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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大铁桥下的沉思
ʇ刘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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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故事千年传
ǃ张敬仁

风 土 人 情

秋高气爽的一天，于我来说是充
实和别有意义ʪ因为我一路追寻着
蚌埠淮河大铁桥百年历史，从南到
北，几乎走遍了整个蚌山区ʪ上午在
市博物馆仔细阅读这座桥的历史资
料后，心潮起伏澎湃，还有些许的激
动，不顾中午的炎热，一个人骑着单
车，穿过老蚌山的街街巷巷，一直向
北，沿圈堤路来到桥下，怀着无比庄
重的心情瞻仰这座英雄之桥，一个下
午都在近距离地与桥对话，感受着铁
桥的风采与气质，并接受大桥对后代
人的谆谆教导ʪ

鼓钟将将，淮水汤汤ʪ蚌埠淮河
大铁桥位于蚌埠市蚌山区，已有110多
年的历史了，是淮河第一座也是当时
仅有的一座铁路大桥，是连通着我国
南北的重要交通大动脉，见证着蚌埠
百年沧桑历史与那一段段峥嵘岁月ʪ
百年间，这座Ž千里淮河第一桥ž倾注
了一代代铁路守桥人的心血，斑斑驳
驳的桥墩，不仅托起历经沧桑的钢铁
桥身，还流淌着老蚌埠的精魂ʪ如果
把淮河比作是蚌埠的母亲河，那么淮
河大铁桥就像父亲桥，由他们把蚌埠
变成了陆路交通与水陆航运相交汇的
重要枢纽ʪ

1909年淮河大铁桥开始修建，1911
年5月建成通车，全长570米，是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ʪ这座桥见证了蚌埠
的发展变迁ʪ正是因为有了这座桥，
才有了蚌埠这座城市；也正是有了这
座桥，津浦铁路得以贯穿中国南北；正

是有了这座桥，才使得蚌埠这个淮河
岸边荒凉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上世纪
20年代之后江淮地区红极一时的政治
文化ʩ商贸和军事中心ʪ

据史料记载，当年在津浦铁路最
初规划的时候，跨越淮河大铁桥的位
置不在蚌埠，原来的桥址是从这个位
置再往下游，大致在现在的凤阳临淮
关ʪ当时这座大铁桥的总工程师是
英国人德纪，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亲
往临淮关勘测，发现临淮关一带地势
低洼，盛夏河水泛滥时可能会漫过钢
轨，因而否定了在临淮关建桥的设
想ʪ经过调查，选择了距临淮关上游
24千米的蚌埠ʪ这里地势高，不易受
洪水影响，虽说河水较深，施工会遇
到一些困难，但是这里的河床底部系
岩石，建桥墩比较稳固，从百年大计
考虑，在此处建桥是适宜的ʪ好事多
磨，此事又引起了怀远县地方乡绅的
非议，他们上书清政府请求将大桥改
在怀远ʩ荆涂二山之间修建ʪ德纪又
经过一番实地勘测，认为二山夹峙之
处河道狭窄ʩ水流湍急，施工之艰险
必将数倍于蚌埠，因此桥址最终还是
选在了蚌埠ʪ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建
在了临淮关，可能也就没有了现在的
蚌埠这个城市了，有可能在临淮关那
一片会出现一座别的什么城市，想想
是不是这样呢？

我在大铁桥的桥身正下面，发现
了上面用的钢梁的制造地是英格兰，
当时还是清朝政府主政建设，说明那

时中国这块技术还未达到西方的水
准，还不能制造钢梁ʪ除此以外的其
他各项器材，全都是国内购买ʪ往东
25米这一座是2001年铁路部门重新修
建的淮河铁路二桥ʪ新桥比老桥要
高，现在两座桥都在使用，双桥并立双
向通车ʪ2019年10月，蚌埠淮河大铁桥
被 列 为 第 八 批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ʪ

由于津浦铁路是我国重要的南北
交通大动脉，因此淮河铁路大桥的战
略价值非常高ʪ历史上，此铁桥曾经
两次遭到破坏，两次破坏都与国民党
有关ʪ一次是在1938年，侵华日军抵达
蚌埠，国民党军在撤退的时候，炸毁了
大铁桥ʪ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日本
军队将大铁桥进行恢复和重建ʪ另一
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1月，国民
党军队为阻滞解放军南下，将蚌埠淮
河大铁桥炸毁，导致当时的津浦铁路
运输中断ʪ为抢通津浦线，铁道兵团
临时修建一座轻便桥，架桥时趸船突
遇巨浪，木笼沉箱侧向沉落河中ʪ王
吉珍带领10多人下潜，徒手在水里探
摸，掌握木笼沉箱的方位和钢索吊点
位置，最终因体力不支牺牲，还有另外
5名队员也相继牺牲，在修复桥梁的过
程中，前后有6名铁道兵战士永远长眠
在这里ʪ在大铁桥的南端西侧，有一
座建桥烈士纪念碑，始建于1949年，就
是为了纪念人民解放军在修复大铁桥
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将架设淮河轻便
桥英勇牺牲的故事镌刻在了建桥烈士

纪念塔上，每一次列车驶过，响亮的鸣
笛声，都仿佛在向烈士致敬ʪ苍松翠
柏环绕中的烈士纪念碑更显庄严肃
穆ʪ我在碑前伫立静默，缅怀先烈，深
深鞠躬！英雄永不寂寞，而奋斗者从
不缺席！

一百多年来，除了两次人为的破
坏，大桥经历了多次洪水冲刷，始终安
然无恙，保证了南北铁路运输通畅！

淮水悠悠，虹飞南北ʪ历经百年
风雨的蚌埠淮河大铁桥屹立于大河之
上，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蚌埠人坚持不
懈的奋斗历程和这座城市的发展轨
迹ʪ大铁桥对蚌埠有着特别的意义，
最能代表蚌埠的形象ʪ蚌埠人民对大
铁桥和建桥烈士纪念碑更有着深厚的
感情，蚌埠淮河大铁桥已成为蚌山区
红色教育基地，在世世代代蚌埠人心
中永存！

现在的蚌山岁月静好，海棠依旧ʪ
Ž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žʪ如今，随
着蚌埠市Ž靓淮河ž工程及沿岸治理的
加快实施，这句曾经的歌谣再次响彻，
一幅幅绿色生态ʩ亲水近水的美好画
卷正徐徐展开ʪ淮河北岸已铺设沙
滩，南岸解放路淮河大桥附近也将进
行铺设ʪŽ靓淮河ž工程及沿岸治理让
淮河水Ž亲ž又Ž清ž，相信不久的将来，
市民游客可在淮河边近水ʩ亲水ʩ戏
水ʩ乐水，感受到Ž靓淮河ž的魅力与风
采，蚌埠淮河大铁桥永远熠熠生辉，继
续见证着蚌埠这座老工业城市重新焕
发出蓬勃生机！

Ž要吃米，还靠西南老家雨ž，哼
着这支耳熟能详的民谣，最爱看家乡
育秧ʩ插秧的劳作场景ʪ波光粼粼的
水田里，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一字排
开，面水背天ʩ手推脚移，转眼描绘出
一幅绿意盎然的丰收画卷ʪ家住白
莲坡喜欢看稻海扬波大地染金ʩ喜欢
闻新米飘香如痴如醉ʪ吃着大米长
大的我对白莲坡有着一种难以割舍
的情怀ʪ原产地在荆山镇和白莲坡
镇之间的Ž白莲坡ž和白莲坡贡米在
当地久负盛名，最早在清光绪年间就
开始大面积种植Ž旱稻ž，这是最早的
水稻直播模式，现在仍然在普遍推广
使用ʪ祖祖辈辈念念不忘的白莲坡，
已经被人工河ŸŸ茨淮新河沉入河
底 ，仅存的茆塘东北湖ʩ石山Ž老雁
窝ž是人们对Ž庄稼老汉不用慌ʩ柳絮
飘飘就育秧ž地方农谚的眷顾，家住
白莲坡醉卧稻花香ʪ

白莲坡是淮河流域名不见经传
的Ž稻米之乡ž，以茆塘ʩ吴郢ʩ石山之
间的白莲坡为最，这里出产的Ž旱稻ž
米色纯正ʩ晶莹剔透ʩ清香浓郁，也佐
证着Ž白土地里好耕田ž的农谚 ；Ž黄
土硬ʩ黑土黏ʩ砂礓土里汗涟涟ʩ白土
地上挂银钱ž的民谣，唱出了老一辈
Ž白莲坡ž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ʪ古
往今来，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不仅仅是
一种生计，更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和情
感的寄托 ；水运昌盛的朝代，淮河二
三级支流呈带状分布，也促进了氏族
经济的发展与繁荣ʪ清末，靠近茆塘
街的Ž东北湖žʩ挨着柳沟街的Ž老雁
窝ž一望无垠，是垦荒种粮的好地方ʪ
为便于管理以群居的顾ʩ徐ʩ张ʩ潘ʩ

何ʩ胡ʩ邵ʩ吴ʩ陈ʩ王等姓氏为生力
军，效仿军队建制，在Ž东北湖žŽ老雁
窝ž以Ž郢ž为主题，开垦良田，种植旱
稻ʪ地方有功名的秀才们还依据Ž老
雁窝ž出产白莲藕ʩŽ老雁窝ž一溜斜
坡朝圣石山龙女庙的地域特色，向官
府申报Ž白莲坡ž易记上口的地名 ʪ
白莲坡周边现存的Ž大官路žŽ皇坡ž
等地名掌故，是文人墨客对农耕文化
的尊重和敬仰ʪ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Ž白莲坡ž出
产优质稻米被民间视为Ž贡米ž，其实
人们青睐的Ž贡米ž却与册封的Ž贡品ž
不能直接画等号ʪ探源溯流，白莲坡
大米却与天津Ž小站练兵ž脉络相通ʩ
息息相连ʪ小站练兵主要是以李鸿章
的淮军为主，大部分兵源来自江淮之
间ʪ涡淮交汇的怀远自古就是兵家必
争之地，也是以Ž营ž为建制管理地方ʩ
招募淮军的Ž大本营žʪ在Ž白莲坡ž方
圆数十公里，Ž营ž被用做地名的比比
皆是，因Ž营žŽ郢ž在民间通称，在Ž白
莲坡ž周边找郢ʩ韩郢ʩ常郢ʩ朱郢ʩ何
大郢等村庄形成众星捧月态势ʪ人们
还习惯按照所在的方位把附近的村庄
称作东郢ʩ西郢ʩ前郢ʩ后郢ʩ中郢，将
Ž旱稻ž统称Ž小站稻žʪ正是这个Ž全
民皆兵ʩ训练生产两不误ž的方略，为
Ž白莲坡ž和白莲坡贡米赢得了美誉ʪ
白莲坡生产的Ž小站稻ž曾被回调到天
津Ž小站练兵场ž当作军粮，也顺理成
为李鸿章等大清重臣果腹的Ž口粮ž，
这才是Ž白莲坡ž贡米有其名并无文史
资料记载的正因ʪ

Ž白莲坡ž土地构造是Ž白土地ž，
也是备受世人青睐的良田好地，其特

征是黏土矿物含量较高，具有较强的
结晶能力，具有较高的水分含量，具
有良好的气孔结构，具有较高的肥
力ʪŽ白莲坡ž正好位居Ž白土地ž的中
心区域，那时候没有淮北大堤ʩ芡河
大堤ʩ也没有茨淮新河，白莲坡镇和
荆山镇柳沟ʩ石山方圆10公里沃土平
川，河网纵横交错，为Ž白莲坡ž种植
旱稻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凭借天时ʩ
地利ʩ人和的优势与Ž小站稻ž的名
声，白莲坡稻米堪称淮河流域叫得响
的Ž土特名产ž，稻谷经石臼碾压去壳
后米粒饱满如玉，熬米汤可连续挑起
三层汤皮，口味仍然浓郁ʩ醇香ʪ白
莲坡雨水充沛ʩ四季分明，晨晖暮色
云缠雾罩，劳作在田畴里的农人神清
气爽，播种水稻可以祛除Ž面朝黄土
背朝天ž的心累，享受着Ž稻花香里说
丰年，听取蛙声一片ž的喜悦ʪ

岁月磨平了地域的痕迹，也把Ž白
莲坡ž开垦成一方方ʩ一块块大小不等
的田畴，而今的Ž白莲坡ž被茨淮新河
一分为二，站在茨淮新河北岸的制高
点举目眺望，芡河如镜，墩实憨厚的石
山依水而生，显现出岁月的厚重，迎风
舒展的稻田清香四溢，翩翩起舞的白
鹭，恰是天外来客，在芡河与茨淮新河
之间，欢唱着天籁之音，阐述着白莲坡
地名的古昔今朝，还有Ž白莲坡贡米ž
越沟壑ʩ入龙门的轶事ʪ水系结构改
变土地的面貌，也让闻名遐迩的Ž白莲
坡ž充满了现代的活力ʪ沿着绿树掩
映ʩ植被茂盛的茨淮新河南堤，面南背
北俯视茆塘村东北湖，稻海扬波ʩ一碧
千顷，茨淮新河南岸的Ž白莲坡ž被慧
眼识珠的智者用作镇名ʩ村名乃至被

注册为地域商标，让地方土特名产焕
发出勃勃生机；劳动大街ʩ稻花香大
街ʩ水莲大街等富有地域特点的名称，
把Ž白莲坡ž变为一方热土，承载着Ž贡
米之乡ž的美誉，流金淌银ʪ

过去，Ž白莲坡ž稻米品种单一，
产量低ʪ上世纪五十年代Ž白莲坡柴
油机抽水站ž在芡河边上的荆山镇白
莲坡村修建并投入使用，由县水利局
机电排灌站统一调度，承当着老茆塘
公社十万亩稻产区的提水灌溉任务，
种植结构也有Ž旱稻ž改为Ž水稻žʪ
引进的Ž老来青žŽ桂花香žŽ盐粳žŽ西
光ž等品种不仅保持原有的品质，还
提高了单产ʩ亩产，稳定了水稻的产
出水平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白莲
坡 人积极响应Ž一 定 要 把淮河 修
好！ž的伟大号召，奉献出最好的Ž良
田宝地ž开挖了茨淮新河，才有了Ž一
地白莲坡ž两处原产地的地貌 ʪ如
今，两岸白莲坡共同开启水稻生产新
纪元，粳稻ʩ糯稻ʩ生态稻齐驱并进，
粳米ʩ免淘米ʩ糯米ʩ糯米粉产销两
旺，机声隆隆ʩ商贾云集，古老的Ž白
莲坡ž焕发出勃勃生机ʪ

一个地名就是一个地方的标识
和Ž符号ž，一段记忆就是历史长河中
一朵Ž浪花ž；讲好Ž白莲坡ž和白莲坡
贡米的过去和未来，必须走出Ž民间
传说ž和嫁接民间故事Ž狭隘ž，沿着
农耕文化ʩ地域文化ʩ传统文化的发
展轨迹，本着尊重历史ʩ尊重事实ʩ尊
重农业技术推广运用的角度，让Ž白
莲坡ž地名的由来及Ž白莲坡贡米ž的
美名根植人心，家住白莲坡，醉卧稻
花香，是诗篇，也是乡愁ʪ

家住白莲坡
ʇ吴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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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字希仁，北宋名臣，为官刚
正，清正廉洁，是古代清官的典型ʪ被
百姓誉为Ž包公žŽ包青天ž，公元999
年，出生在安徽合肥肥东包村，在这里
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光ʪ1062
年病逝于河南开封，享年63岁ʪ其遗
体被运回老家合肥安葬ʪ

包拯去世后，宋仁宗赐其谥号为
Ž孝肃žʪ

Ž孝ž是说包公是个孝子，包拯28
岁考中进士，被授任为大理评事，出任
建昌县知县ʪ本可早日步入仕途，因
父母年老体衰，又不愿随包公远离故
土，故包公为尽孝两度辞官，待双亲去
世后，又在墓旁守孝三年，人称Ž墓旁
孝子žʪ

包公当年考中进士后，解官回乡，
一心一意奉双亲，这种举动，在封建社
会士大夫阶层中是比较少见的ʪ古人
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
够金榜题名，中举后赴官ʪ只有在父
母去世的情况下，再守丧ʪ而父母健
在之日，几乎没有人辞官养家ʪ忠孝
不能两全，而包拯选择了侍奉父母，在
当时就获得孝亲的好名声ʪ他认为，
一个人为父母尽孝之日短，而为国尽
忠之日方长，尽孝前后一共有十年时
间，在包拯38岁时出任天长县知县ʪ

Ž肃ž概括了包拯一生为官清正廉
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两袖清风的
形象ʪ

包拯曾给宋仁宗的奏疏《乞不用

赃吏》中说Ž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
之贼也ʪž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
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
污，深受百姓欢迎ʪ北宋的权贵ʩ大
臣ʩ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
荣ʪ一日，一个贵门亲临州府，送包拯
一方石砚，说道：Ž大人每日躬笔耕耘，
急需上砚ʪ现送得一方，呈与大人，以
为万民造福ʪž包拯说Ž我这多年皆用
普通端砚，如此高贵的，当呈圣上所
用 ，我用则糟蹋了 ʪž说罢 ，他坚辞
不受ʪ

后来，又有人来送端砚，他开着玩
笑拒绝说：Ž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
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
受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富的珍玩
大盗吗？ž直到庆历三年，当他即将离
任时，当地精制一方好砚，赠给他作纪
念，他也婉言谢绝了，Ž不持一砚归žʪ
因此，人们盛赞包拯为官清明ʪ

公元1062年，一生清廉的包拯，在
开封病逝，Ž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
之声，闻于衢路ʪž其遗体被运回老家
合肥安葬ʪŽ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
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ʪ不从
吾志，非吾子若孙也ʪž这是包拯留下
的家训，也是后世子孙一直恪守不渝
的信条ʪ

包拯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清廉
官吏的典型，我们应接续包公精神，从
中汲取清廉力量，坚持守正创新，全力
推进清廉文化建设ʪ

桂花飘香 吕兴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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