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 117 师挖颍筑堤功高碑
何建华

西华县迟营镇龙坡村南、颍河北岸堤顶公路一侧，
矗立着一块“解放军 117 师挖颍筑堤功高碑”。 由于年
代久远，它曾被弃置在龙坡村道旁半个多世纪，加之字
迹模糊难辨， 这块承载着厚重历史和精神文化内涵的
珍贵碑刻，已经很少有人能看得清、记得全。

历史上，因受黄河水侵袭，颍河西华段河床淤塞，
河堤变低，泄水不畅，涝灾频发。 特别是黄桥、迟营至李
大庄一带，老百姓饱受水患之苦。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
党即决定组织民众，挖河筑堤，根治水患，造福于民。

1950 年 2 月，来自郾城、临颍、鄢陵、扶沟、太康、淮
阳、项城、沈丘、商水、西华 10 个县的 10 万民工，在黄
桥至李大庄一线摆开了治颍战场。

恰在此时， 刚从解放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39 军 117 师万余名官兵到西华
休整。 接上级命令，这支英雄部队，战马刚下鞍，战袍尚
未解，就加入治颍战斗。 加上淮阳军区独立团，参战官
兵 14000 余人。

一时间 ，约 30 里的治颍一线 ，红旗猎猎 ，人声如
潮，猛虎般的广大子弟兵与人民群众一道，肩挑人抬，
以蚂蚁搬家的精神，奋战 69 天，演绎了一部军民合力
筑颍堤的英雄史诗。 紧接着，他们迅速开拔，奔赴抗美
援朝战场。

1993 年版《西华县志》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
战军 117 师全体同志挖颍筑堤功高碑， 位于县城南 20
里迟营乡（现为镇）龙坡村内，碑质青石，高 2.2 米，宽
68 厘米，厚 14 厘米。正面刻积厚流年（年字实为光字）。
背面行书，共 558 字。 1950 年 6 月立。 ”

现经重新辨识，填补理顺个别损字，录下全文：
第四野战军一一七师全体同志挖颍筑堤功高碑记
缘自日寇侵华蒋匪帮采取消极抵抗的反动政策，

企图退守，扒决黄河，树木荡然无存，造成空前灾害，泛
区人民创巨痛深，惨绝人寰。 解放后，各级人民政府与
群众合力垦荒，重建家园。 荒草为野，已不复见，惟以黄
水长期横流，地形改变，河道淤塞，水患频发。 因之三年
以来，我人民政府对治颍工作大力为之，拨付巨款，以
工代赈，尤其是今岁暮春，驻豫休整的野战军第三十九
军直一一七师及淮阳军区独立团， 在我中央人民政府
兴建黄泛区计划之下，各级首长英明领导，发挥了高度

的革命友爱，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伟大精神，掀
起治颍热潮。 抬土筑堤，引水挖泥，夜以继日，风雨不
停，以战斗的英勇姿态，克服了一切困难，军民相处亲
若兄弟，人民感动，喜极于狂。 在完成全部任务中，计划
69 天，参加同志 14000 余人，完成河工 27 华里 ，挖土
120 余万方， 抬土重量 3700251 万斤， 工地来往走路
7460 余万里（不确），这个伟大的成就，光荣的史绩，使
我们永远忘不了。 人民解放军对我们的热爱和关怀，基
（给）于衷心的感谢！ 撰言泐石，以誌纪念。

西华县、鄢陵县、临颍县全体人民敬竖。
时间，公历 1950 年 6 月榴花正红之际。
今天， 矗立在颍河堤顶的这块石碑， 是迟营镇党

委、镇政府于 2021 年春复立的原碑，并建红色木质四
柱碑亭。 复立此碑，确为善举，但终因其字迹不清，不利
传播。 更何况缺少文物保护标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人们对其重大意义的认知。

应该说明的是，这次挖颍筑堤总用时 5 个多月，英
勇无畏的 117 师官兵，虽没有干完全程，但他们执行了
更加艰巨的赴朝参战重任。

有资料显示 ， 这支隶属第四野战军 39 军的 117
师，在解放战场上曾歼敌 6 万余人。 不难想象，这支部
队也一定付出了巨大牺牲。 刚刚掩埋战友的尸体，经
片刻休整，又投入治颍战斗，带着一身颍河泥巴，随即
奔赴血与火的朝鲜战场。 不难想象，这些最最可亲可
敬的人中，有人血洒朝鲜大地 ，再也无缘见证颍河的
变迁。

如果之前人们没有对这块石碑给予足够重视的
话，那么，作为处在新时代的我们，看一看数十载安澜
无恙的西华大地，走一走美丽如画的颍河堤顶公路，该
不该停下匆匆的脚步，或读一读碑文，或凝思过往的岁
月，或面向石碑深深地鞠上一躬！ 感恩先辈，奉献家乡，
当是一代代西华儿女的无愧担当。

李乃庆长篇历史小说《一门三皇后》出版发行
本报讯 以官场小说和历史小说见长的知名作

家李乃庆， 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创作的长篇历史小
说《一门三皇后》，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原名《符氏三皇后》，2016 年 10 月由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发行，2017 年 2 月被天津电台连播，很快脱
销。

该书是作者的“乱世系列”之二，讲述的是五代
十国和北宋建立时期的乱世秘闻。 五代十国是中国
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 五个朝代共有五十多年的
历史。 陈州（今河南淮阳）人符彦卿历仕后唐、后晋、
后汉、后周及北宋五朝，他有六个女儿，个个美丽高
雅、贤惠端淑、多才多艺。 令人扼腕的是，其大女儿符
金玉嫁给后周皇帝柴荣后， 在跟随柴荣征讨南唐时
染病，撇下柴宗训、柴宗让两个幼小的皇子辞世，年
仅 26 岁，谥号“宣懿皇后”。 二女儿符金环为了替姐
姐抚养两个皇子，续弦给柴荣，为了让柴荣的宠臣赵
匡胤、赵光义更好地辅助柴荣，她把六妹妹符金锭嫁
给了赵光义。 不料，柴荣在率军北伐契丹途中不幸染
疾，猝然而逝，年仅 38 岁。 因为皇子才 7 岁，皇后符

金环只得垂帘听政。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柴荣安
葬不到一个月的大年初一，赵匡胤谎报契丹兵南侵，
符金环信以为真，只得授予宠臣赵匡胤兵权，令其北
上迎敌。 赵匡胤到了陈桥驿，黄袍加身，发动兵变，篡
夺了后周的政权。 当赵匡胤正雄心勃勃的时候，因他
没有恪守在母亲面前“兄终弟及”的盟约，赵光义妻
子符金锭抑郁而死，年仅 34 岁。 赵光义忍无可忍，借
饮酒杀掉赵匡胤，做了宋朝的第二任皇帝后，立即册
封为他多次献计献策的符金锭为“懿德皇后”。

符氏一门三皇后，一个随君南征北战，助君统一
天下；一个垂帘听政，偕子治理国家；一个深明大义，
助君成就帝业。 姐妹三人忠义贤良，聪明智慧，累朝
袭宠，堪称人臣之贵极也。 一门三后，在中国历史上
绝无仅有。 然而，由于她们处在战火连天、遍地横尸
的动荡时期，虽然都助君成就了大业，却命运多舛。

该书讲述符氏一门三皇后绝无仅有的故事，解
读宫廷政治闻所未闻的传奇，是一部人物鲜活生动、
故事传奇跌宕、可读性强、有着独特史料价值的长篇
历史小说。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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