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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民间力量为运河申遗加油，有人为抢救运河文化———

访访遍遍千千余余村村庄庄搜搜集集““运运河河民民谣谣””

本报记者 凌文秀

近日，京杭大运河聊
城段迎来国际专家组。或
许不久的将来，大运河会
成为全世界人民的遗产，
但运河更是聊城人的骄
傲，它就像聊城人家传的
一张老全家福，又像千百
年屹立的守望者，早与聊
城人血脉相融。

本报记者也了解到
部分运河岸边发生的运
河故事。有从网上交流运
河文化，后走到线下举办
宣传活动的协会组织；也
有34年如一日，行走运河
1000多个村庄只为听“运
河民谣”的普通农民。

涉及运河遗产
要听取民众意见

本报聊城9月25日讯(记者 凌
文秀) 记者从文广新局获悉，10月
1日，大运河保护管理将有法可依，
今后，有工程建设或其他涉及大运
河遗产的重大事项前，要征求文物
保护专家的意见，并举行听证会，公
开听取公众的意见。

近日，聊城下发文件要求各级
政府保护管理区域内运河遗产，对
违反《山东省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
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
关规定的要及时纠正，视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罚款等处罚，造成重大损
毁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涉嫌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办法》将于
10月1日正式实施，是我国第一部由
省级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大运河保
护专项政府规章，也是山东省第一
部关于大运河遗产保护的法律法
规。

《办法》实行建设项目遗产影响
评价制度。在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
护规划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实行建设项
目遗产影响评价制度。除依法批准
的防洪、航道疏浚、水工设施维护、
输水河道工程外，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不得在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范
围内进行工程建设。造成大运河遗
产山东段损毁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相关新闻

临清 运河文化爱好者打造网上宣传阵地

“据传，乾隆加入漕帮，就
是在咱临清加入的。因为漕帮
的头帮为江淮泗，而江淮泗的
头帮，为头烈帮，我们临清就是
头烈帮。”、“大家都知道，民国
时期，上海有一个黑帮——— 青
帮，它的前身是漕帮，漕帮的前
身的安清帮。你可知道，安清帮
的发源地正是我们临清。”……
临清百度贴吧、各大主流论坛、

众多市民自建的QQ群里，临清
运河文化爱好者们不会放过任
何一个可以讨论和宣传运河文
化的“阵地”。

又到十月一，很多临清市
民又会携老扶幼热热闹闹去

“游胡同”了。“临清运河胡同
游”活动是由临清运河文化保
护协会组织发起的，临清运河
文化保护协会于2011年10月1日

揭牌成立，但运河文化爱好者
们的运河文化交流、互动和活
动，却比协会成立时间更长。胡
同游这项活动，早在2008年就开
始举办了。

因为很多运河人对运河文
化的痴迷和热爱，有些还受邀
参与一些政府旅游、文化项目
的专家研讨会。运河文化爱好
者刘英顺就经常作为当地民

俗、运河文化专家，受邀参加众
多临清文化和旅游项目的规划
研讨会，偶尔也作为当地讲解
员带着外宾、参观团等，重走临
清运河和运河边的老胡同。

而临清运河文化保护协会
还搜集众多临清民俗实物、照
片、书画等进行展览，让年轻人
和孩子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运
河繁盛时期的临清。

阳谷 一农民欲捐献300多万字民谣手稿

“我愿意将我收集的全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献给大运
河申遗事业。”运河民谣大王赵
中田坚持行走运河33年，抢救
收集大运河民间文化。

“我生在运河边，听着母亲
的运河歌谣长大，从1979年开始
搜集运河民谣、方言俗语、民间

游戏。”赵中田是阳谷县阿城镇
赵店村的一位普通村民，现年
52岁。沿着大运河，他从山东走
到过河北、也到过江苏，走访过
1000多个村庄，甚至花钱请人吃
饭，只为从一位老人口中听到
一首没听过的运河歌谣。

多年的寻访之旅让赵中田

感悟到，运河民谣是一部厚重
的历史财富。沿着蜿蜒曲折的
大运河走街串巷寻访运河民
俗，这条路他已走了34年，运河
民谣、方言俗语、民间游戏、民
间故事和传统手工艺等都成了
他收集的对象。赵中田的妻子
王晓菊说，丈夫经常早上出门，

两三天不回家。
在众多收集来的资料中，有

一个本子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电
话号码，那是会吟唱民谣的老人
的联系方式。“其中的老人十有
八九已经过世了。”赵中田说，如
果不收集，很多民谣就会随着老
人们的离开永远埋藏在地下。

展望 大运河沉睡百年，有望重现盛世繁华

市文物局一工作人员介
绍，2006年3月，58位政协委员联
合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
交了一份提案，开启了京杭大
运河世界申遗的漫漫征程。而
全长97 .5公里的运河聊城段注
定不可缺席。

“2009年初，聊城就成立了

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市文物局
副局长吴明新介绍，调查摸清
运河各类遗产的保存现状、委
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

《大运河遗产山东聊城段保护
规划》。借由运河申遗的契机，
聊城大运河段又获新生。

“1901年，大运河黄河以北

段断航，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大运河和沿岸发生了很大改
变，导致现在保护大运河过程
中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市文
物局工作人员说，大运河河道
变窄，很多居民区和其他建筑
渐渐占据了原运河河道。还原
遗产点(段)风貌难度很大，但最

终还是顺利完成了。
“大运河沉睡百年，借申遗

的契机终于在这几年间渐渐展
露昔日风采，重温运河盛世繁
华。”市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感
慨，未来运河可能会成为全世
界人民的遗产，但无论何时，大
运河都是我们聊城人的骄傲。

京杭大运河聊城段分布在阳谷临清境内。图为运河临清段的秀丽景色。(资料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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