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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坝闸，是淮河汛情的晴雨表，地处淮河上游

末端，但并非横跨在淮河之上，而是矗立于蒙洼蓄洪区

的入口。

蒙洼蓄洪区是淮河流域第一座蓄洪区，于上世纪

五十年代设立。每到汛期，当淮河洪水已无法通过主

河道和蒙洼蓄洪区北侧的蒙河分洪道进行泄洪时，便

会启用王家坝闸，把洪水引到蓄洪区分洪，从而保障淮

河中下游的安全。

面对抗洪大局，每当开闸蓄洪时，蒙洼蓄洪区百

姓都选择“牺牲小我，奉献大家”，铸就起一座值得铭记

和颂扬的精神丰碑。作为我国防汛抗洪历史的重要见

证者，蒙洼蓄洪区一直备受党中央、国务院和安徽省委

省政府的牵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安徽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到王家坝指导防汛抗洪工作。

庄台美了，生活更幸福了
庄台曾是一种特殊的防洪工程，通过垒起台基，

或者选择天然的高地，在上面建设村庄，蓄洪时群众就

到这里居住避难。这个于国家治淮过程中诞生的临时

住所，随着近些年蓄洪区的不再启用，成了百姓们的固

定居所，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旧貌换新颜。

从2003年至今，在蒙洼境内，以乡镇为中心规划

兴建了 4 个大规模的保庄圩，并整修和加固 100 多个

四周护坡的庄台，将原来居住在低洼蓄洪区内的百姓

全部安置到安全地带，并在保庄圩和庄台内完善水、

电、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解决了群众的基本

生活条件。

今年 85 岁的刘克义住在王家坝镇李郢村刘郢庄

台，他经历了王家坝闸自建成以来的每一次蓄洪。

1953 年，政府在王家坝建设蒙洼蓄洪区，蒙洼被淮河

干堤、蒙河围堤、王家坝闸“环抱”起来，日益封闭，尤其

是在蓄洪之后，这里与外界连通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

船。“多希望有一个近在家门口、不受任何影响随时走

得出去的通道 : 一座王家坝淮河大桥 !”这是刘克义强

烈的心愿。如今，这个梦想就快成真了。

人民有期盼，国家有力量。2003年6月28日，国

家重点防汛工程阜南县王家坝蒙洼防汛交通大桥竣工

通车。2008 年 12 月 26 日蒙洼中岗大桥开工建设，至

2011 年 8 月 28 日正式通车。不仅大大改善了蒙洼蓄

洪区防汛交通条件，缓解防汛抗洪压力，也增强了蒙洼

地区的发展后劲。

桥建好了，生活居住的庄台也越来越美了！“现在

的生活变化大，自来水、小汽车、路灯、环保厕所，以前

啥时候见过？俺现在都八十多岁了，这样的好日子，要

多活几年咧。”刘克义高兴地说道。

倾力发展民生，蒙洼群众奔小康
王家坝闸保障了淮河的安澜，特别是中下游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几十年的蓄水分洪过程中，

也曾严重影响和制约着蓄洪区百姓生产生活的发展，

有时候群众甚至不敢、不想种地。

今年65 岁的王聘三，住在王家坝村三组，曾在王

家坝闸管所工作过很长时间。在他的记忆里，1968年

的那次洪水至今让他心有余悸，“吓人得很啊，水呼呼

叫地就冲来了”，王聘三说，过去老闸低矮，水涨得太

快，全部闸还没来得及开启，洪水就已经漫过了坝堤，

上游的房屋、树木、牲畜随着洪水一直往下冲，他家的

泥巴房也被冲毁了，全家七八口人不得不搬到闸管所

大院里的防汛仓库中躲避。

2003年王家坝老闸拆毁后，在原址边上建设了新

闸，王聘三说这带来了极大的变化。如今，不但没有了

洪水灾害，生活上也越来越好了。“你看，我自己就种了

十几亩地，有八亩水稻、二亩芝麻、二亩瓜藤、六分大

豆、六分玉米，还承包了个鱼塘，一年好几万的收入。”

王聘三掰着手指数着自家田地里种下的农作物，眼睛

里满是光亮。

他说：“现在种地好种，都是机械化操作，简单省

事，我自己一个人干起来不费劲。”

既顾全大局也自强不息，誓将水害变为水利！王

家坝镇镇长余海阔介绍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近些

年，王家坝人自力更生、凝心聚力，用勤劳的双手借水

生利、聚水生财，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的幸福之路。

发展水生农作物，搞适应性农业。“野生的鱼，散

养的鸡，唱歌的鸭子、爬坡的猪 ……”如今，在蒙洼行

蓄洪区内稻虾（渔）共生、藕渔共生、稻鸭（番鸭）混育、

芡鱼共生、农牧结合等综合种养模式已全面铺开。

深挖旅游潜力，做好旅游经济。余海阔介绍，王

家坝镇已编制了旅游总体发展规划，以王家坝闸、王家

坝抗洪纪念馆等为重点，大力建设王家坝国家水利风

景区，镇里将结合沿淮特有的庄台文化，重点发展农家

乐，以蓄洪区的独特风景和文化吸引游客。“你们这个

地方不像阜南，像江南；你们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颠覆了我对蒙洼的印象。”余海阔说，外地人来到王

家坝时的评价，是王家坝发展成果的最好证明。

当下有为，未来可期。勤劳、睿智的王家坝人着

眼未来发展，利用王家坝闲置的河滩地着手建立沙滩

卡丁车基地，抢抓机遇，打造王家坝冰雪世界汽车自驾

运动营地，一个个优势创新产业扑面而来，昔日蓄洪

“低地”正逐步成为产业发展、民生兴旺的“宝地”。

大业丰碑 八皖兴旺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治淮影像纪实》（节选）

蒙洼的“蝶变”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肖幼介绍，淮河流

域以不足全国3%的水资源总量，承载了大约1/10的人口和耕

地，生产了1/6的粮食，一半以上的小麦产自这片肥沃的土地。

肖幼称：“今天的淮河流域，集粮食生产基地、能源矿产基地和

制造业基地于一体。”

如今，对淮河流域洪水侵袭的担忧早已是过去时，但区域

内经济发展总体仍相对滞后成了沿淮人民的一块“心病”。如

何立足自身潜力，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更好推动沿淮地

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打造水清地绿

天蓝的生态经济带成为新时代的新课题。

谋定而后动。 2010年，国家发改委首次提出了发展“淮河

生态经济带”这一历史性课题。2012年，淮安、蚌埠、信阳、盐城

等市共同委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展研究。2016年，国家

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把淮河生态经济带纳入。2018年

10月，国务院批复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标志着淮河生态经

济带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淮河将从治理水患为

主到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淮河流域也将成为继长三角、珠三

角、环渤海之后的中国第四个经济增长极。（下转06版）

瞄准中国第四个经济增长极：淮河生态经济带

（上接04版）

阜南县王家坝镇地处淮河上、中游接合部，蒙洼蓄洪区上游，

距阜南县城25公里，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的王家坝闸就坐

落于此。自1953年建闸以来，王家坝闸已有15次开闸蓄洪，蓄洪

区百姓用一次次舍小家为大家的行动换来了千里淮河半个多世

纪的安澜，铸就了“顾全大局、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科学治水”的

王家坝精神。

行蓄洪区的一曲壮歌

1975年阜南军民筑起人堤与洪水搏斗

刘郢庄台

顾全大局、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科学治水的王家坝精

神是淮河儿女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淮河生态经济带的重要城市——蚌埠

王家坝跨淮河大桥前期相关工程已开展，刘克

义盼了半辈子的桥就快成真

今日王家坝充满生机

蒙洼防汛交通大桥的建成使得蒙洼再也不是一座“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