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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坟：侵略与
反侵略斗争的历史铁证

楚仁君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在寿县堰口
镇和炎刘镇，分布和遗留着两座不同寻
常的坟墓，一座叫“鬼子坟”，一座叫“广
西坟”。 “鬼子坟”里埋葬的是一名侵华
日军的尸骨，“广西坟”里安葬的则是广
西 300 名抗日将士的遗体。 这两座坟有
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和故事， 犹如一部历
史教科书，记载着 80 多年前那场侵略与
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斗争的历史史实，
向人们讲述着寿县人民和抗日将士不甘
屈辱、奋力抗战的英雄业绩，警示着当代
人和后世子孙铭记历史，奋楫笃行。

鬼子坟
“鬼子坟”位于堰口镇青莲、马厂等

三村的交界处。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
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日本侵略军
迅速占领我国大片土地。 为控制江淮腹
地，掠夺资源，如狼似虎的侵华日军于
1940 年 4 月 12 日第三次攻入寿县城，
自此，古城人民遭受长达 5 年零 4 个月
的蹂躏和摧残。

1941 年， 日本侵略军占领寿县东
部、东南部大片土地。 为巩固淮南矿区
与合肥一带占领区，控制东淝河、瓦埠
湖以东全部地区，企图扩大侵占寿县南
部地区。 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寸草不
留，生灵涂炭，所犯罪行，罄竹难书。

这年初秋时节，有 3 个日本兵骑着
东洋马，背着三八大盖，耀武扬威地来
到堰口镇江黄城。 当时的江黄城颇为繁
华，鬼子经常到此扫荡抢劫财物。 看到
日本鬼子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 烧杀
抢掠， 无恶不作， 当地百姓早已恨之入
骨，恨不得将鬼子一个个剥皮抽筋、辗成
齑粉。 3 个鬼子一到江黄城，就被当地的
土匪盯上了，伺机把他们都干掉。 其中有
一个外号叫俞小盘子的土匪，身材矮小，
胆大心细，敢打敢冲，他特别想得到鬼子
骑的东洋马， 也想得到鬼子手里的三八
大盖。 所以，鬼子每次来江黄城扫荡，他
就带着一帮弟兄在暗地里盯梢。

那天，3 名日本兵在江黄城吃醉酒
走散了。 其中一名落单的鬼子趴在东洋
马上，迷迷糊糊地任由东洋马前行。 这
马一边吃着草， 一边沿着乡间小路行
走，不知不觉间来到一处高岗地。 此地
是乱坟岗，人迹罕至，高岗上长满了高
粱，十分隐蔽。

东洋马正在乱坟岗上吃着草 ，这
时，马背上的鬼子“骨碌”一声摔下来。
他醉眼朦胧地爬起来。 就在此时，埋伏
在高粱地里的一群人，一边高喊“杀鬼
子”一边冲出来，正是俞小盘子和他的
弟兄们。 还没等这个鬼子反应过来，俞
小盘子和他的弟兄们已将这个鬼子团
团围住，一哄而上，手里的铁锨、铁锹、
木棍等武器，就像雨点般地砸在这个鬼
子的头上、身上。 不消几下，这个鬼子就
一命呜呼。

为了不让鬼子发现，日后遭到血洗
和报复，俞小盘子领着弟兄们在高粱棵
里挖了一个坑，将这个鬼子的尸体往里
一扔，填上土埋了。 这个鬼子至死都没
明白，自己是怎么死在寿县一帮泥腿子

的乱棍之下。
俞小盘子和他的弟兄们打死了日

本鬼子， 抢走了东洋马和三八大盖，为
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恶气，成了大家伙眼
中和心里的平民英雄。 俞小盘子的义举
得到当地百姓的盛赞，也受到当地群众
的拥护和保护。 此后，日本兵曾多次到
江黄城寻找那个失踪的鬼子， 均未果。
那座埋葬鬼子兵的坟冢，从此被当地百
姓叫做“鬼子坟”，成为日本侵华历史的
又一铁证。

广西坟
在寿县炎刘镇境内，有一座埋着广

西桂军抗日阵亡将士遗体的大墓。 墓地
呈矩形，东西走向，分两行排列，占地面
积约 1500 平方米。 这里埋葬的是桂军
171 师 511 团 2 营少校营长赖苍民、桂
军 172 师司令部参谋萧凤岗以及该营
300 名抗日八桂子弟兵的尸骨，当地百
姓称之为“广西坟”。

1940 年 4 月 12 日， 盘踞在淮南的
日军第三次占领寿县城， 并以此为据
点，将魔爪伸向寿县东部、东南部大片
地区。 同时，为巩固防线，日军抓了大批
民工，在毗邻瓦埠湖的小甸集、李山庙
等地修筑碉堡、炮楼、据点，并以少量日
军加上大批伪军驻守， 控制东淝河、瓦
埠湖以东全部地区，与国民党军隔河对
峙，对寿县南部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1942 年，与日军隔河对峙的国民革
命军第 172 师已更新了武器装备，后勤
给养也十分充足，看到河对岸日军的猖
狂行径，愤怒得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
定拔除日军设在小甸集、李山庙等地的
日军据点。 这项任务，交给了 172 师司
令部参谋萧凤岗，由他代理 516 团 1 营
营长，率全营将士前去拔除日军据点。

萧凤岗率所部隐蔽接近日军据点，
在李山庙东北新庄子一带，征集民工于
夜间开挖地道、壕堑，一步步逼近李山
庙据点。 之后，萧凤岗率主力强攻李山
庙日军侵略军队部，日军龟缩于炮楼进
行顽抗。 数日后，日军增援部队分南北
两路抵达。 萧凤岗分兵迎战，此时日军
已数倍于 1 营。 战斗中，萧凤岗受伤不
下火线，裹创上阵，继续指挥战斗，最终
壮烈殉职，全营官兵近 300 人大部分为
国捐躯。 此役，击毙日本侵略军佐官一
名、士兵数百名，日军伤亡数倍于萧凤
岗营，故虽败犹胜。 此后，日军只得从小
甸、李山一带撤离，不敢再作据点，只能
不时派小股部队骚扰。

李山庙一战，狠狠地打击了日军侵
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日军占领寿县
南部地区的步伐，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
的神话。 李山庙一战，也让桂军 172 师
付出惨重代价，516 团、517 团将士不惧
强敌，浴血奋战，没有一个当逃兵，直至
大部分壮烈牺牲。 战后，当地百姓将抗
日将士们的遗体装殓掩埋， 赖苍民、萧
凤岗各用一副薄木棺材下葬，其余桂军
士兵均用 6 尺白布包裹埋下，集中葬在
现今炎刘镇境内。 此后，该墓地就被当
地人称为“广西坟”，以此铭记桂军在寿
县抗击日军的英勇事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两座坟的
故事警示我们，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定
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以史为鉴、以史
明智，知史爱国、知史爱党，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白 洋 淀 渡 口 旧 事
高 峰

一
大寿临水，古有津渡，它们密布于淮、淠、淝及其支

流。 除此之外，众多人工河渠，也设有新渡。 我流连渡
口，是因为经常在乡村行走，常涉水临渡。 我关注渡口，
更是因为一个个渡口正在消失。

东淝河古称肥水，发源于江淮分水岭，从南到北，
贯穿县境，号称百里。 它像一棵粗长的巨树，河道是躯
干，中间的瓦埠湖是它阔大的树荫，而那些点缀在两岸
的众多渡口，则是枝杈上的一个个鸟巢，船上的人，小
鸟一样，时聚时散，展翅飞走。

从现在的安丰镇十字街口向东， 十五里逶迤的村
村通水泥路，看到“西河”的路牌，白洋淀渡口到了。

光绪《寿州志》：“白洋店，州南一百里”。 白洋淀古
称白洋店，是东淝河一个古老的渡口。 瓦埠湖畔，渡口
密布，旧时只有土路古道，行走缓慢阻滞。 水运载客，大
概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 东淝河（瓦埠湖）自南而北，
将县境分割为瓦东瓦西。 从东津渡算起，依次有陡涧、
回嘴、王嘴、官渡、陶店、白洋店等渡口，两岸走亲访友、
进城赶集、上学买卖……一般来说，约定俗成，人们把
南从白洋淀、北到钱家滩这一段称为瓦埠湖。 白洋淀渡
口原设东淝河上，应该在瓦埠湖形成前就有了。 如果从
南边算起，白洋淀渡口是瓦埠湖的首渡。

二
春天的时候，我们于麦绿花黄中来到白洋淀渡口，

站在湖岸，了无人迹，突然有一种失落感。 引江济淮工
程将原先开阔水面收束成一条波平浪静的河道， 对岸
高耸的堤坝，崭新的护坡，水中树立的航标，渡口已经停
运了，没有人，也没有船，只有一河清水，一片蓝天。退回
到高岗上老白洋淀粮站的墙根下，举目眺望，对岸村舍
田野，绿树如烟。而近前西岸，水边苇荻丛生，青黄相接，
几声鸟鸣更显空旷寂静，令人心潮难平。 脚下是过去渡
轮靠岸的跳板，水泥斜坡一直伸进河水，缝隙里的蒿草，
因为春风雨露，又因为没有脚步践踏和车轮辗压，努力
上窜，生长茂密。 渡口昔日喧闹，已经一去不返。

白洋淀粮站仅剩一栋仓库了， 砖墙上用水泥抹了
一块黑板，上面依稀还有当年用白漆书写着县政府关于
渡口安全的“温馨警示”。 仓库门前，尼龙网围成一圈院
落，里面是小菜园和饲养的鹅鸭。

89 岁的老梁是这里的主人， 他和老伴住在这里。
1958 年白洋淀粮站建成，因有东淝河水路转运之便，是
石集粮站重要的一个收购点， 因为离石家集有近十五
里路，许多人都不愿意来，老梁淳朴厚道，主动请缨，一
干就是六十多年。 他开玩笑说，这个粮站，他干到上世
纪九十年代撤销解散。

白洋淀粮站梁站长， 我这一声呼喊， 老梁乐开了
花。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他都是滔滔不绝，爱怜深切。
白洋淀粮站因为得水运之利而名噪一时，收购附近“三
区四社”的“公粮”，“三区”即瓦埠区、炎刘区、安丰区。
“四社”为双庙公社、安丰公社、谷贝公社、船涨公社，后
来连开荒公社都到这里卖粮。 那个时候，送粮运粮，车
拉挑扛。 河东那边，摆渡轮船，停靠岸边，挤挤挨挨，排
了半个河道。 那是“皇粮国税”的年代，站长责任重大。
他指挥验质、过磅、记账、入库……白洋淀边 ，人声喧
闹，调来外县运粮的大铁船停靠岸边，船上人家，烧锅
煮饭，操着侉腔，当年的粮食是直接调往天津、上海等
大码头，一条大轮后面要挂上十几条船。

白洋淀古渡起于何时，不可考证。 老梁说，解放前，
渡口归私人，附近梁姓和王姓两大户合伙经营，用的是
木头船，一个人两毛钱，如果带有粮食和牲口之类就多
给一点， 有困难或者仅仅过去办点事， 回来就不收钱
了。 还有，河那边有属于西河的土地，所谓的“飞地”，到
那边干活不收钱。

解放后渡口收归政府，交给当时的官庙公社管理，
由西河大队派人，轮流值班，出工摆渡，比照劳力，记有
工分。期间，白洋淀渡口曾经归入县航管所管理。 “三十
年河东转河西”，老梁叹道，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白
洋淀渡口又转为私人承包了。

三
记忆深处是偏僻的瓦东，湖水滋养，又因为湖水阻

隔和庇护，启蒙者与求索者，与腐朽者和反动派展开你
死我活的肉搏，向着湖光映照的方向前进。

1905 年夏天，在寿州的淮淝之畔，出现几个身穿西
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他们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和寿
州人柏文蔚等，为秘密积聚革命力量，推翻清朝封建专
制统治，他们结伴“皖北之行”，遍访“淮上健者”。

陈独秀“皖北之行”的重点是寿州，他在瓦埠湖边
的柏文蔚家柏家寨住了半个月之久。 陈独秀还与寿州
状元孙家鼐有一段师生之情。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
孙回乡开办学堂，收孙毓筠、孙多森、柏文蔚、张之屏、
袁家声等入学，陈独秀听说后，只身前往“投考”。

我所理解的“淮上健儿”，是 1911 年 9 月 14 日率
先光复寿州的张汇滔、王庆云、袁家声等为代表的淮上
军，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石德宽，是发动马炮营
起义的烈士范传甲，是民国年间先后担任安徽省督、主
席的孙毓筠、柏文蔚、孙多森、管鹏、方振武……他们为
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寿州铁血男儿，论出生地，淝水之畔，以白洋淀渡口
为中心点，于瓦东瓦西，似有秘道，无形沟通。 在瓦埠湖
畔，1923 年冬，安徽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小甸集特别
党支部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27
年）》（中共党出版社出版）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当时
全国直属党中央的组织共 71 个， 寿县有党支部 7 个直
属党中央领导， 是全国最多的县 。 小甸集特别支部
（1923.12-1924.9）、淮上中学补习社支部（1924.8-11）、
合肥北乡支部（1926.9-1927.1）、瓦埠小学支部（1924.9-
1925.6），寿县城关支部（1925.6-1926.冬）、窑口特别支
部（1926.3-1927.7）、堰口集支部（1926 夏-1927.7）。

小甸集、瓦埠镇、窑口集、堰口集、城关……这些围
绕在瓦埠湖畔闪着微光的地名， 那些无畏奔走呼号的
英杰，他们的足迹彗星一样带着光，那些光点连接，光
线延续，串珠成线，最终点缀连到白洋淀渡口。 也许，在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白茫茫的湖岸，深黑的水面上浮
现一点闪动，推动波浪向四周扩散，那是紧急递送暴动
情报的地下党，带着火种，趁着雪夜，从瓦东赶往瓦西。

四
遇到涨大水，从双庙集到石家集，白洋淀方圆二十

五里地，一片汪洋，看不到边际，大水直达对面的方岗
嘴子、吴岗嘴子。 而河西这边，从白洋淀前三岔堰向西
有一条河，水涨船高，轮船能一直通到石家集老街南头
的王家大桥。

光绪《寿州志》记载：“迎水寺，在州南白洋店。 ”寿
州过去有三座迎水寺，一座在“七十二水归正阳”的正
阳关淮河东岸。 一座在张李乡张马淠堤幸福涵管理站
淠河岸边。 还有一座就是位于东淝河西岸的白洋店迎
水寺，遗憾的是三座迎水寺均已不复存在。

从寿州城到白洋淀一百里路，古道渡口，从这里过
东淝河，经三义集取道吴山庙，直达庐州。 古时候，白洋
淀高岗上人们所说的大庙就是迎水寺，香火鼎盛，红极
一时，河东摆渡过来敬香，是为一景。

白洋淀原有集市，是因寺而集还是因渡而集，不得
而知。 南北走向的小街仅几十米长，两旁土墙草顶的店
铺，挤挤挨挨，全都就着高岗这一小块高地，以防涨水。
街中间却是青石铺成的石板路。 茶水铺、炸油果的早点
摊、盐行、油坊、杂货铺等，买卖交换，露水小集，没有住
店过夜。 因此，晚上渡口停运，人群四散，很是孤寂。 后
来，这种夜晚被“有心人”发现，在此偷设赌局。每当夜晚

来临，附近的人心里明了，看到白洋淀岗上打起了明明
灭灭的灯笼就是赌场的“招晃”，暗示今晚有人“出宝”。

五
白洋淀过去属于瓦埠湖行蓄洪区，水来成湖，水去

成滩，庄稼确保午季，力争秋收。 1962 年利用滩涂建成
白洋淀林场，地跨瓦埠湖两岸的石集、双庙、开荒三个
乡，面积几万亩，有罗陂塘、绵羊湖、谷贝圩、河南沿四个
林区。后来，罗陂塘转属保义农场，其余适宜种庄稼造林
的土地，入于当地公社，湖滩湿地，开辟为瓦埠苇柴场。
春天，一望无际的茂密苇丛，风吹绿浪，起伏无边。 深秋
来临，苇柴枯黄，芦花绽放，碧水蓝天，相映成趣。到湖滩
里砍伐苇柴，堆到轮船，非常辛苦，苇柴水路运到淮南，
卖给造纸厂。

上世纪 80 年代，白洋淀粮站撤销了，老梁退休了。
因为在这里住习惯了，喜欢清静，不打算到街上买房。
后来，他把剩下的两栋粮仓房产买断，准备在此终了一
生，儿女们出门在外，成家立业，他和老伴在湖边过着
闲云野鹤般的田园生活。

临走前，老梁神秘地要带我们看一样东西，来到院
落，扒开一堆柴草，在旧仓库房基旁边出现一块埋在地
下，只露头梢的四方青石，中间有一个方形凸起，四边
有深深的刻痕，我们转来转去，反复辨认，按照石头安
放的方位，东边刻“水准点”三个字，西边刻“治淮”两个
字 ，南边是“6084”，北边是“1952 年”。 1952 年建国初
期，百废待兴。 1951 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
东主席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同年成立治淮委
员会，制定治淮工程计划。 这个设置在淮河支流东淝河
白洋淀渡口的水准点，为治淮工程所需。 老梁说，东淝
河白洋淀渡口高岗 1954 年没有上水，正因如此，政府
才决定在此建粮站，水运外调，节约运输成本。 国家选
择在这里测水准，是有科学依据的。 几十年来，老梁一
心一意守护着这个不为人知的水文标志， 坚守着这个
国家机密，从不对外言说，恐怕遭到外人的破坏。

在白洋淀，周围村民，张口闭口，还是以河相称，河
东河西，根深蒂固。 站在瓦埠湖边，回首西望，安丰街的
确处于地势高旷之地，往北更高，是有名的保义集“晒
网滩”。所以，1958 年国务院设安丰县县城，传说因为水
源困难而胎死腹中。 其实，安丰街离瓦埠湖不到十五里
路，取水很近。

老梁退休后， 做了几年白洋淀渡口周边的卫生保
洁员，他说这是一道“紧箍咒”，因为东淝河白洋淀渡口
是“国控断面监测点”和饮用水源保护地，水质自动监
测，一旦不达标，牵动“县太爷”。 不要小看白洋淀渡口，
它所处位置， 注定了它将带着津渡的波浪， 渡轮的汽
笛，驿路的蹄音，集市的喧闹，带着国家“治淮水准点”
的遗迹和当今“国网断面监测”而载入史册。

白洋淀渡口，人来人往，生老病死，爱恨情仇……
这个地理概念已经进入我们的内心和怀想， 成为我们
人生情感的地标之一。 今天，白洋淀渡口无形争渡的，
是时代翻涌的洪涛和滚滚的车轮。

治 淮 文 化 散 记
祁家录

淮河是一条历经沧桑的河流。 自 12
世纪开始的数百年内， 黄河频繁夺淮，
给沿淮人民带来深重灾害。 建国后经过
大规模治理， 结束了淮河出海无路、入
江不畅的历史，淮河流域加快经济社会
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回顾治淮历史，可以看出，新中国成
立初期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能够调动千军
万马形成治淮高潮，靠的就是用一种精神
凝聚人心，这种精神概括地说，就是治淮
文化。

在历史上 ，不少有识之士 ，都发出
过治理淮河的呼吁。 孙中山在 《建国方
略》中曾提出导治淮河的设想，由于政局
动荡不安，方案未能全盘付诸实施。而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中
央政务院于 1950 年就做出《关于治理淮
河的决定》。 1951 年春，毛主席发出“一
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沿淮人民
群情振奋，手拿铁锹，肩担箩筐，涌向治
淮工地，以饱满的激情，创造新中国的治

淮历史，谱写治淮文化新篇章。
地处淮河中游的凤台县，长期经受

水灾之苦，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 ，全县
闻风而动，4 万多民工上阵，疏浚西淝河
口，修筑淮河堤防，工地上劳动号子连
成一片。 1951 年 5 月初，中央治淮视察
团带着毛主席的题字，来到工地慰问民
工，并在河岸上放映电影 ，民工受到鼓
舞士气更加高涨。 在治淮工地上，纷纷
开展诉苦活动，通过讲述过去的水灾之
苦，人们更加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 民
工自发地为抗美援朝捐献土方和现金，
多挖一方土，多省下一分钱 ，表示对国
家的热爱。 同时组织开展红旗竞赛和挑
应战活动 ，大家比进度 ，比贡献 ，争第
一，夺红旗，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动人场
面。 在全县首次治淮劳模庆功大会上，
为特等劳模披红戴花并奖给一头耕牛。

表彰治淮劳动模范，树立民工身边
的榜样，在工地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
筑堤工地上，民工自编石硪号子 ，很快
喊出了 “同志们啊———哎哟 ！ 加油干
呀———哎哟！ 争模范呀———哎哟！ 多光
荣呀———哎哟！ 戴上红花———哎哟！ 齐
夸赞呀———哎哟！ ”充满激情的劳动号
子，是心声，是号角，声声催人奋进 ，治

淮工地出现了火热气氛。
沿淮人民自古以来善歌善舞，治淮

工地的情景更加激发了人们讴歌党和
政府， 讴歌治淮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
情。 民间艺人参加治淮劳动，在工地上自
编自演传统歌舞，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广泛
流传的花鼓灯。 出生在泥河岸边的花鼓
灯艺人王考千，进京表演曾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 他擅长即兴编唱花鼓歌，
在治淮工地上唱道：“毛主席号召修淮堤，
老百姓心里都欢喜，俺决心要把淮河来修
好，你可记得五零年大水欺……”

在凤台县地方史料中，记载了一首
有关治淮的花鼓歌，内容更加详实，以朴实的
语言，表达出沿淮人民的情感。 现摘录如下：

五四年， 水势急／洪水漫了淮河堤／地
里青苗都淹尽／灾区人少吃无喝断烧的／政
府里发救济／又给面又给米／小庵棚都建好
好的／又贷款，又送炭／下雪天，发棉衣／虽然
我们被水淹／生活一点都没问题／如不把淮
河来修好／怎么对得起／党和领袖毛主席。

1971 年冬季，开挖茨淮新河 ，又是
一次声势浩大的治淮高潮，数万民工集
中连片摆开战场，工地上人流滚滚热气
腾腾。 这次施工的特点是以军事化组织
民工，公社设民兵营，大队设民兵连，以

连为单位下达土方任务，民兵营不仅负
责验收工程进度，还提供后勤服务。 工
地上运土不再用大筐，使用架车 、胶轮
小车，减轻体力劳动，提高运土工效。 民
兵连负责一线指挥， 做好劳力组合，工
具配置，并组织劳动竞赛。

从施工开始，工程指挥部就重视文
化宣传，确定专人编印战报。 当时我担
任古沟民兵营文书，驻地在怀远县上桥
附近，每天都要到各民兵连收集典型材
料，编写稿件，用油印机印出战报，在民
工休息时，到工地上散发。 同时，还要向
县指挥部战报提供稿件。 层层办战报，
及时提供工程信息， 宣传先进典型，在
工地上发挥了很好的鼓动作用。 工程结
束前，开展了评先进树标兵活动 ，很多
民工拿到了奖状，感到非常自豪。

翻阅治淮历史，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都贯穿着文化，从工程的名称、设计、施工，
到工程结束的碑记、雕塑、名人题字、再到
一些有关治淮的专用术语，都含有一定的
文化因素。很值得发掘。进入新时代，机械
化施工改变了“人海战术”，但传统的治淮
文化，仍有可贵的社会价值。 尤其，那种不
怕艰苦，忘我奋斗，为人民的共同利益争
作贡献的精神，很值得现代人传承发扬。

图为白洋淀“国控断面监测点”。

古城周边的防洪圩堤
赵 阳

寿县古城东濒瓦埠湖，西临寿西湖。
历史上，寿春人民为了抵御洪涝，在古城
周边兴建了一大批保庄圩和生产圩堤。

住在寿县古城里的人， 凭借 7147
米的古城墙防洪。 住在古城外的人，自
古以来依靠构筑保庄圩保护家园，兴建
生产圩堤保护农田。 由于保庄圩、生产
圩堤功能显著，体量巨大，顺理成章成
为地标建筑，很多地方以此命名。

寿县古城东门外与东津渡之间，过
去居民为了防御瓦埠湖内涝，兴建了一
座生产圩堤，距离古城约千米，被大家
俗称为“二里坝”。二里坝下靠北有座村
庄，绿树掩映，月季盛开，一圈生满莲花
的圩沟使之与周边稻田分开，只有庄前
一道桥梁通到坝上， 供居民早晚进出。
正是因为这座连接内外的小桥，人们习
惯地将村庄称作了“二里桥”。

1991 年淮河大水， 寿县古城成为
汪洋里漂浮的一个 “小脚盆”。 大水过
后，寿县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把沿瓦埠
湖西岸、靠近古城东侧的二里坝、东津
圩、九里圩、陡涧圩等生产圩堤进行封
闭加固，形成一条北抵护城河、南连陡
涧河、 总长达 31.14 公里的四级堤防。
经过多年整修完善，目前等级提高到二
级，防洪标准达到 15 年一遇。 这条堤防
联结前数九里圩最长，建成后就被人称
作了“九里联圩”。

九里联圩的作用是防止江淮分水
岭北侧泄往瓦埠湖的内涝。而古城西边
的寿西湖属淮河行洪区。寿西湖一旦行
洪，古城需要一道堤坝约束洪水减少损

失。 聪明的寿县人民因势利导，依托丘
岗地区的逶迤地势，在古城西南建起一
道全长 30.3 公里的洪水隔离带， 防止
洪水串入护城河和瓦埠湖， 当地人称
“二道防线”。因其处在相对平坦的沿淮
岸边，蜿蜒突凸，便又被人们形象地称
作“牛尾岗堤”。

2000 年后，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
快，寿县城南新区建设全面上马。 新区
平均地面高程不足 22.0 米， 属洪涝高
发地带。 为防止水患，建设者们沿新区
外沿建起一道全长 11.74 公里的防洪圈
堤，将过去由九里联圩保护的防洪标准
15 年一遇提高到 40 年一遇。 这段防洪
圈堤，北自古城护城河红领巾闸，南到
牛尾岗堤， 保护城南新区面积 17.8 平
方公里，古城迁出来的人称作“城南防
洪圈堤”， 原来就住在这里村庄的人称
作“城南保庄圩”。

进入新时代，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加大，淮河水患得到根治，发生洪涝
几率降低。 寿县古城周边以前建设的这
些圩堤，也逐步像古城墙一样，防洪功能
被淡化，成为人们寻幽探古、休闲散步、
生态观光的好地方。 二里坝变成游客集
散中心，繁花似锦，每日里游人如织；九
里联圩、城南防洪圈堤鸥鹭飞舞，云蒸霞
蔚，被规划为“引江济淮”百里画廊主景
区；牛尾岗堤作为勾连“合周”“济祁”两
条高速的城乡主干道， 已经成为带动地
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动脉。 世事
沧桑，一日千里。 但不管怎么变化，这些
防洪圩堤的名字，将永存于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