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水湖镇南一环县委党校三楼 电话：0551-66671186（主任室） 66671178（总编室） 66688378（副总编室） 66670766（采编部） 66688301（网络部） E-mail：cfxwzx@126.com

责编: 水洪柳 E-mail：ahcfbfk@126.com
长 丰

审版签发: 张文责编: 水洪柳E-mail：ahcfbfk@126.com8 2018年2月6日 星期二 乡土长丰

在今天的陆桥小镇东边，有一条汩

汩流淌着的河流，叫作“老洛河”。据当

地人说：“这条河是从定远那边流过来

的，那可是一条很老很老的河流哦！”

那么，这条老洛河的源头在哪里

呢？

据郦道元《水经注》云：“洛涧水历

秦墟下注淮，谓之路口。”“洛水经淮南

曲阳故城，又北历秦墟，秦墟盖亦是时

戍守也。”《大清统一志》载：“洛水自庐

州府合肥县界北流，经定远西八十里与

寿州接界，谓之阎涧水，又北流至怀远

西七十里入淮，谓之洛涧。”这里所说的

洛涧，即是淝水之战的前哨战——洛涧

之战中所指的洛涧。

在《中国名胜词典》里，有着这样的记录：洛涧，又称

洛水、洛河，在淮南洛河镇，源出合肥市，北经定远县，西

与寿县（后划入长丰县）接界，再折而北历上窑镇至洛河

镇大涧沟注于淮，故谓洛涧。”

《大清统一志》记载：“洛水自庐州府合肥界北流，经

定远县西八十里与寿州接界，谓之阎涧水，又北流至怀远

县西七十里入淮，谓之洛涧。”

经查证，老洛河的共有三个源头，其一是沛河，源于

凤阳山最高峰大金山东西两侧，过长丰县沛河集，于定远

闫庄与县界复合，左右徘徊西行，至大魏岗折向北，穿淮

南铁路 25 号桥入窑河。其二是青洛河，它的东源出自定

远青山乡户山湾之豁，西源发于定远、凤阳交界处的老鸹

山，二源于东源河北赵汇聚后向西流入青洛集，过青洛大

桥进入洛河坝，穿淮南铁路 74号桥折向西北，在炉桥镇西

进入高塘湖。其三是严涧河，源于定远、凤阳交界处大珠

山西脚，流经丁王寺，自单庄转向西，绕过严涧集，西穿淮

南铁路 22号桥，在房家岗入高塘湖。。

又查，定远至炉桥公路 18 里以西的广大地区皆属于

窑河水系，而窑河“古称洛涧。淮河南岸，其主源称沛河，

发源于定远县狼窝山南侧，自北向南经定远县朱湾乡，始

称为洛河，入长丰县转向北西方向，至定远县炉桥镇西始

称窑河，右纳青洛河、严涧河，左纳蔡城塘来水后注入高

塘湖于怀远县新城口入淮河。”

上述资料记载一清二楚，既理清了源头来处，又交代

了去往归处，让这条被称作“老洛河”的河流及其衍生出

来的种种传说，变的更加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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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元、明、清三朝，初属安丰府

之寿春、定远，庐州府之合肥、梁县，后

属凤阳府之寿州、定远，庐州府之合

肥。

民国时期，分属寿县、定远县、合肥

县。其间民国 31 年，共产党在县境建

寿东南办事处，32 年改称寿县抗日民

主政府，38 年初在县境建寿合县人民

政府，当年 6月并入寿县。

1964 年 10 月，据国务院（64）国议

字 35 号文决定：设立长丰县，以寿县、

定远、肥东、肥西四个县各一部分行政

区域为长丰县行政区域，因县境大部分

区域属寿州长丰乡，遂把新建县定名长

丰县。

建县后属合肥市管辖。从相邻四

个县的结合划入 8 区、镇，56 个公社。

1965 年 7 月 10 日，省人民委员会决定

将炉桥区及其所属公社、镇划回定远

县。

建县之初，长丰得名还有一番周

折。1964年 6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副

省长姚克到定远县，就安徽省委、安徽

省人委设立三个新县的决议向定远县

委作了阐述，并将设立水家湖（初定

名）县，并从该县划出炉桥区，杜集区

隶属新建县，征求意见。随后负责实施

建制新县的副省长张恺帆，在合肥主持

召开有关市、专区、县领导会议，会上

就初定水家湖县名等问题，征求与会人

员意见。此时，寿县负责人提议，新建

县在寿县东南，名寿东县为好。

主持会议的张恺帆同志说：“我查

阅了清光绪《寿州志》记载，这里大部

分 区 域 属 寿 州 长 丰 乡 ，还 是 叫 长 丰

好。”

与会同志一致赞同，遂把新建县定

名长丰县。是年 9月，张恺帆同志签发

上报国务院报告时，将原文水家湖改为

长丰。1964 年 9 月 12 日，安徽省人民

委员会上报国务院《关于设立长丰、固

镇、利辛三县的报告》中指出：“以淮南

铁路水家湖车站为中心，分别从寿县、

定远、肥西、肥东四县划出部分地区设

置长丰县”。“这个地区原为四个县的

结合部，位于蚌埠、淮南、合肥三市之

间，地跨淮南铁路北段，农业生产落

后，社会情况复杂……。另外，原来寿

县人口有 90余万，肥西、肥东也都在 60
万以上，地区偏大，对边远地区的工作

领导很不方便。因此，我们认为，建立

长丰县，对于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领

导，发展生产、维护交通运输安全都是

有利的”。

10月 31日，经国务院 148次全体会

议批准，析寿县、定远、肥西、肥东四县

部分地区设立长丰县。治所水湖镇，隶

属 合 肥 市 。 是 我 省 第 一 个 市 代 县 。

1965 年 3 月 11 日，省人民委员会转发

国务院的决定，由合肥市负责长丰县的

筹建工作，同年 5月筹建工作结束。

据《寿县志》（1996 年第一版）第一

章区划记载：清光绪十五年寿州行政区

划全州共设 3 乡：东乡名曰长丰，南乡

名曰裕民，西南乡名曰保义。每乡设

12 里，全州计 36 里。每里设 10 甲，计

360 甲。乡复设保，全州 124 保。长丰

乡共 12 里。可以看出寿州三乡是递进

的，希望寿州第一是长年丰收，第二百

姓富裕，再则保持正义。现在的长丰县

不仅做到了长丰，而且也裕民，更是一

片保义大地。

地名故事

长丰县名的来历
·李标·

主餐 昔日，县境百姓，家

家户户习惯一日三餐，两稀一

干。即早晚为稀饭，午餐为干

饭。贫富的区别主要在干饭的

餐数和饭菜的多寡和质量上。

如清贫户，通常在干饭中配搭

以山芋、青菜等，在稀饭中配搭

以山芋、南瓜等。遇上荒年或

青 黄 不 接 时 ，则 常 以 野 菜 充

饥。清咸丰年间，由于时局动

荡，居民生活不稳，老百姓中流

传一首歌谣：“长毛(指太平军)
打咸丰(指清军)，米粮渐宽松，

一天两顿饭，晚上喝一盅 (指
酒)。咸丰打长毛，米粮渐稀

少，一天两顿粥，时常吃不饱”。

今日长丰城乡居民，虽然

仍习一日三餐，然吃干吃稀，全

凭自便，不受条件限制。城镇

务工者，早餐多购食各类早点，

较少在家中自办就餐。

日常菜肴 旧时，长丰百

姓普遍清贫，佐餐菜肴多以自

制咸菜为主。咸菜品种以雪里

红、腊菜、小叶菜居多。农户还

常采集菱角藤、山芋藤和野菜

等腌制成咸菜佐餐。平时，若

家中来了客人，蒸鸡蛋是常见

的待客菜。咸鸡、咸鱼、咸肉、

咸鸭等荤菜，通常只有在逢年

过节时才能吃到。日常佐餐蔬

菜主要是青菜、萝卜、韭菜、茄

子、扁豆、冬瓜、豆角和豆制品

等。尤常见青菜烧豆腐。俗

称：“粗茶淡饭足家常，青菜豆

腐保平安。”

节日菜肴 旧时，长丰人

家在逢年过节时，总要千方百

计，尽量使餐桌上的菜肴丰盛

些。普通百姓家在过年时，常

见的传统菜肴有贺菜、圆子、元

宝鱼、霉干菜或豆腐果烧肉。

贺菜：其做法是将大蒜、青葱、

豆腐干、豆腐果切条，配以适量

的黄花菜、肋条肉丝，加佐料烧

成，味道爽口，香而不腻，寓庆

贺节日之意。圆子：其做法是

将糯米煮熟后盛起，加适量葱

花、姜末、肉糜拌和，做成球状，

经豆粉滚匀后，下锅油炸，待色

黄后捞起沥油，即可食用，其外

焦脆，内香软，老人小孩食之皆

宜，这叫糯米圆子；吴山、双墩

等地以煮熟的挂面为主料，叫

挂面圆子；下塘等地以下塘烧

饼碎末为主料，叫烧饼圆子；庄

墓地区则以馍馍须为原料，配

以猪油、五花肉、葱姜蒜等，做

成球形，滚上优质豆粉，无需油

炸，只要放在滚水锅里焯一下

就成了，上桌前用蒸笼蒸透即

可。圆子寓家人和美团圆之

意。亦有称圆子为元宝，寓添

财进宝之意。元宝鱼：其做法

是选用同样大小的鲢鱼两条，

洗净后沥干水，入油锅炸至焦

黄，盛起装盘，另在锅内以葱

花、姜末、白糖、味精、酱油、细

盐、香醋等，调制成汤料，经豆

粉勾芡，浇于鱼背上，再以少许

红丝，香菜叶点缀即可，既好看

又好吃。“鲢”与“年”字谐音，寓

“年年有余”之意。霉干菜烧

肉：其做法是将自制的霉干菜

洗净，切段与肥瘦相兼的猪肉

块一起入锅，加佐料烧煮，待烧

熟人味后上盘，色浓重，味香

美。因肉块油腻，而霉干菜枯

瘦，二者混烧，扬长避短，寓贫

富相济之意。豆腐果烧肉：其

做法与红烧肉制法相似。豆腐

果，音“都富果”，寓吉。

长丰农耕记忆之生活习俗

饮 食
·李永正·

庄墓圆子

烧饼圆子

挂面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