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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88 年夏，沿淮流域大面积持续旱
灾，“满田禾苗半枯焦”的惨状随处可见，
从 5 月 7 日至 7 月 20 日的 75 天中，凤台境
内就没下过一次透地雨，成为五十年一遇
的大旱。此刻，水利网发挥了威力，将淮
水、茨淮新河的水源源不断引入永幸河，
灌溉了数十万亩良田。8月7日，沿淮河流
域视察旱情、中央主抓农业的何康部长，
亲眼见证了“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喜人景
象，不由得饱蘸浓墨，挥笔题词，用“淮
北江南、胜似江南”八个大字来点赞永幸
河给灌区人民带来的福祉。

在排涝方面，永幸河也发挥了前所未
有的功力，1991年5月至7月，一场历史罕
见的洪涝灾害扑向刚从旱灾中缓过气来的
凤台大地。6月12日至15日持续降雨量达
452 毫米，百年不遇的洪灾冲毁了村庄、
农田、道路和水利设施，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6.87亿元，若不是水利设施发挥了巨大
的抢排作用，损失会更大。当年，永幸河
向淮河抢排内涝1.3亿方，开机抽排2.3万
台时，抽排内涝1.1亿方。

当时，由《江淮文史》编委会编印的
一本《治水、制穷、致富》书，就真实地
记录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详细
介绍了一代又一代水利人为了找到治水的
金钥匙，开启凤台人民奔小康的幸福之
门，而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描述
了通过多任县官的治水接力，让素有淮北

“锅底子”“水口袋”之称的凤台，通过一
系列的科学规划，综合治理，慢慢变为淮
河儿女心目中的美丽“江南”。

老局长齐儒卿十分感慨地说，开挖永
幸河，我们经历了六任县委书记，他们都
是全力以赴地支持永幸河工程建设，并投
入了很大的精力，甚至与民工们吃在一
起、干在一起，从没有上级与下属之分。
这六位县委书记是:赵伯良、甄培德、陈欣
南、刘来保、黄焕民、郭新吉，是他们带
领了一批批开拓者，让永幸河成了致富全
县人民的幸福河，凤台人民的子孙后代将
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多任县官一张图，
一届接着一届干”的佳话代代流传，这条
永幸河也已深深地融入到淮河文化的体系
之中。

齐老作为当时的工地指挥员，永幸河
建设的亲历者、劳动者，他特别提到了原
县委书记郭新吉，郭书记上任时，为了治
水，徒步带着一支水利普查队踏遍了凤台

的山山水水，把全县的河道水系摸得清清
楚楚。为了加快永幸河的建设进度，他经
常深入工地，与民工们同吃同住，以一个
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身先士卒，处处干在
前面，极大地鼓舞了民工的士气，工程进
度明显加快。永幸河大闸建设初期，郭书
记亲自上阵拉石头、扛水泥、拌沙子，累
得筋疲力尽时，竟唤来自己的两个女儿，
帮他推装满石子的架子车，一干就是一整
天。工地上的人个个伸出大拇指，称他是
一位“焦裕禄”式的好书记。

采访时，齐老如数家珍地称赞了治理
淮河和开挖永幸河时涌现出的许多先进人
物和英雄模范，如1952年5月，在凤台县
首次召开的治淮劳模大会上，被评为“特
等治淮劳模”奖励耕牛一头的纪会宏；
1956年，有官不愿做，甘愿当护堤员，几
十年如一日，吃住在堤坝上，年年被修防
系统评为护堤模范的杨玉成；一生从事水
利工作，1973年曾任凤台水利局副局长的
严正……齐老唯独只字不提自己的功劳。

四

齐儒卿，河南省沈丘县人，1947年参
加革命工作，1949 年 11 月调至凤台县，
1969 年至 1983 年担任凤台县水利电力局
(后称水利局)局长，1983年至1985年担任
常务副县长，主要分管水利工作，1994年
光荣离休。齐儒卿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扑
在水利建设上，为了吃透县情，理顺治水
思路，他十分注重掌握第一手资料，被誉
为凤台水利的好参谋。

为迅速改变凤台水利落后面貌，他深
入基层蹲点，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于
上世纪70年代初便拟订出了“五种水费征
收办法”，其中随粮代征收取水费的办法最
为有效，解决了收水费难的问题。1975
年，齐儒卿在关店区蹲点期间，根据凤台
不同的地形和土壤，将全县划分为“五
类”地区，采取理顺水系、截岗抢排、圈
圩建站、深沟引水、能排、能灌、能通航
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四网、一方、
园田化”(即:水网、电网、路网、林网，方
块田)的新的水利规划，经县领导组织专家
讨论后，认定这项新规划科学合理，同意
试行。在实施中，一直担任水利兴修和防
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的齐儒卿，在县委、
县政府领导下，不断促进“四网”工程飞
速发展。至 1979 年“四网”工程初具规模
之后，便发挥出抗灾减灾的高效益，水稻
面积由10万亩猛增到50万亩，产量由100
多公斤，增长到250多公斤。

1982年大水致灾后，齐儒卿又深入行
洪区，通过考察，拟定出行洪区庄台建设
的新方案，不仅促进了行洪区人民的居住
问题，还通过改变生产结构，逐步使当地
群众走向脱贫致富。齐儒卿花费多年心血
编著的 《淮河行蓄洪区建设与脱贫致富》
一书，曾由安徽省政府一办和《治淮》杂
志编辑部联合编印，这是淮河流域第一部
有关行蓄洪区问题研究的专集，书中对行
蓄洪区的建设及脱贫致富等问题进行了初
步的、较为系统的描述。

采访快结束时，我笑着问齐老:“永幸
河精神到底彰显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
神？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老人家稍加
思索，便回答道:“永幸河精神，就是艰苦
创业的拼搏精神，就是团结协作的奉献精
神，当时采取‘推磨转圈’的合作方式，
充分体现了军民同心、团结治水、精诚协
作的精神内涵；永幸河精神，就是科学务
实的创新精神，薪火相传的进取精神。如
今着力打造‘人水和谐美景’的新举措、
重建永幸河泵站，实现永幸河灌区这条水
利动脉数字化的大手笔，就是今天的县官
们接力治水的真实写照，就是对永幸河精
神的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在永幸河边漫步，放眼望
去，美好的田园风光和乡村景色，像一轴
美丽的画卷，向远方伸展。

永幸河城区河段2400多米长的滨河公
园，自2005年建成后，又为凤台人文景观
添上了赏心悦目的点睛之笔。它把水利工
程与城市风光、居民生活、历史文化、生
态理念融为了一体，把永幸河变成了一条
月光、星光与灯光相互辉映的风景河，把
河两岸变成了林木成荫、花香鸟语、观河
围栏、亲水平台的美丽大观园。

今天，我们细细品味永幸河，它确实
是一条带给凤台人民永远幸福的河，是一
条让凤台成为“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
河，凤台能像一颗“淮上明珠”在皖北大
地上熠熠生辉，永幸河是当之无愧的功
臣。

凭着这条人工开挖的河，永幸河灌区
55万亩农田才能旱涝保收，凤台的百年治
水文库里，才有了一部为根治水患，多任
县官共绘一张图的经典杰作。永幸河，为
凤台县获得“全国水利先进县”“国家粮食
生产先进县”“全国先进灌区，先进泵站”
等十多个称号，为全县人民过上美满幸福
的小康生活奠定了基础，为新时代的凤台
继续谱写出华美的乐章。

愿先行者们名垂青史，愿永幸河精神
代代传承！

凤台有一条永幸河

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

桂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