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泛区有条“三八河”
翟国胜

在黄泛区农场场部，有一条宽 10 至 20 米、深
3 至 5 米、长约 1800 米的人工河。它环绕着老场部
办公院，而后穿越小城镇缓缓向南流去，人们都叫
它“三八河”。 河两岸垂柳依依，有美化的栏杆，有
硬化的道路，河边游园更是游人众多，许多人在这
里游玩、拍照，“三八河”已成为黄泛区农场一道亮
丽的风景。

其实，这条“三八河”，是 1938 年 6 月黄河水
泛滥时冲刷留下的一条弯弯曲曲的横沟。1957 年，
黄泛区农场场部机关由一分场迁入新场部时，它
就位于新场部与一分场家属院之间， 既影响汛期
排水，又不美观。 为此，场党委决定，对其进行改
造，挖沟造河，既有利于排水，又能美化环境。 此项
工程在 1957 年秋收之后开始进行。 据黄泛区农场
原党委副书记杨万峰回忆：由于男职工忙于农活，
抽不出更多的人手，场党委就决定，以八连（家属
公社）的同志为主，男工为辅，利用晚上、星期日，
挖沟造河。 在八连指导员刘秀英、连长段学兰、管
理员卢喜莲同志的组织下， 大家晚上用汽油灯照

明，以铁锹、杠子、箩筐、架子车作工具，装的装，抬
的抬，拉的拉，扛的扛，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弄得
浑身都是泥土也不嫌脏，每天都是干到晚上 12 点
才收工休息。

据黄泛区农场原副场长马银泉回忆 ：挖 “三
八河”的时候，因为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工一锨
一锨地挖 ，一筐一筐地挑 ，不少女同志的棉衣被
汗水浸透 ，肩头被扁担杠子磨破 ，绽出棉衣里白
花花的套子，套花磨掉，露出皮肉，皮肉又被磨出
血泡，疼得钻心。 她们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不
叫一声苦和累。严冬腊月，冰天雪地，她们双脚踏
进冰碴子里往外抬泥水 ，冰冷得刺骨钻心 ，但她
们没有一个半途退却当逃兵。她们有的因此落下
风湿病 、关节炎 ，有的落下腰肌劳损 ，却无怨无
悔。她们信守“三不讲”原则：不讲报酬（不讲工资
多少）；不讲工种 （叫干啥干啥 ）；不讲时间 （叫干
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 展示了女职工 “半边
天”的风采。

经过四个多月的苦战， 大家终于把一条十几

米宽、几百米长的弯曲不直的横沟，初步改造成既
能排水又比较美观的河道。1958 年 3 月，在场部举
行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大会上， 当时的场
党委书记路岩岭代表场党委将此河命名为 “三八
河”，以此表彰女职工艰苦顽强的创业精神。

1996 年，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场党委提出
了“一路一所一楼一河”的“四个一”工程，即修好
农垦大道、改造招待所、启用新办公大楼、治理“三
八河”。 此次“三八河”清淤改造工程，历时三个月，
共投入资金 40 多万元，投入 7000 余人，清挖泥土
25900 方。

2000 年以后，农场又多次投入资金，用大型现
代化清淤机对“三八河”河床进行淤泥清挖，硬化
了坡面，修建了“三八河”两岸的污水排放系统，把
生活污水与“三八河 ”自然水彻底分离 ，使 “三八
河”水质进一步净化。

2014 年后，农场又修建了“三八河”主景区两
岸的栏杆，铺设了供游人游览的道路，使“三八河”
的景观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战功赫赫的真源县令———张巡
李现理

豫东鹿邑县是文化厚重的千年古城， 古称真
源县。 在这里曾工作和生活的历史名人先贤诸多，
唐朝名将、 忠烈英雄、 真源县令张巡就是其中之
一。 张巡的事迹不仅有史料记载，还在鹿邑当地广
为流传。

笔者的文友怀家伦，是五千言《道德经》作者
老子李耳诞生地鹿邑县太清宫镇怀六村人。 2018
年 10 月初，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张巡大传》。 当年
11 月 9 日，他在商丘张巡祠举行了《张巡大传》首
发仪式。 次年 3 月 29 日，鹿邑县委、县政府举行了
《张巡大传》研讨会。 也正因为此，张巡的事迹再次
被鹿邑人民知悉，并广为传颂。

在品读怀家伦老兄的《张巡大传》后，最近笔
者又翻阅了《鹿邑历代名人》（陈晓琴编著，2009 年
8 月出版 ，2015 年 4 月再次出版印发 ）、《鹿邑文
史·记忆乡愁》（2020 年 1 月鹿邑县政协文史委员
会编著）等书籍，进一步了解了张巡与鹿邑之间的
故事。

张巡（708 年~757 年），字奉忠，南阳（今河南
邓州）人，祖籍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 他自幼博
览群书，晓通战阵兵法，唐玄宗开元末年（741 年）
中进士第三名，历任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掌
管皇帝与太子的朝见引纳、殿廷通奏等事）、河北
清河县令（天宝年间 742 年~755 年）、真源县令。在
真源县当县令期间，他认真研读《道德经》，把老子
的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自己
独特的军事理论体系， 成为老子文化的推崇者和
老子军事思想的伟大实践者。

乾封元年（666 年），唐高宗李治改谷阳县为真
源县 ， 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 元朝至元二年
（1265 年）时，用“鹿邑县”名。

怀家伦的长篇小说《张巡大传》第十五回，从
“敕贬真源当县令，怒杀恶霸华南金”开始，详细记

述了张巡在真源县当县令期间，认真研读老子《道
德经》，运用老子的治国理念造福一方，除暴安良、
发展经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的事迹。 当时，真源
县百姓欲自发为其刻碑记之，被张巡婉言谢绝。

天宝十四年（755 年）8 月，安禄山叛乱，起兵
15 万人，从河北南下中原，大唐岌岌可危。 张巡
受命于危难之际 ， 带领真源县军民聚集唐皇祖
祠太清宫玄元皇帝庙 ，拜老子 、发毒誓 ，誓死守
卫江淮 ，筑起屏障 ，力保大唐江山 。 真源县民众
数千人奋起追随 。 之后 ，他率兵转战雍丘 （今河
南杞县 ）、襄邑 （今河南睢县 ）、睢阳 （今河南商
丘）抗击叛军。

据《鹿邑历代名人》记述，张巡坚守睢阳长达
10 个月之久，与叛军前后进行大小战役 400 余战，
杀敌将 300 人、士兵 12 万人，保全了江淮财赋供
应地和江淮千万家百姓性命，战功赫赫。 张巡于唐
肃宗李亨至德二年 （757 年）11 月 24 日， 被俘遇
害，以身殉国，殁年 49 岁。

叛乱平定后， 皇帝下诏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
督，封邓国公，并萌及子孙，张巡大儿子张亚夫拜
金吾大将军，贞元年间（785 年~805 年），赠张巡之
妻为申国夫人， 赐帛褒奖， 张巡另一子张去疾授
官；大历十四年（779 年），唐代宗李豫评定“至德以
来将相，功效明着”之人，张巡等 8 人被定为第一
等；建中元年（780 年），唐德宗李适评“至德以来将
相既殁者”， 张巡等 11 人被定为功臣； 大中二年
（848 年）， 唐宣宗李忱命挂张巡等 37 人像于凌烟
阁；宋朝时，尊许远、张巡为 “保仪尊王 ”“保仪大
夫”；清朝时，张巡塑像被请到太庙中，成为 41 位
陪臣之一，与历代帝王共享皇家祭祀。

一城锁江淮，生死几丈夫。 张巡以身殉国后，
鹿邑的老百姓没有忘记这位县令的丰功伟绩和英
烈忠勇，在县城建立了陆王庙（陆王：张巡、许远、

南霁云、雷万春、贾贲、姚訚，陆王庙遗址在今鹿邑
县城盐务局院内），以示纪念。

关于张巡以身殉国后的下葬之说， 怀家伦在
一篇文章中说，有四个版本，多与鹿邑有关：一是
葬在商丘古城之南，也就是现在的张巡祠；二是张
巡身首异处， 鹿邑老百姓悄悄把张巡的头颅运回
鹿邑，葬在了陆王庙；三是鹿邑老百姓把张巡的战
袍葬在了陆王庙，又叫衣冠冢；四是官兵和百姓把
张巡的尸首运回南阳邓州老家， 行至鹿邑城北张
村的时候，棺材突然落地，众人纷纷下跪，有一老
者说，这是张巡不愿意走了，天意难违呀，于是就
地而葬。

据 《鹿邑历代名人》 记载， 明朝万历二十年
（1592 年），鹿邑知县刘一澜在城西关北隅 （今县
盐务局）建精忠祠，春秋以祭；清朝康熙二十八年
（1689 年），知县吕士鵕旧址复之 ，后人常来瞻仰
凭吊。

据《鹿邑文史·记忆乡愁》记述，涡北镇东北部
的灵子门行政村辖灵子门、朱庄、张少楼、张英庄、
吴庄 5 个自然村，总人口 2491 人。 其中，张少楼村
总人口 560 人，有张、苑、肖、周等 9 个姓氏，张姓
为本村大姓。 村名由来是：“相传张姓巡祖时，值安
史之乱，奉上镇守真源，不料被敌所困数月，在城
绝食，莫能御敌，城破身亡，有三子不在其侧，未被
敌害，长子扶回籍，二子张跃、三子张英落户此地，
兄弟二人居住两地相隔一华里， 张跃居住地起名
张跃楼，后改为张少楼，张英居住地起名张英庄。 ”
张姓家族来源是：“相传唐安史之乱， 时值镇守真
源大将张巡之后。 ”字辈是：“忠烈超万古，智勇布
谋先。 大光培家远，来世庆英贤。 ”

现在，张巡忠烈英勇的事迹，已经被鹿邑人民
知悉，而张少楼、张英庄两村的张姓群众，都以是
张巡后代而骄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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