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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不知该怎样饱蘸浓
墨

书写两个汉字的庄严
仰望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的江山
也不知该如何献上赞美诗篇
沉思了很久，我才
望着窗外金黄的秋色
从怀中掏出发自肺腑的感言

今天，我要充当一次画家
用斑斓的色彩
画一座巍然屹立的泰山
我就是山上的一棵翠竹
或是一株小草
愿为富饶的中国献上一点嫩

绿
只有您的强盛，我才有依靠

的臂膀
才能在阳光下过得安然

今天，我要挺直腰板做一回
诗人

把一腔激情凝聚笔端
用清秀文字
描绘大海的壮阔
那是母亲的胸襟啊
我就是浪花中的一滴水
永远感受母爱的温暖

今天，我要做一个歌手
站在凤凰台前，用千里长淮

的
一湾碧水，湿润我的嗓门
在丰满的母亲面前
我要高歌一曲
把窖藏心中的音符
唱得更美更甜

今天，面对新中国
我最亲爱的母亲

您风雨中走过的70年啊
是历史巨著中
最感天动地一个章节
每次翻阅，都让我感慨万千
做为一个华夏子孙
中国在我心中重如泰山

今天，我多想用亲切的文字
讴歌新中国的沧桑巨变
多想挥毫礼赞，几代掌舵人
如何领航新中国
这艘劈波斩浪的巨舰
可我的表达太无力
我的文字太肤浅
惟恐有损母亲的华表
新中国的威仪

今天，怀揣一颗中国心
我只想站在
鲜艳的五星红旗下
凝望窗前的一张中国地图
以虔诚的赤子之心
向新中国深深地鞠上一躬
以代表我的万语千言
祝福亲爱的母亲
钢铁般的硬朗，花一样的美

丽

一湾淮水，绕着我的故乡，凤台。
淮河，这条形成已亿万年的河流，奔流过

青山、丘陵、原野、城市，浸润着中华几千年
的文明史，依然川流不息，在广袤的中华大地
上书写着四季轮回，在美丽的凤台峡山口偶一
回眸，便逶迤而去，东奔向海。

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济水并
称“四渎”，其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西部
的桐柏山主峰太白顶西北河谷。其东西流域约
长 1000公里，南北流域跨度宽约 400公里，流
域面积 27万平方公里，绵绵淮河，流经湖北、
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自古“江淮
熟，天下足”，它灌沃了淮水两岸多少土地、养
育了多少两淮儿女！我们，都要感恩母亲河的
给予！

当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苏醒，有了
超越动物本能思想的萌芽，中华大地上的长江
流域和黄河流域最先诞生出华夏文明，而处于
两者之间的淮河流域，也几乎在同一时期跨入
了文明的大门。不必说淮河源头河南南阳的

“南召猿人”，在四五十万年前就在白河上游繁
衍生息；也不说中游、下游距今近万年的“大
汶口”、“良渚文化”，我们的血脉，虽经时光磨
砺，依旧汩汩流淌着淮河文明，它深厚的文化
底蕴，悲壮的历史积淀，仍在这丰饶的土地
上，传承！

地域辽阔、气候舒适、水土肥沃、水利丰
盛，淮水之滨是兵家必争之地，却也是百姓安
居乐业的好地方。凤台，就是这样一个宜居的
淮水岸边古城。

虽是小城，却已经有近三千年的跌宕历
史。在商周或春秋早期，州来已是淮夷方国，
与周边的六、巢、舒、徐、钟离等国齐名。州
来，这一淮南地区最早的具有国家形态的建
置，是淮上先民虎方淮夷人所建立的氏族方
国，而非周天子的诸侯封国，国都位于州来(安
徽凤台)。州来最早记录见于 《左传·成公七
年》，记载州来国第一次正式出场是在公元前
584年，“吴入州来。”据《汉书·地理志》 记
载曰：“下蔡，故州来国，为楚所灭，后吴取
之，至夫差迁昭侯于此。后四世侯齐竟为楚所
灭。”就是楚、吴之争之地，名为州来。州来由
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
淮夷文化带着地域文化特点最终融入楚文化，
作为上古文明重要源头之一，最终融入生生不
息的中华文明。

古老的淮河，公元 1128 年以前，独流入
海。公元前 486年，吴国开挖邗沟，沟通了淮
河和长江之间的航运。公元前 361年，魏国开
鸿沟，在黄淮间形成了水运网。经东晋南北
朝、隋、北宋的不断开凿修建，鸿沟水系和淮
河支流颍、涡等河水运日渐发达，形成经常使
用的航运航道。而淮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也
日趋紧密，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
献。

这一湾淮水，不仅仅为流域经济、文化的
交流提供了水运的便捷，更使两岸的农田灌溉
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历史上，曾经修建
了许多陂塘蓄水工程来用于灌溉。其中距今最
早的芍陂建于春秋楚庄王时期，至今已经 2600
年，不要说还有鸿隙陂、淮颍陂、破釜塘、白
水塘等等。即使古人积极的去改造淮河，但是
黄河夺淮入海，却给淮水两岸造成水灾严重、
频繁，淮南的农田水利也衰落枯萎。虽经明代
潘季驯、清代靳辅等人治理黄河，但是却没有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让人难忘的是 1938年 6月，国民党当局
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南
堤，造成淮河流域黄泛区人民的深重灾难！历
时九年，黄河才回归原道。可以想象，新中国
成立后的淮河域内，洪涝灾害频仍，“大雨大
灾，小雨小灾”！我的幼年回忆中，我的故乡凤
台，就多次经历洪水几经破堤的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改变凤台淮洪、
涝渍等自然灾害，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整修
加固了淮河、本淝河大堤、疏通本淝河、港
河、架河、黑河、泥河等河道。为了适应农业
发展的需要和进一步提高抗灾效能，经过反复
探讨和多次勘探，以永幸
河为骨干河道的水网化工
程，彻底改变了凤台平均
三年一次的洪灾的旧面
貌。

永幸河，是凤台县水
利建设史上规模最大、效
益最佳的一项综合治理工
程。由 1958 年大跃进时
期开始，到 1960 年被迫
停工，到 1976 年的重新
修建，永幸河，也经历了
风风雨雨，但在十万民工
战严寒、破冻土，投工 3

万个，实做劳工 380万个的一鼓作气下完成了
主航道的修浚。后经沿河12个公社出工，精干
劳力近2万人，累计完成河长42.63公里，土方
571.1万，劳日 571.1万个。历时二十年，实为
三年的永幸河工程，终于竣工！

永幸河理顺了千年来紊乱的水系，贯通了
十四大沟，沿河两岸兴建了大中型涵闸 17座，
形成了南水北调、北水南引、东水西灌、西水
东排的河沟网络，达到了排灌有序、四时通航
的良好效果！建成32年以来，全灌区总面积达
663.89 平方公里，内辖 5 个区，16 个乡，灌区
累计灌溉供水 60 亿立方米，灌区粮产 320 万
吨，增加产值 50 亿元，水稻面积增长了约 5.6
倍！

栉风沐雨七十载，薪火相传中华魂！70
年，光辉岁月弹指间；70 年，沧桑巨变绽新
颜；70年，高屋建瓴同声赞!这古老而又崭新的
小城、这风雨兼程的小城、这生机勃勃的小
城，在变得温婉的淮水边，展现出了最美的风
姿！

站在焕然一新的凤台淮河大桥之上，遥望
苍茫大地上蜿蜒而去的淮水，这绵绵生命之水
川流不息，让人心生感慨，它犹如历史的到来
和远去，经历岁月的洗礼，永远饱含着生命的
张力，让人心生敬畏。70年，在人类的历史长
河中不过弹指一瞬，但是这片神奇的大地上翻
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
迹！

回望我的故乡凤台，这颗淮上明珠，新崛
起的能源城，当夜幕阑珊，耀眼夺目的火树银
花的璀璨，照亮了古城美丽的新颜，照亮了它
踌躇满志前行的步伐……

一湾淮水绕故城
□邵中叙

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身 边 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的 河 流 （ 组 诗 ）

□高登绪

在一条大河边生活的久了
常常忽略它的存在
像忽略一个与你一生厮守的亲人

忽略它夏的澎湃
秋的安静
忽略它明眸中的蓝天白云
甚至忽略它的愠怒

河水自顾自的流
直到我和河流在冬季里安静下来
从他明眸善睐中发现自己
依然还是当初的样子

我常常躲在黑暗里
仔细端详霓虹中出浴河流的静美
千万次想象黑暗中流经原野
安然入睡时细碎的涛息
禁不住俯下身，用滚烫的诗歌
深情的吻去
一条大河沧桑的泪痕

我要写一条大河

多少次提起的笔，又放回原处
就像一根积雪压弯的树枝，卸下负重
又回归跃跃欲试的样子
我写一条河流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原自它水系的庞大，从哪条支流写起
仅仅一个关隘，就有“七十二条归正阳”之说
哪一条都串满许多故事
哪一条都恩重如山
我的笔力太柔弱
无力举起一条河流的想象和光环
今天，我要写一条大河
以一个伟人的手势——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先从一块泥土开始，从一条支流写起
写一写河边的芦苇，那是她的睫毛
写一写波光，那是她的明眸善睐
我写着，如果真的把一条大河写活了
豫皖苏就会兴奋起来
一个民族的腰部就会硬实许多

这个地方

石家湾的桃花开了
四顶山的钟声飘过来
被如织的游人
踩碎成一地落英
寿州的城墙老得豁了牙
茅仙洞一直张着大嘴
它要把焦岗湖一湖的荷花吞噬

就是这个地方
把汤汤淮河生硬捏弯
捏成一个弯钩
勾住一方人的鱼米梦
也勾住一湾青禾供奉的炊烟

我常常借助一朝晨曦
努力揭开你靓丽的鳞片
抚摸鳞片下覆盖的深情
总想获知一条大河匍匐的虔诚
总想撬开千里长淮
绕道而来的巨献里
如山的厚重

路 的路 的 变 奏 曲变 奏 曲
□远鸽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便成了路。的确，路在脚下，走，就要走发
展之路，振兴乡村之路。

曾记得，孩提时代，乡村的路全是“清一
色”的土路。那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
行。我上小学的时候，住的村子离学校有好几
里路远。有一天，天公不作美，电闪雷鸣，狂
风大作，不时，倾盆大雨肆无忌惮地下了起
来。母亲为我换上靴子，千叮咛万 嘱咐，让我
路上多加小心。尔后，我就同村里的小伙伴一
起，顶风冒雨朝学校赶去。路上，深浅不一的
水坑，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尤其叫人头疼的
是，稀泥糊子把靴子吸住，里面连脚也抬不起
来，很快穿着的靴子成了泥鞋，里面也灌满了
泥浆，直对外冒，走一步拔一步，很是费力，
于是，索性脱去泥糊糊的靴子，光着脚丫行
进。等到了教室，才感觉脚底板火辣辣的发
疼，坐在土凳子上，用手扳起一看，双脚板被
尖硬物划了几道口子，血拉拉的。……后来，
我们全家随军去了东北父亲所在的部队，远离
了家乡，但，不堪入目的路，始终在脑海中挥
之不去。

七十年代末，父亲转业回地方淮南市工
作，后在八十年代初调回凤台，全家也随之而
来。

到凤台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到阔别十几
年的家乡去看看。我同家人从县城汽车站乘

“大通道 （两节车厢连接在一起） ”的大客车，
一路颠簸几个小时才算到站。下车后，又沿着
坑坑洼洼的砂礓路，走得是汗流浃背，腰酸腿
软，寻也寻不到便捷的交通工具，实在不方
便。无独有偶，父亲在一次到家乡茨淮新河联
系业务时，因雨后不久，道路泥泞难行，驾驶
员稍不留神，车轱辘陷进稀泥坑里，费了半天
的功夫，也没摆脱困境。没办法，父亲只能求
助附近村庄的乡亲们。最终，用两头体壮的耕
牛，才把面包车拉了出来。那时，只能望路兴
叹，毫无办法。再次回到家乡，所看到的路，
虽比早前有了细微的变化，砂礓铺面，小道加
宽，但仍然改变不了道路差、交通工具落后的
历史现状。因路的关系，我回家乡的次数越来
越少了，只在春节或清明节回去祭扫祖坟。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随着国家的富民政
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家乡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新农村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令人激
动不己，“要想富，先修路”的夙愿得以实现。

不久前驱车回家乡，车一驶进村道，眼前
豁然开朗，路两旁的树木高大挺秀，绿叶临风
飘摇，笔直的“村村通”水泥路纵横交错，平
坦宽敞。坐在车内，打开车窗，一边欣赏着田
园风光，一边呼吸着馥郁的泥土芬芳，无比惬
意。

看到眼前的一切，我想起了堂弟在一次电
话里对我说：“哥，回老家你不用怕路不好走
了，乡政府把水泥路修到咱们的家门口了。保
证你从家到县城脚都不沾泥，到哪都有车坐，
一个电话，出租车接到家。”当时听完，我还半
信半疑，现在设身处地，感慨万千，新农村的
发展建设，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今非昔比，生
活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路，一条通向民心的富
裕路，是越修越宽广的小康之路。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习近
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
领，意气风华，只争朝夕，把路的变奏曲，演
绎的悦耳动听，奏响新时代的最强音。

七十华诞，我的祖国
□王玉进

我心中的凤台
□桂兰玉

七十年，共和国走过两万五千多个日
子，历尽沧桑和磨难，新中国经历了从站起
来到强起来的巨变，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人们
带来的幸福生活。历经百年屈辱，共和国的
成立，穷苦百姓才翻身做主人。那时起，也
才有了我们当家作主；那时起，中国人民挺
直了腰杆！

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一穷二白，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通过多年努力解决了温饱。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神州大

地；责任田到户，释放了农村发展的活力，
给广大人民群众插上了致富翅膀，经过多年
的发展，中国人富了起来。

七十年岁月，七十年风雨。祖国发展一
日千里，在祖国七十华诞到来之际，让我们
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欢庆祖国繁荣昌盛，希
望祖国以强大的科技水平打造各个技术领域
尖兵。让我们的祖国永远年轻、强大，让我
们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奋力书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篇章。

70 年的努力奋斗，中华大地旧貌换新
颜，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

在祖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程中，我
的家乡也焕然一新。《清一统志》有这样的
记载：“县有凤凰台，相传曾有凤凰至，因
名凤台”。精美的传说，寄托着凤台人一代
代的追求和梦想。而我的家乡就在凤台，是
国人眼中的“淮上明珠”，是世人心中的

“皖北江南”。
这儿有千年古银杏树。老枝盘曲，遒劲

苍老。夏日里，绿叶郁郁葱葱，缀满枝头，
秋天里，金黄树叶洒满地，整个校园内被秋
风染得满目金黄，被人赞叹“满院尽带黄金
甲”，这棵古树经历了多少世态沧桑，三国
争雄，吴楚争霸，逐鹿中原，两晋纷争，记
述了近两千年的时代变化，从古至今群众又
寄予了多少神话传说，白果爷爷，巨蟒大
虫，医病免疫，这棵古老的银杏早已不单单
是棵不会言语的树，更多地是象征着凤台的
历史和现在，寓意着“劫后重生，枯木逢
春”，是凤台活着的精神支杆。

这儿有被称之为“东方芭蕾”的凤台花
鼓灯。以锣鼓敲打声为奏乐，以劳动生活为
情节，以唱腔多、音域广为特色，展现着舞
者的灵巧秀丽，活泼优美。由花鼓灯衍生出
来的全国稀有剧种——推剧，同样深受大家
的喜爱。随着演技的不断升华和改进，凤台
花鼓灯也登上了一个又一个大舞台，收获了
众多美誉。凤台花鼓灯艺术团在第六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大赛上获得银奖以及最受观众喜
爱的舞蹈作品奖“大地之舞奖”；凤台推剧
小戏 《鸡毛蒜皮》 演出片断多次
亮相央视午间播出的首届“黄河
情”全国小戏小品交流新闻中，
无疑折射出凤台花鼓灯艺术的魅
力和凤台艺术人员的不断努力和
创新。

这儿有国家 AAA 级旅游区
——茅仙洞风景区。临长淮之要
津，衔青山之杰灵。这儿还有蕴
育着“仙女下凡”“神猴探宝”各
种 美 丽 传 说 的 “ 华 东 白 洋
淀”——焦岗湖生态旅游度假
区。这儿还有发现了众多古生物
化石的“生命圣地”——八公山
国家地质公园。

走进凤台的村庄，墙皮不再脱落，道路
不再尘土漫天，有的是蓝天映绿树的周边，
规划整齐的房屋，田园一片生机。“房子穿
新衣、戴新帽，村里还搭起了村民活动的舞
台，日子越来越有了奔头。"丁集镇炮楼村
村民张阿姨赞叹地说。清理村庄沟塘，收集
农业生产废弃物，拆废乱搭乱建，开展清洁
宣传，栽植树木，安装路灯，一项项惠民措
施的落地，村容村貌换新颜的背后流淌着广
大干群的辛勤汗水。

走进凤台县的校园，环境优美，书声琅
琅。近几年来，凤台县的学校有着突飞猛进
的变化，崭新的教学楼集齐了多媒体教室、
图书室、阅览室、实验室，教学设备先进齐
全，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就拿凤台四中来
说，我在那读书的时候，校园内除了教学楼
外只有长着野草的土地，而现在校园后荒地
变成了 400 米塑胶跑道，旁边建了篮球场，
修建了长长的亭子。同学们在课外时间漫步
在铺着地砖和鹅卵石的小道上，欣赏着丰富
的校园文化，心情格外舒畅。

凤台还有数个转型升级的示范基地，获
“鲁班奖”的凤台电厂，以“至高品质，至
诚服务”为宗旨的海螺厂，“立足煤，延伸
煤”的项目建设，突显县委县政府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
丽凤台的务实之举。

七十年是漫长的，但每个凤台人都在建
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坚持恪守，甘于奉献。
我为凤台取得的进步鼓掌，为凤台获得的成
就喝彩。

今天的凤台，处处焕发盎然生机，激情
勃发，逐梦凤台的步伐日益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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