庵区曹庵镇副镇长的
陈多田，经过省委组织部门的
面试考核后，被委任为油坊村
书记。陈多田从淮南市距市区
最近的乡镇，来到这座偏远、贫
穷的村子里。4年过去了，事实
证明，误打误撞成为“网红”的
陈多田并不是为自己捞某种资
本、走过场、造噱头的。如今担
任张李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的
陈多田，处于一年365天无休状
态。关注陈乡长朋友圈两年
来，笔者发现，他的朋友圈如钟
表般精准，每天清晨5点半，他
的朋友圈准时开始营业。他在
朋友圈晒的美景都是张李乡的
景——淠河湾金沙滩、林海、花
海；他在朋友圈晒的娃，都是张
李乡村民家里的升学的、获奖
的、进步的孩子们；他在朋友圈
里晒吃晒喝，晒的是“饺欢天”
的饺子、淠河湾的甜瓜、板栗、
冬桃和瓜蒌；他晒幸福，晒的是
张李乡和谐的婆媳关系、和睦
的家庭氛围；他晒宠物，晒的是
淠河湾的皖西白鹅和散养在林
地里的溜达鸡……他“晒”的这
些内容，深深地感动了我、也激
励我，他以毫不掺假的热情，为
张李乡的发展鼓与呼。

位于张李乡最西南端的油
坊村，曾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
寿县的重点贫困村，它紧挨淠
河，交通偏僻，人多地少，资源
匮乏。全村17个庄台，17个村
民组，1098 户，3963 人，耕地面
积1691亩，水面160亩，人均耕
地不足五分地。 2019 年 3 月，
张李淠河湾劳模扶贫基地建设
启动，从投资10万元建10个甜
瓜大棚，到形成蔬菜花卉产业
示范园，瓜蒌种植基地，林下养
鸡、饺子工厂、淠河湾度假村、
农业公园……陈乡长常在朋友
圈里所晒的饺子，是成立于
2019年的安徽饺欢天食品有限
公司的产品。这家由苏州市饺
欢天食品有限公司投资1600万

元建设的扶贫项目，也是苏州
市饺欢天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
基地，可实现年产速冻食品
3000 吨，年产值 6000 万元。公
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
营模式，带动周边乡镇蔬菜、肉
类等农副产品的就近转化，助
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公司
现有员工160人，其中贫困人口
30 人；饺欢天蔬菜基地员工 30
人，其中贫困人口 16 人。受益
贫困人口达到230人，为张李乡
的贫困人口提供了很好的就业
机会。我想起了陈多田在朋友
圈里发过的一条顺口溜：“家门
口有活干，不出村有就业，带好
孩子种好田，一天能挣二百
元。”昔日常年在水患与旱灾夹
击下的油坊村村民，从凑合活
的庄台人家生活模式，转换成
了鲜花簇拥、安居乐业的欢乐
颂。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说一
说庄台。沿淮地区，有一种被
称为“庄台”的奇特村落。它们
四面环水，形状规整，地基很
高，很像一只倒扣在水面的碗，
屋舍建在平坦的碗底里。庄台
本是一种临时的防洪工程，通
过人工垒起台基，或以天然的
高地为基座，在洪水来犯时，供
灾民躲在上面避难。后来，人
们嫌一次次携家带口上下庄台
太折腾，便干脆在庄台上砌起
正经房子，扎下根来，于是，水
患频繁处便有了这种独特的民
居模式。

张李乡便是频遭水患之
地。张李乡位于寿县西南部，
西临淠河，北靠淮河，因地势低
洼，既有内河之涝，又有外河之
汛，乡民历来为水所困。当地
老人说起当年所遭的罪时，说
起这样一句在当地已近失传的
顺口溜：“淠河湾，不用粪，三年
两载大水闷”——意思是，这里
的土地常受水淹，大水漫灌田
地，在吞噬庄稼的同时，其实也
会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这也
是自然对人类的利害互换吧。
为了减灾增收，张李的乡民就
在修筑的堤坝上栽种林木，遇
到水患，树木比庄稼更有耐力
一些。前文提到的那只短尾白
腹鸟所栖息的地方就是乡民沿
堤种树造出的林海。大大小小
的树林，遍布张里乡的河坡洼
地与 40 里长的防水堤坝周围。
初秋时节，行车在张李乡境内，
霜染的林木间赭红金红与深绿
交杂，大自然将这斑驳的色彩

涂抹在人间，令我感到的不仅
是视觉上的愉悦享受，更有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奇妙感触。
林木看护的大堤，更加坚固，河
流在人们为之养护畅通的河道
里心平气和地流淌。乡民们为
了增收，在林地间套种土豆、红
薯等农作物。“淠河湾，不用
粪”——这些不用催育的食材
保持了它们天然的品质，有了
健康美味的好口碑，加之又有
陈多田这位网红乡长为主导的
一帮助农团队的打造与宣传，
在外打出响亮名号的不仅是张
李乡的粮食、瓜果蔬菜、禽类。
甚至，张李乡的村民还在林地
里养起了蝉！蝉的幼虫俗称

“知了猴”，张李乡的林地为知
了猴的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近年来，随着“知了猴”
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不断被
人认知，市场对“知了猴”的需
求也快速增加了。张李乡党
委、政府抢抓机遇，大力推进

“知了猴”人工养殖，为农民持
续增收提供了产业支撑。据了
解，2021年，张李乡仅“知了猴”
经济一项就收入960万元，今年
有望突破1200万元。想象着夏
夜的张李乡淠河湾，成群结队
的乡民在茂密的林海里，手电
筒在林地扫射的光柱与头顶上
的星光遥相呼应，那场景真是
浪漫又玄幻。当然，这只是笔
者作为一名局外人的遐思。对
当地的村民而言，这可是真正
的实惠！一户农户一晚捕捉

“知了猴”便可获 100 至 300 元
的收入，而郭园村曹先坤家创
造的最高纪录是，一晚收入
1440元。

这样的故事，说不完。

五
从新中国成立初“抗御洪

水”到改革开放后“管理洪水”，
再到新时代谋求“人水和谐共
生”，寿县人民在战胜水灾、治
理淮水的过程中，探索人水和
谐共生之道，因为凭淮而居的
寿县人深知，淮河的命运与他
们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家乡寿县的土地上沿着
淮河的支流、河汊进行现场走
访。途中，我所遇到的每个人，
看见的每幅景，都成为了笔者
勾勒淮河命运的画线。而在写
作的过程中，笔者无数次为这
条河流的命运与这片土地上生
活的人们的命运，发出感慨，那
感慨里充满了赞叹。（完）

扼住命运的咽喉
——寿县人民治淮颂歌

黄丹丹

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