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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初，为响应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
发出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
饱尝洪水之害的凤台人民，立即行动起来，
以“根治淮河”的斗志和决心，在县委书记
郑怀舟、县长余筱仙的带领下，拉开了治理
淮河的大幕，兴修水利摆上了县政府的重要
议事日程，治水的接力棒也从此开始传递。

1952 年 3 月，凤台治淮总队组织民工
7000 人开始疏浚架河，完成土方 30 万立方
米，8月建成了两孔的架河闸，11月开始港
河疏浚，完成土方 7.5 万立方米，12 月建成
焦岗湖丁家沟口闸，完成土石方3.68万立方
米。在当年又是干旱又是大汛，受灾面积达
52 万亩的情况下，凤台人民硬是挺直了腰
板，治淮治水，谱写了崭新的篇章，一张不
断延伸的治水图也有了像模像样的雏形。

一

永幸河曾几易其名，它的前身原名为
“阜凤公路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被阜阳
地区列为淮涡新河大河网的二级配套工程，
组织约 8 万人的挖河大军，以人民公社为
营，生产大队为连，生产小队为排的军事化
编制，为兴修水利，吹起了治水的号角，擂
响了开工的大鼓，后因特殊年代、多种原因
被迫停工。

1962年，凤台县境内旱涝交替，受灾田
达92.7万亩。残酷的自然灾害，再一次验证
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重要性。不肯在
重重困难下趴倒的县政府开始穷则思变，决
定动员群众重新启动“阜凤公路河”水利工
程。受灾人民都想着、盼着有朝一日能过上
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于是，人们对重新开挖

“阜凤公路河”寄予了很大希望，希望这条河
挖好后粮田能增产增收。也许是因为叫“阜
凤公路河”拗口不好记，也许是因为这个河
名体现不出群众的“梦想”，已有人开始把

“阜凤公路河”叫“幸福河”了。县领导、县
水利部门的同志听到群众的议论后，也感到
叫“阜凤公路河”太书面语了，于是顺从民
意改名为“幸福河”。

1962年冬，安徽省副省长王光宇同志到
阚町公社视察，在审阅上报工作计划时，看
到“阜凤公路河”改名为“幸福河”，认为还
不够完美，说叫永幸河为好，意为“永远幸
福”，不仅要造福当代，还要永续发展，永远
造福子孙后代。从此永幸河就这样十传百，
百传万地叫开了。

永幸河位于茨淮新河以南，西淝河以
北。北起凤台县北部尚塘乡茨淮新河，东南
流经朱马店镇、古店乡、顾桥镇、桂集镇、
刘集乡、凤凰镇 （原城北乡） 等乡镇，于县
城北永幸河枢纽控制闸注入淮河。永幸河不
但可以北引茨淮新河之水南调，又可南调淮
河之水北上。河两岸有以挖河弃土堆筑而成
的堤防，南北堤长度均为43公里。

为了追根溯源，提炼当年的永幸河精
神，2013年4月，我荣幸地加入了编写《永

幸河》一书的行列，县委宣传部编写组委派
县作家协会的我找到了构思永幸河这部作品
的执行编导之一，也就是曾任凤台县水利局
局长的齐儒卿同志。

回眸永幸河，这条蜿蜒在淮河西岸的人
工开挖的支流，当年“百里河工、百里红
旗、劳动号子、震天动地”万众一心会战工
地的壮观场面还收藏在这位老局长的心中。
他深深地饮了一口茶，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
绪后，慢慢地打开了深藏在记忆中的一段往
事。

二

上世纪 50 年代末，凤台的经济非常落
后，农业基础也相当薄弱，全年财政收入只
有20多万元，当时因为人民的温饱还没有及
时解决，根本无法抽出资金，治理境内河湖
瘀淀、堤防矮小、水系紊乱等难题，凤台的
水利建设只是一张白纸，如何在白纸上画出
美好的治水蓝图，是摆在多任县官面前的一
道考题。

治穷必先治水，怎样扭转“大雨大灾、
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局面，怎样为了安
徽省水利建设的整体规划，为了减少全县不
断发生的灾情，同时改变全县农业生产一麦
一豆加红薯的种植模式而主动出击，为凤台
的农业发展找良策、寻出路，1960年初，在
当时县委书记赵伯良、县长胡成功与县委一
班人的决策下，准备举全县之力，开挖一条
人工河。

当时挖河的工具极其简陋，没有现代化
运输工具，只能靠肩挑人扛。那时，主要的
运输工具就是人力车、架子车和抬筐。但就
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县政府一声令下，竟动
员了10万民工，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
苦，力争举全县之力，建设好这一造福子孙
的宏伟工程，为凤台县的旱涝保收提供保障。

由于当时财政收入微薄，根本
拿不出支付挖河的费用，只有各公
社、大队、生产队、各家各户自己
筹款。大家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
一心一意把心思放在永幸河的建设
上，充分体现了艰苦奋斗、团结合
作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

为了节约时间、节约工时，民
工们自带干粮，自带工具，吃住都
在工地上，当时的工地出现了兄弟
争着报名、父子同时出征的感人场
面。工地条件极其艰苦，有些困难
真是难以想象，当时有这样两句很
形象的文字:“开龙沟冰凌刺骨，
破冻土尤如开山”，就是形容当时
工地上作业时的情景。

老局长齐儒卿满怀深情地说，
那时候人的思想觉悟和自觉性都非
常高，不像现在的人讲条件，要报
酬，而是全凭一股革命干劲。当时

挖永幸河，采取分段包干的形式，每个公社
分一段。公社再往大队和村里、生产队里
分，以提高功效，每个公社、大队的民兵营
都起了关键作用。同时，还有青年突击队和
铁姑娘队，当年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
进人物：四次在永幸河会战的郑明文，拉架
子车的好手刘廷军，巾帼不让须眉的工地

“花木兰”常金兰，一放学就带着四个“英雄
小姐妹”上工地的张侠，他们各显英雄本
色，吃苦在前，流血流汗，从不说一个

“不”字。正是这些勇于担当重任的“猛张
飞”“花木兰”们起到了带头作用，才大大地
缩短了工期。

齐老神情凝重地说，那时啊，很多地方
吃不饱饭，永幸河工程也一度被迫停工，直
到1964年“四清”时，才建设好菱角湖排灌
站，为了不浪费仅有的资源，便利用永幸河
做低水渠，改种了一部分水稻，收到了很好
的效果。有了水以后，就改变了良田只种小
麦、黄豆的单一种植，使粮食单产也有了明
显提高，也一步步摘掉了“凤台县是破猪
圈”的贫穷落后的帽子。

当时最 大 的 亮 点 就 是 进 行 水 网 、 林
网、电网和路网的改造，对永幸河的工程
建设，县里调整了新的工作思路，以科学
务实的精准设计，在南水北调、北水南引
上大做文章，1970 年，县政府又对永幸河
工程进行了统一规划。经过全县人民与水
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永幸河在 1971 年正
式投入使用，河岸边的十多个乡镇开始大面
积栽插水稻。

粮食丰收了，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逐步
改善，昔日的“灾窝子”，变成了“米粮
仓”。建成后的永幸河曾经历了两次大考，无
数次的小考，都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的硬实力表现，向人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未完待续）

凤台有一条永幸河
桂少云

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