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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南照寻访记

□小  J   吴雄峰
  特约通讯员  王林洪
  参与学校  颍上县慎城镇第二小学
南照镇，位于阜阳市颍上县南隅（yú），南枕淮河，北依润河，中贯105国道。这座有着两
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因有独特的交通和资源优势，经济与社会发展迅速。
10月26日，安徽青年报社联合颍上县慎城镇第二小学，组织60余名学生记者走进南照镇。满
满一天的行程里，学生记者一行真切见证了颍上农村发展的新面貌。让我们走进现场一起去
看看吧！

千年古镇的拼搏精神
活动地点：淮河大跨越、六里庄台、南润段进（退）水闸
在南润段淮河大坝，驰入眼界的是一望无垠的田野。驻足眺望，一座高塔矗立眼前。塔尖直
指苍穹，上方书写着“淮河大跨越”几个大字。据了解，淮河大跨越工程共由两座输变电跨
越铁塔、四座锚塔组成，塔高277米，单座塔重1300吨，跨距1900米，分别跨越在淮河两岸
的颍上县与霍邱县境内，为淮河边最高的输电通道铁塔。学生记者们边听边记，切身感受到
了建设者们那种敢为人先、真抓实干、创新争先的拼搏精神。
接着，大家来到南润段进（退）水闸，参观了闸门、蓄水池、控制室，并认真聆听了管理人
员对水闸作用的介绍，从中明白了兴修水利工程，在改善民生，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所
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朱雨薇：工作人员叔叔介绍，南润段进（退）水闸为开敞式结构，共5孔（单孔净宽8米），
设计进洪流量为600m3/s，相应闸上设计水位27.92m（淮河侧）；最大退水流量480m3/s，相
应闸上退洪水位27.60m（湖内侧）。这样可以确保洪水来临时，南照镇的每一块土地不会再
被淹没，它的每一次使用都保护了人民的财产，非常了不起！
穿过水闸，学生记者一行到达颍上县最大的庄台——六里庄台。
庄台，是一项特殊的防洪工程，通过人工垒起台基，或者以天然形成的高地为基座，再将村
庄建于其上。曾经，作为行蓄洪区的村民临时住所，这里发展长期受到制约，成为贫中之
贫。如今的六里庄台，有3000多人居住，已经被开发成生态旅游景点，秀丽的美景尽收眼
底。
把“蓄洪低地”变为“生态宜居高地”，我们看到了美丽乡村的生动样板。此时此刻，学生
记者们或环湖赏景，或追逐嬉戏，或合影留念，好不快哉！
武昊函：远远望去，南照镇六里庄台周边徜徉着一片秀丽的田园风光。一条长长的小湖镶嵌
其中，水面如镜子般明亮。当地领导热情地为我们介绍了六里村这两年的巨大变化，我们听
得入神，脱贫攻坚改善了农村的村容村貌，使老百姓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大美南照的人文底蕴
活动地点：姚岗村敬老院、台湾兰花基地、戴厚英纪念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姚岗村敬老院，是颍上县敬老院之中规模最大的脱贫兜底的样板工
程，集餐饮、娱乐、卫生、储藏等于一体。在敬老院内，学生记者们手捧棉衣，敬献孤寡老
人。大家齐唱歌曲《东方红》，以传递党的温暖与同学们的爱心。这个画面让徐梦晨久久不
能忘怀：“希望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我们的到来能给爷爷奶奶们带来真正的温暖。”
随后，大家驱车到达安徽十步青山农业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这里，成千上万株名贵兰花竞
相开放，美丽极了！作为安徽省第一家木瓜种植基地，100多株瓜苗已经成长挂果，等待丰
收。学生记者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相机，定格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片。
上午的行程中，最让学生记者白柳汐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当属参观戴厚英纪念馆。著名作家
戴厚英出生于颍上县南照镇，她一生坎坷。少时，兵荒马乱和频繁水灾，使她不能摆脱动荡
和饥寒。读书期间，她一直以优异的成绩和出众的文采让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戴厚英是
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的乡土作家，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不会忘记自己是淮河
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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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上农村的新面貌
活动地点：耿棚镇灵台湖发电站
活动地点：耿棚镇灵台湖发电站
返程路上，我们走进灵台湖光伏发电站。电站技术人员介绍，这是一种将太阳光辐射能直接
转换为电能的一种新型发电系统。
电站建设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一家一户一塘口”的小农渔业模式，既为当地渔民实现了增
收，又促进了本地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同时，致力于把灵台湖打造成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优化光伏组建下的水产养殖问题，引进新品种，推广养殖新模式，逐步打造成休闲观光、生
态循环渔业基地，为全镇带来较好经济社会效益。可谓，一举多得！
一天的时光过得很快，深秋的凉风挡不住学生记者们的热情。回程车中，大家还在交流活动
的感受。颍上县慎城镇第二小学校长马军全程参与，并亲自为学生记者们做讲解。他总结
道：“此次活动，锻炼了孩子们的体魄，培养了他们热爱家乡、敬畏自然的情怀，传承了他
们敬老爱老、追慕先贤的传统美德，收到了良好的活动效果。”

学生记者参观“淮河大跨越”工程

学生记者为敬老院奶奶送棉衣

学生记者对话灵台湖发电站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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