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泉而居、因泉而乐、为泉而忙

古道边深藏爱泉人
本报记者 王光照

10名护泉的志愿者

每周巡查只休半天

“泉水复喷是在2003年9

月6日。”已经77岁的孙淑珍
老人告诉记者，人上了年纪，

记性远不如从前，但她却能

清晰地记住这一天，沉寂已

久的趵突泉终于醒来了！

从18岁起，孙淑珍便住

在芙蓉街上，踩着石板上汩

汩而出的泉水长大。孙淑珍
说，泉水早已成为附近居民生

活的一部分，她1986年退休后，

便一直在居委会帮忙，每天

就是忙着宣传爱泉、护泉，后

来泉水停喷，自己的生活也

失去了重心。

“终于等到2003年泉水

复喷，大伙儿心里高兴，也开

始商量怎样把泉水保护好。”

孙淑珍介绍，就在那时，她和

几个退休的老邻居组成了最

初的“爱泉、护泉志愿队”，现

在已发展到10个人。“每天两

人一组巡查，只有周日下午

休息半天。”孙淑珍说，几个

老伙伴戴着袖标很神气，看

到污染泉水的不文明行为便

上前劝说，看到泉边有垃圾

主动打扫，就这样坚持了7

年，即使是周日下午休息，也

要聚在一起商量下周的“工

作内容”。

泉眼在自家院子里

喝茶拉拉家长里短

记者叩开“起凤泉9号”

大门时，周苏敏正赤脚站在

泉水边舀水浇花。宽约1米的

泉水清渠从院内穿过，使干

净的小院多了些许清新和灵

气。穿过屋子弄堂，周苏敏的

老伴郑涛正在泉池边喂鱼。

“这个泉眼就是起凤泉。”郑

涛指着身边用大理石围起来

的一波碧水告诉记者，泉眼
就在自家院内，是非常幸运

的事情，也是因为起凤泉，现

在老邻居们都称他家为“起

凤泉9号。”

周苏敏说，夏季傍晚，烧
上一大壶泉水，沏上淡淡清

茶，叫上三五邻居，大家聚在

泉水边，摇着蒲扇乘凉，讲着

老街巷里的传说，拉拉家长
里短。

向外地游客讲泉水

充当导游开门纳客

刘玉秀1989年搬到芙蓉

街，20多年吃、喝、用的都是

王府池子里的水。“我认为王

府池子是咱济南的风水宝

地。”刘玉秀说，王府池子边

最能体现老济南“家家泉水、

户户垂杨”的生活风貌，但是

却苦于藏在深巷当中，许多

游客慕名而来，却很难找准

位置。

现在退休后的刘玉秀生
活有了新内容，就是为远道

而来的游客做义务导游。尤

其是节假日，刘玉秀在门前

的小街巷中溜达，只要游客

询问王府池子，她便有声有

色地讲述老济南的泉水生
活，也讲解张家大院的世代

传说。说到高兴处，她会将游

客直接让到自己家中。“我家

后院就是王府池子，走这条

路最方便。”刘玉秀说，为了

体现特色，她在家里用泉水

养鱼，“罗汉鱼、银龙、鹦鹉

鱼，游客看了都称赞几句。”

穿过熙熙攘攘的繁

华闹市，踏着青青石板

路走到芙蓉街中段，蜿

蜒狭长的泉水古道边，

深藏着清澈秀丽的泉

眼，王府池子、起凤泉、

腾蛟泉……而在碧水清

泉旁居住着地地道道的

“泉水人家”，他们世代

依泉而居，因泉而乐，为

泉而忙。他们经常挂在

嘴边的是：有泉水的日

子，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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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着依泉而居的快乐，不少“泉边人家”行动起来保护清冽的泉水。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