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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轫 阜阳曾征集“王家坝精神”

2009年上半年，阜阳市的领导在一次

会议上提出：蓄势待发的阜阳，需要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王家坝精神”和

“农民工精神”正是阜阳精神的集中体现，

提炼好，推介好，可以对外树立阜阳良好

形象，提升阜阳的美誉度。

据此，阜阳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于

2009年11月在全市迅速开展了“王家坝精

神”、“农民工精神”表述语公开征集活动。

一时间，广大群众积极响应，讨论、提炼“王

家坝精神”、“农民工精神”已成为一场塑造

阜阳文化品牌、凝聚发展信心的社会行动。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安徽检查指导淮河防汛抗洪工作时指出，长期的抗洪斗争形成了“王家坝精神”，这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

大局精神；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自强不息精神；军民团结、干群同心的同舟共济精神；尊重规律、综合防治的科学治水精神。”品味着温

总理的话语，本报记者再次深入到淮河岸边，搜寻“王家坝精神”背后的故事。 刘虎 连宏娟 记者 杨文艺 李尚辉

中央媒体看安徽 中国,有座“王家坝”!

资料图片：王家坝抗洪救灾

蓄洪区历经15次蓄洪 温总理五到王家坝

寻找“王家坝精神”背后故事

王家坝位于淮河中上游分界处。这

里不但有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的王

家坝闸，还有库容7.5亿立方米的淮河蒙洼

蓄洪区，在淮河防汛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自1953年建闸以来的12个洪水年

份里，王家坝共开闸蓄洪15次，蓄洪区内

近16万人口1.18万亩耕地反复化为一片汪

洋。正是王家坝人的无私奉献和牺牲，换

来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安澜。正如总理所

言，“王家坝精神”是王家坝几代人努力奋

斗积累的宝贵财富，是淮河儿女精神风貌

的真实写照。

渊 源 50年的抗洪造就一种精神

2010年7月份以来，“淮河第一闸”王

家坝汛情牵动温总理。7月24日，他来到

阜南县王家坝镇，检查指导防汛抗洪工

作。这是温家宝总理第五次来到王家坝。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高度警惕，严阵

以待，继续弘扬王家坝精神……”阜阳市

委书记宋卫平向总理汇报下一步防汛工

作打算。温家宝关切地询问：“你们现在

提出了王家坝精神？”听取当地领导汇报

后，总理频频点头。

在与王家坝保庄圩群众谈话中，总理

深情地说，王家坝精神是王家坝几代人奋

斗形成的，你们不仅在面对经常来的洪水

袭击中保卫了自己的家乡，保住了亲人的

安全，而且你们团结互助，形成了一个友

爱的大家庭。

当天下午，温家宝在汇报会上再一次

提到了王家坝精神。他说，“王家坝精神就

是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精神；不畏艰

险、不怕困难的自强不息精神；军民团结、干

群同心的同舟共济精神；尊重规律、综合防

治的科学治水精神。”温家宝说，“我多次来

王家坝，对这四个方面深有体会。”至此，温

总理对王家坝精神作了精辟解读。

机 缘 总理解读“王家坝精神” 76岁的刘克义祖上几代都住在淮河岸

边，在老人看来，开闸蓄洪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为了上下游的安全，这点苦咱愿意

吃。”老汉用平实的语言对记者说。

51岁的民兵营长郎泽群至今仍清楚地

记得，在2007年抗洪时，大批的部队官兵

来到王家坝，将一袋袋沉重的泥沙扛在肩

头，运送到出现险情的地段。用手抬，用肩

扛，必要时是用身体在与险情作斗争。

王家坝水文站站长李守会告诉记者，高

科技的应用使得相关人员工作效率更高、数

据更准，也保证了测验人员的人身安全。

访 谈 百姓心中的“王家坝精神”

7月27日，安徽省领导干部电视电话会

议召开，传达温家宝总理视察安徽讲话精

神。省委书记张宝顺在会上强调，孕育于防

汛抗洪的王家坝精神，是安徽人民的伟大创

造，是我们战胜艰难险阻、推进科学发展的强

大动力。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王家坝精神，深

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迎难而上，锐意进取，

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弘 扬 以“王家坝精神”创造新业绩

据《光明日报》7月28日头版报道 2010

年7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淮河王家坝，指导部署淮

河防汛抗洪——第五次亲临此处的温家宝总

理，面对着蓄洪区群众动情地说：“你们在长

期的抗洪斗争中形成了王家坝精神。这就是

舍小家、为大家的顾全大局精神，就是不畏艰

险、不怕困难的自强不息精神，就是军民团

结、干群同心的同舟共济精神，就是尊重规

律、综合防治的科学治水精神。”

有一种高尚叫舍己

“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注定就是要舍

己为人的地方。”对于抗洪期间的开闸蓄

水，王家坝人愿意用这样的表述来解释背

后的原因。千里淮河走出桐柏山，抵达皖

豫两省三县交界处的王家坝，360公里的河

道落差是174米；自此而下的640公里，落

差仅为22米。这样的地貌，只能有一种结

果——上游洪水一泻而下，而下游因为高

水位的顶托则排泄不畅、“寸步难行”。

1950年，按照“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

伟大号召，全国治淮工作会议确立蓄泄兼

筹的治淮总方针。从此，从王家坝闸进水

的 183平方公里蒙洼蓄洪区，担负起了舍

己为人的责任。

有一种品格叫自强

承受了一次次灾难，做出了一次次牺

牲，换来的是整个淮河抗洪的胜利，蓄洪区

人民可谓居功至伟。蓄洪区干部群众没有

坐等救济，没有期望报答，而是选择了自立

自强。走上蓄洪区里的丁郢庄台，金其友给

记者比划着往年蓄洪水能淹到的位置。59

岁的老金从能记事开始就经历了一次次蓄

洪，“到了蓄洪年景，只要一退水，家家户户

都会抓紧补种庄稼，不能等着吃救济啊。”

蓄洪区隶属于阜阳市阜南县，只要一

遇抗洪，这里的机关干部都会到蓄洪区里

包村包点。因此，县城建局副局长刘西恒

对蓄洪区群众在水进人退、水退人进状态

中展现的自强精神感慨万千，“记得有一

年蓄洪后，一些地块被水淹了6次，群众就

补种了7次。”阜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孟

献申告诉记者，王家坝人的自强精神不仅

体现在蓄洪区里的战天斗地，现在王家坝

已经成为一个品牌。

有一种境界叫共济

《王家坝之歌》的歌词这样描写着军民

团结、干群同心的同舟共济：“风雨之中，贴

近的心，有你们的关怀、温暖目光，是永恒的

希望；风雨之中，军民一心，唤醒了阳光。”

在距离王家坝闸不远的淮河大堤上，

就是一个防汛石料储备点，解放军、武警、

民兵预备役的几百名官兵在紧张备料。而

在储备点附近，无论是上堤值守的群众，还

是临堤而居的村民，生活正常有序——多

次蓄洪的亲身经历，让大家明白，只要有子

弟兵在，安全就不是问题。

“ 保 庄 圩 里 有 一 支 老 年 志 愿 者 队

伍”——同舟共济不仅表现在军民团结、干

群同心，还表现在蓄洪区人民自觉地互帮

互助，住在保庄圩里的20多位五保老人堪

称典型代表，他们不愿意无所事事，就主动

打扫起保庄圩堤道路，每天天不亮，堤坝上

就会响起刷刷的扫帚声。

有一种智慧叫科学

“现在跷着二郎腿看着涨水，心里一点

都不害怕了。”68岁的崔士信自从2003年

大水后就搬进了保庄圩生活，面对着今年

已经超过警戒水位的淮河，他的幽默不仅

仅是一种乐观，更折射出科学抗洪的智慧。

淮河上空基本形成了卫星、雷达监测网

络，可以全天候监测雨层分布和强度。依托

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安徽还建立了远程

监控和会商系统，“足不出户”即可随时监测

各重要闸坝情况，组织异地防汛会商。

与科学防控相一致，蓄洪区人民在洪

灾磨砺中，进行许许多多化害为利的智慧

探索。耐涝经泡的杞柳，成了蓄洪区群众

的“摇钱树”——利用丰富的杞柳资源，发

掘、传承具有500多年历史的阜南柳编传统

工艺，以蓄洪区群众为主的上万种柳编产

品，远销北美、西欧、东亚、东南亚等60余个

国家和地区。

“王家坝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阜阳市委书记宋卫平介绍，近年来，阜

阳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一直在凝练总

结并学习弘扬着“王家坝精神”。

中国，有座“王家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