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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上午，李沧区庄子
村的老王来到李村河公园钓
鱼，再过一段时间老王就搬新
家了，趁着现在清闲，他经常邀
老友来新建成的公园钓鱼。

老王说，李村河上游河段
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遭受了严
重的污染。“以前这段河很窄，
沿途一些木制品厂、化工厂和
村里的生活垃圾都往河里倒，

河水可臭了，河里和沿岸也没
有鱼和树。”

“在李村河上游改造过程
中，我们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
截污问题，不能刚治理好又给
污染了。”李沧区生态商住办一
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2009年
旧村改造工程的启动，李村河
上游6 . 5公里河段的整治工程
也开始了。在这期间，对各个新

建小区和工业企业都安装了专
门的排污管道。

随着排污管道的安装，河
道拓宽清理积淤、打桩建坝级
次蓄水等工作接连展开，改造
后的李村河上游河段宽度比以
前宽了 3倍，李村河上游河段
彻底焕发出了光彩，逐渐形成
了商业区、居住区、休闲区于一
体的滨河休闲文化新区域。

小时候的土马河有着太多美好
的东西。那时候河两岸栽满了洋槐
树，一到四五月间，那无数的洋槐树
就将河两岸变成花的海洋，变成花
的长龙，蜿蜒几十里。那花或粉或
白，引来无数的蜜蜂和蝴蝶。花香浓
郁香甜，随着和煦的春风飘到很远
的地方。

等我略大些，就不仅仅满足于
那洋槐树的花香，土马河也就成了
我的乐园。那时的河水真清啊！我没
有去过漓江，我想漓江的水也不过
如此。微微泛绿的河水在河道中缓
缓地流淌着，没有半点的瑕疵，像极
了流动的玉。那不知名的水草在水
流的拨动下，悠然地摆动着纤细的
腰肢。或大或小的鱼儿在水草间浮
现。还没等你喊出声，那鱼又悠闲地
游到水草间消失不见了。俯下身，轻
轻地捧起似玉的河水，喝上几口。这
可比如今的自来水好喝多了，清冽
甘甜。

一个个孩子脱去衣服，光着屁股
蛋，跳进河中。那水太清了，可以清晰
地看到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他们如同
一只只青蛙一样，在水里尽情舒展自
己的胳膊腿，扎猛子、打水仗。

我还没有长大，还没有学会游
泳，土马河就不再飘香了。两岸的洋
槐树陆续被人砍了，清澈的河水也
失去了原来的样子。河水从那个秋
天的午后开始变了，变得我不认识
了。而后的情况愈演愈烈。河水的颜
色越来越深，有时冬天隔了好远都
能闻到河里飘来的恶臭。我知道我
不能再像往日一样到河边喝水了，
我也不能到河水中尽情玩耍了。

近几年土马河的水好像清了一
点，但那飘走的香气还会回来吗？

商河 王安勇

不再飘香的土马河

如果你家乡的河流正在承受
污染之痛，如果家乡的乡亲没有干
净的水饮用，如果发现有人正在排
污却没有人来管，你都可以告诉我
们，本报记者将赴现场进行调查采
访，曝光那些乱排乱放污染河流的
行为以及治污不力的企业和部门。

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96706，也可以关注齐鲁晚报
网、齐鲁晚报官方微博、天天正能
量微博和来往官方账号。

请你举报

正被污染的河流

经过5年改造，上游变身湿地公园

上上游游草草长长莺莺飞飞 中中游游污污水水横横流流
青岛李村河整治两头已见成效，中段治理难动工

“现在李村河中段治理工
程迟迟不能开工，主要还是受
困于李村大集的搬迁问题，商
业集市不是居民住宅区，搬迁
之后这些商户如何安置确实是
一个问题。”一位知情人士告诉
记者，原本预计在上个月就开
工的李村河中游治理工程，到
了7月份依然杳无音信。

3日下午4点左右，李村大
集即将闭市，摊户们陆陆续续

收摊撤离，大集上一片狼藉，河
岸上生活垃圾随处可见，河道
里污水横流，上面漂浮着塑料
袋等各种物品，水里散发出异
味。“今年已经被淹了好几次
了，每次下雨都是忙不迭地收
拾东西。不是我们不想搬，实在
是没想好搬了之后能去哪里。”
在李村大集里摆摊卖调味品的
孙先生说。

从青岛市史志办修订的

《青岛地方志》中，记者得知李
村大集始建于1892年，距今约
有130年的历史，这条沿河而设
的集市每到农历初二、初七“逢
集”的日子，沿途几公里的河岸
上，摊挨摊、点靠点，加上唱戏
的、杂耍的，煞是热闹。这种人
文色彩浓厚的老式大集与几公
里外的万达广场这类新型城市
综合商圈形成鲜明对比，也成
了老青岛人心中的回忆。

李村大集搬迁难，中段治理迟迟未动工

受困于海水倒灌引发的
土地盐碱化和沿河企业的污
水直排，李村河下游，尤其是
靠近入海口附近的河道多年
来一直淤积严重，是个名副其
实的烂泥塘，不仅河水浑浊污
臭，河岸也是杂草丛生，条件
恶劣。经过 1 0 个月的紧张施
工，河道清淤防洪工程目前已
完成大半，河岸整理也基本完

成，还专门建设了一条排污
渠，将沿线污水引入海泊河污
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近期伴随着气温回升，整
治工程的重点转入景观绿化
施工。据工程代建方——— 青岛
市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王志强介绍，李村河下游
铁路桥——— 入海口两侧河岸
绿化总面积18万平方米。“市

民不仅可以散步其中，还能骑
着自行车在绿道中穿行。”

为破解海水倒灌引发的
土壤盐碱化，施工中对两岸土
壤进行排盐碱处理，针对胜利
桥以西3公里地势低洼河道，
还做了由砂石、稻草和土工布
组成的护坡保护层，起到透水
隔盐碱的作用。整个李村河下
游河段将于年底竣工验收。

入海口清淤完成大半，下游整治年底竣工

李村河是流经
青岛市区最长的河
流，上游发源于李沧
区境内的石门山麓，
中游流经李村大集，
下游由胜利桥流入
胶州湾入海，这条青
岛市民最熟悉的河
流在上世纪遭受了
严重的污染。从2009
年开始，李沧区政府
开始启动李村河治
理工作，迅速将上游
河段发展成为滨河
休闲文化地带，但是
由于李村大集搬迁
难的问题，李村河中
游治理工程迟迟没
能启动，污水横流，
垃圾随处可见。

▲改造后的李村河
上游，已经变身湿地公
园。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本报记者 姜宁

我家门口那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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