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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肥东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着眼于构

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始终秉持

形式多样化原则，深入挖掘本地廉政文化资源，

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文化

支撑。肥东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廉洁文化源远

流长，也是党史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

地区。既有包拯这样的著名廉洁人物，也留存下

瑶岗渡江战役纪念馆和新四军青龙厂等革命遗

迹，被省市委、纪委授予爱国主义和廉政教育基

地牌子。这些文化元素蕴含着丰富的廉洁因子，

共同构成了肥东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日前，肥东县开展《“清浊二泉”小考》研讨

活动，进一步将肥东廉政文化与地方特色相结

合，依托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奋发向上的时

代新风，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助推肥东走出一

条富有特色的廉政文化之路。与会专家、学者

就《“清浊二泉”小考》研讨发言。

卢春贤，石塘镇原王铁乡人，1982年到原

王铁乡政府上班至今，已近40年，一直在浮槎

山下的家乡工作。1996年，还到浮槎山“清浊

二泉”所在地的新桥村挂任村支部书记，对浮槎

山的一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谈起撰写

《“清浊二泉”小考》时，他说道，一是从神奇的民

间传说写起。民间口口相传，说是仙女在天宫

将北池的水“点化澄清”，形成两池水“一清一

浊”的自然景观。二是从历史的真实记载写

起。据考证，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撰写《浮槎

山水记》，使得浮槎山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常常登

临游览之地。三是从蕴含的廉政文化写起。清

浊二泉相连，一方一圆并立。“方形”与“圆形”是

两种格格不入的图形，“方正”与“圆滑”，也表达

了相反的意思。谈到“方池清泉”让人联想到：

为政清廉、两袖清风。谈到“圆池浊泉”让人联

想到：做人世故圆滑，贪鄙污浊不堪。

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尚：信史可证，包

拯是个“清官”，并且是我国历史上“清官”群体中

最显著的标志性人物，民间也自发形成朴素的清

官意识，这些均与包拯清正的性格、清廉的品行、

刚劲正直的司法风格是密不可分的。古往今来，

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人，既无史书记载又没有在

人们心目中留下印象；还有一些历史名人，虽留

存在官方的记载中，而老百姓对他们一无所知；

只有极少数人，不仅官方有记载，而且他们的名

字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历久而不衰，包拯就

是这样一个人物。对包拯不仅有官方推崇，更有

民间崇拜，可以说，包拯得到了君、官、民各方的

认同，名塞宇宙。包拯清心治本，直道而行，一生

与“浊”流绝缘，是当之无愧的“清官”代表。

县纪委四级调研员、肥东县包公廉政文化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仁华：我县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优势独特，我们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组织力量，深入挖掘出其中蕴含的廉政文化、廉

洁因素，推出一批有肥东地域特色，思想精深、

制作精良的廉政文化精品力作，让久远的历史

跨越时空，走进新时代，扎根党员干部群众思想

中，推进全县廉政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崇廉尚

洁社会氛围。持续挖掘肥东廉政文化的“根”与

“源”，将廉政文化中蕴含的清正廉洁的意志品

质，永葆本色的道德操守，作为“纲”与“魂”，塑

造新时代廉政文化的“形”与“神”。将本地的古

代清官、近现代英雄人物故事，融进肥东廉洁文

化带建设，举办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活动，以厚

重的清廉文化资源，滋养党员和干部群众的灵魂。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非公工委书记、肥东
县包公廉政文化研究会特聘研究员张国松：充分

利用肥东作为包公桑梓地，传说多、景点多、遗迹

多的这一资源优势，深入挖掘廉政文化资源，以包

公文化园为中心，依托祠堂、府衙、历史遗迹、故事

传说等人文景观，在阵地、作品、活动等方面，下足

“廉功”，打造实景廉政文化教育模式，用身边景感

化身边人，引导党员干部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探

寻挖掘肥东本土廉洁元素，坚持把廉洁文化建设

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充分梳理

肥东廉吏廉文廉史、深挖肥东本土廉洁基因基础

上，借助包公文化园，将包拯、王安石、欧阳修等宋

朝廉政人物事迹，及廉政诗词警句，作为主要宣传

内容。充分利用包公文化园内的一路清廉词廊、

古代清廉人物长廊、包公文化展示厅，集中展示历

代先贤的清廉事迹、清廉思想。系统编纂廉政文

化古文、诗词、《包公故事》、少年包公动漫等，打造

包公清廉文化系列品牌，打造包公清廉文化基

地。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接地气、连地气的群

众性活动。深入挖掘本土良好家风文化，组织开

展“廉洁家风润万家”主题系列活动。

石塘镇党委书记李前进：本次的《“清浊二

泉”小考》研讨，是进一步开启石塘镇廉政文化

建设的新举措。石塘镇党委高度重视“清浊二

泉”的廉政文化建设，并提出专项设计方案，计

划围绕“清浊二泉”，把石塘镇浮槎山打造成集

思想教育、休闲健身、陶冶情操于一体的特色旅

游品牌基地。方案已经纳入浮槎山生态旅游文

化发展的整体规划，有利于完善对包拯生平事

迹的研究，促进对历史遗迹的保护。我们将按

照符合政策、勤俭节约、尊重历史、教育后人的

原则，大力弘扬包拯廉政文化，以古代廉吏包拯

为鉴，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县文联党组成员、县作家协会主席刘永祥：包
拯是清正廉明的化身和代表，他的家乡在肥东县，

关于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对包拯刚

直不阿清正廉洁的思想的影响如何，是有待考究

和挖掘的。而基层纪检干部卢春贤立足所工作几

十年的乡镇，对浮槎山作《“清浊二泉”小考》，正是

从一个方面，考证出清浊二泉对少年包拯人生价

值观的影响，对包拯后来清正廉洁的思想形成的

影响。《“清浊二泉”小考》推理有理有据，考究细微

精准，行文得当。包拯于1053年向皇上申请知庐

州府，欧阳修于1056年写《浮槎山水记》，少年包

拯到浮槎山游学，深受清浊二泉教育，对后面形成

清正廉洁的思想产生影响。他到庐州府任上，应

当会有再游浮槎山，亲临清浊二泉的可能。对“清

浊二泉”的廉政教育意义，有待进一步挖掘。

挖掘包公廉政文化资源 打造包公廉政文化品牌

专家学者齐聚浮槎山
研讨《“清浊二泉”小考》

闻名遐迩的浮槎山坐落在肥东县石

塘镇境内，层峦叠翠，云蒸霞蔚，素有“北

九华”之称。山上有“清浊二泉”，誉为“天

下第七泉”。

“清浊二泉”位于浮槎山海拔 418.1

米高处的齐都峰上，清浊二池相连。北

方南圆并立，池壁是不规则的石块叠

砌，青石板铺底，池深 1.66 米。北池方

形约 2.43 平方米，南池圆形约 3.05 平方

米。泉水自方池东北角石缝中流出，经

过一尺多宽的石堤渗入圆池，圆池的水

位高出方池时，也不倒流。更为神奇的

是，两池泉水充雨不盈，久旱不涸，汲取

多少，流出多少，始终保持约一尺深的

水位。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撰写《浮槎

山水记》，使得浮槎山成为历代文人墨客

常常登临游览之地。《浮槎山水记》全文

700多字，是欧阳修在京师任内，嘉祐三

年（公元1058年），为庐州镇东军留后李

端愿赠送浮槎山泉水而写。欧阳修和李

端愿都是品泉论水的专家。一次，李端

愿登临浮槎山，见山上有石池乳泉，饮后

觉得甘洌无比，认为这里的石池乳泉中

的水质可称上等，特装上一罐甘泉，从庐

州府送给远在京城的欧阳修。欧阳修品

尝以后，极为赞誉，给李端愿回信说：“所

寄浮槎水，味尤佳。然岂减惠山之品？

久居京师，绝难得佳山水，顿食此，如饮

甘醴；所惠远，难多致，不得厌饫尔！”欧

阳修将浮槎山泉水和无锡惠山泉水相

比，认为两者之间难分上下，并以路远难

致，不得多饮为憾。欧阳修如此被浮槎

山水所“醉”，对当时中州河南以及合肥

茶文化的推动、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晚清时期，合肥李(鸿章)府更是长年累月

派人前往浮槎山，挑运泉水烹茶享用。

直到现代，“六安茶叶浮槎水”，仍然是合

肥人的至高享受。

民间对“清浊二泉”有着种种神奇的

传说。相传，山顶上的二泉池原先是仙

女下凡洗衣戏水之处，水质均浑浊。少

年包拯一日随父游学至浮槎山，口渴难

熬。听一村姑说，山顶有泉，遂攀至顶

峰，寻到泉水。霎时，北池水明澈如镜。

包拯从北池舀水品尝，备觉饮之而甘。

民间口口相传，说是仙女在天宫将北池

的水“点化澄清”，形成两池水“一清一

浊”的自然景观。包拯曾说：“生于草茅，

蚤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

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

确然素守，期以勉循。”意思就是说自己

生于平民家庭，从小学习为官的各种知

识，信奉古书的记载，仰慕古人的行为，

知道为官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行为要端

正，要竭尽忠心，敢于献身，坚持操守，遵

循法则。其实，北宋时，浮槎山上就有

“清浊二泉”，距离包拯出生地小包村的

小李蛮庄不过十多里。少年包拯随父游

学至此，得父现场教诲，今后为人做官要

像清泉一样，清清白白，而不要像浊泉污

浊不堪，为世人所唾弃。小小包拯深受

启迪，从此怀有清正廉明之志，后来就有

“包青天”的美誉，深受百姓爱戴。

再后来，当地有贤达令家人将二泉

看护，并邀好友常聚于此。受“包拯家

训”启发，借“清浊二泉”之意，警示后

人，遂出资对池壁泉坛进行修缮，将清

泉叠砌成方形，取意正直。古人云“方

乃做人之道也”，要求人们恪守律己，公

正做人；将浊泉叠砌成圆形，取意圆滑，

古人云“圆乃世人鄙弃也”，暗示做人不

能太世故圆滑，否则被浊化，变得贪鄙、

卑劣。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达官贵人、黎民

百姓读着欧阳修的《浮槎山水记》，慕名前

往浮槎山观光游览，在领略风景的同时，

观瞻“清浊二泉”，感慨大自然巧夺天工，

感悟为人处世之道，盛赞包拯激浊扬清的

品格。

包公美誉世代传颂，家喻户晓，被历

朝历代奉为清官的典范。包公是这一方

热土孕育的神明，他廉洁公正、立朝刚毅，

不附权贵、铁面无私，是老百姓眼里的“青

天”。后人对包公精神讴歌不尽，只是，对

于养育他、对他价值观影响深远的桑梓地

的人文风情，似乎没人留意过，更没人去

赞美过。

笔者对“清浊二泉”的考证，是把她

悠久的历史、美丽的传说、曼妙的称谓、

文豪欧公的赞誉，一一介绍给游客。尤

其是将“方形清泉”的深刻寓意，向世人

阐释。谈到“方”让人联想到“正”:正色

直言、正身明法、正言不讳、正气凛然；

说到“清”其含义就是：为政清廉、正身

清心、一清如水、两袖清风。“以铜镜为

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

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为政清廉

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

心。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深化党员干部

廉政教育，浮槎山“清浊”二泉是个不错

的学习之地。

“清浊二泉”小考
□卢春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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