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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探访
荷花路旁无荷花
万亩荷塘三年不见

“杨柳依依，荷叶田田，白鹭
翩翩”“十里荷香，万亩荷塘”，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这些优美的描述，都曾经
被用来描述济南东部的遥墙万
亩荷塘。据遥墙街道办事处办公
室主任王立忠介绍，遥墙的莲藕
种植面积最高时达到一万两千
亩，是济南面积最大的赏荷之
地，名副其实的万亩荷塘。

“市区通往遥墙的这条路
叫荷花路，就在不远的三四年
前，从华山到遥墙，荷花路两边
真的都是荷花，特别好看。”回
忆起当年荷花路以及万亩荷塘
的盛景，王立忠仍然记忆犹新。

在如此绝佳的条件下，遥墙
街道办事处还曾专门联合市旅
游局、市农业局等部门，自2009
年至2011年，连续三年举办了遥
墙荷花文化节。从新建观荷凉
亭、打造荷花仙子和藕雕塑等基
础设施的完善，到摘录辛弃疾的
咏荷诗句营造文化氛围，再到举
办各种相关的文化活动，遥墙的
荷花节办得有声有色，平均每年
吸引10万市民前来观赏游玩。

“当时遥墙59个村，其中
20多个村都在种莲藕，家家户
户种，大面积栽种，农民一年四
季都在围着莲藕转。”曾主抓农
委工作的王立忠回忆道。

借着势头，2011年11月，遥墙
清荷湿地公园总体规划通过专
家评审。这意味着，遥墙莲藕景
观园未来将晋升为省级湿地公
园，万亩荷塘生态观光园将更加
丰富，吸引更多市民亲临体验。

但仅仅两年之后，所有的

这一切几乎已成历史，万亩荷
塘也只留在记忆中。8月9日上
午，记者探访遥墙万亩荷塘，发
现当年“接天莲叶无穷碧”的万
亩荷塘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
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

在97路公交荷柳风情园
站附近，记者举目四望，目光所
及之内，除了大片的玉米地，就
是一些小树林，半点也没有荷
塘的影子。仅在不远处路口，有
两个三轮车和阳伞搭起的小摊
位，在售卖莲蓬、莲子和荷花。

“请问遥墙万亩荷塘在哪
儿？”记者纳闷地向其中一个摊
位询问。“早没了，全没了，以前
就在这里，路两边全都是，一眼
望不到边。”摊主刘云指着两旁
大片的玉米地和杨树林说。

而在荷柳风情园园区入口
处，荷花仙子雕塑和藕雕塑依
然伫立，只是不见半点荷花。荷
花仙子旁仅有几棵尚存的柳树
映衬，铜藕雕塑则被大片玉米
地包围。

藕农亲历
打工挣钱多
还没有种藕这么累

卖莲蓬的刘云（化名）曾是
遥墙最为典型的藕农之一，家住
梁家码头村。“我今年63岁，种藕
种了40年，从20多岁开始种藕，
一直种到3年前。”刘云介绍，遥
墙上世纪70年代开始引进莲藕，
种藕历史已经长达45年，而自己
家属于种藕较早的一批农户。

40多年来，遥墙借助紧邻
黄河优势，引用黄河水压碱，硬
生生将原本不适宜种植农作物
的盐碱涝洼地逐渐改良成可以
种植莲藕的旱田。“遥墙的藕是
旱田种出来的，比池塘种出来
的好吃，当年举办荷花节时，都
是现场给游客洗出一个小藕瓜

来，直接生吃。”
旱田种藕，需要从五一栽

种，一直到农历八月十五收获
前，大约一百天的时间里，持续
引用黄河水灌溉。农历八月十
五以后就停止放水，开始刨藕
卖藕，一直卖到次年五月，藕在
地里不会烂，随卖随刨。

但近几年，随着黄河水位
下降，灌溉成本逐渐上升。从最
久远的每人10元，到40元，到
100元，再到150元。这意味着，
一个四口之家的种藕农户，每
年要交600元的灌溉水费。

“三年前，村里流传水费又
要涨，要涨到每人200元。结果
村里还没有正式通知，大家互
相传着，就突然都不种了，那年
荒了不少地，后来紧接着就种
上了小麦和玉米。”刘云说。

水费上涨的传言成为一个
导火索，梁家码头村的200来户
藕农突然放弃了种植莲藕，其他
村也是，原本高达一万两千多亩
的荷塘一两年间消失殆尽。“那

年没有一个人再交水费，除了村
干部为了起带头作用种了，其他
人都没种，但因为没交水费不能
灌溉，村干部种的也烂在了地
里，后来彻底没人种了。”

刘云也表示，即使水费上涨
到每人200元，也不算高。“如果
这一块儿所有人都种，一般一个
星期灌溉一次，如果其中几家不
种，三四天就得灌溉一次，一季
下来用水也了不得，黄河水引过
来后还需要电机二级提水，人家
也得用电啊。”

因此，刘云直白地说，不再种
藕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又苦又累，
还不赚钱。她给我们算了笔经济
账，以她家为例，家里一共5亩地，
平均每亩地能卖3000元左右莲
藕，其中1000元的藕种投入，1000
元的化肥投入，每亩纯收入才
1000多元。这个收入，和现在种植
玉米小麦的收入不相上下。

“种藕不像种小麦玉米，不
能机械化，几乎全靠人工，种、
刨、浇水、施肥、拔草，都离不开

人。刨藕的时候天热，藕又半米
多深，要一锨一锨刨出来，还弄
一身泥。现在种玉米小麦全部都
机械化，基本没人下地干活了，
种上后都出去打工。”刘云说。

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也极
大地影响了藕农的种植热情。
据刘云介绍，遥墙梁家码头村
的年轻人现在几乎都在外务
工，每月工资最低2800元起，
高的能挣五六千。“厂里打工挣
钱多，还没有种藕这么累，哪有
年轻人愿意种地呀。”

街办析因
干旱及腐败病
让藕农雪上加霜

投入高收益少，黄河水位
下降，腐败病困扰，是遥墙街道
办事处总结的万亩荷塘消失最
重要的三个原因。

“农民算账比我们算得清、
算得细，种藕投入多少挣多少，
种玉米小麦投入多少挣多少，
农民算得一清二楚，他们自然
会去选择收益高的那个。”办事
处副主任姜荣鹏说。

王立忠介绍，种藕劳动强度
大，成本投入高，经济效益却不
高。不如依靠机械化种植玉米小
麦，空余时间外出打工。刘云家就
是这种情况，放弃种藕后，刘云的
老伴儿分别在物业公司和青银高
速工作过，收入虽不如年轻人在
工厂高，但远超种藕收入。

同时，水源也是农民放弃莲
藕种植的重要原因，这直接造成
了种藕成本的增加。“黄河水以前
是地上悬河，水面高，提开闸门后
河水就顺着干渠自流到田地里。
但近几年比较旱，再加上黄河调
水调沙，水位每年下降二十厘米，
十多年河水下降了两三米，水闸
已经比水位高了，提开水闸也流
不出水来。”王立忠说。水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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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去哪了

推推广广新新技技术术难难现现万万亩亩荷荷景景
遥墙当地寄望打造清荷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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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遥墙万亩荷塘，未
来是否还有机会再现？对此，遥
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姜荣鹏回
答：“虽然我们在努力推荐硬化
藕池等新技术，但我们不能强
行去改变农民的种植结构和种
植习惯。”

万亩荷塘消逝后，遥墙街
道办开始尝试推广硬化藕池技
术，不仅为了防御腐败病，还为
了保水。“硬化藕池是在老百姓
自发和街道办鼓励的背景下推
进的，目前主要集中在河套和
杨史两个地区，面积很小，属于
实验性质，像杨史道口村，就种
了60亩左右。”姜荣鹏说，“目前
效果还不错，确实有效防治了腐
败病，也减少了用水量。”

但推广硬化藕池的路走起
来并不容易。“这几年中，老百
姓的思想也在变化。他们已经
习惯了机械化种植玉米小麦的
省心省事儿，再去改变他们的
种植习惯，让他们种回莲藕很
不容易。”姜荣鹏介绍。

要想重新恢复遥墙万亩荷

塘的盛景，姜荣鹏的看法是，只
有寄希望未来遥墙清荷湿地的
打造。2011年11月，借着荷花文
化节的势头，遥墙清荷湿地公
园总体规划通过了专家评审。
但随着近两年万亩荷塘的消
逝，清荷湿地的构想也逐渐被
淡忘。“清荷湿地是一个更大的
命题，它不仅涉及莲藕种植，还
涉及更多的水生动植物，是重
要生态系统。它的建设需要巨
大的投入，几年前的粗略规划
中，资金的投入就是以数亿计
的。”姜荣鹏说。

济南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曾介绍，由于湿地公园建设投
入的资金很大，“最好的办法是
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引进有能
力的开发商，政府和企业共同
搭建。”

但姜荣鹏也表示，湿地建
设涉及农民土地的租赁或征
用，工程浩大，不可操之过急。
同时遥墙有一部分土地属于滞
洪区，更需谨慎规划。“无论未
来如何发展，保护农民的合法
权益、争得农民的满意肯定是
第一位的。”

荷荷景景消消失失虽虽遗遗憾憾，，但但得得尊尊重重市市场场选选择择

不管是干旱还是腐败病，
采访过程中记者感受到，最终
让遥墙农民放弃莲藕种植的，
还是收入。藕农的话很直白，种
藕又苦又累，还不如打工赚钱。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遥墙街
道办副主任姜荣鹏向记者感叹，
接触到这块工作后，才深刻体会
了书本中学过的“看得见的手”和

“看不见的手”。街道办用“看得见

的手”推广种藕新技术，给种藕农
户发补贴，试图激发农户的种藕
热情；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却无声地主宰者农户种莲藕还
是种玉米，种地还是打工。

令记者印象更深的，是街
道办始终在强调，老百姓对于
种植结构拥有自主权，街道办
可以宣传，可以推广，但绝不能
一刀切，强制改变农户的种植

结构。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对
于市民来说，看不到万亩荷塘
确实是一种遗憾，但对遥墙街
道办始终强调的尊重百姓意
愿，我要点上一个赞。

无法自流，只能更多地依靠抽
水机来抽，直接提高了灌溉成
本。这也就造成了刘云所说的
水费逐年上升的情况。

除此之外，腐败病让这种
不乐观的情况更雪上加霜。

“遥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养藕，四五十年过去，逐渐开
始患上腐败病，农历八月十五
之前收还好一点，之后就开始

烂，不烂也不好吃，减质减产，
严重的甚至绝产。”王立忠说。

为此，遥墙街道办曾专
门邀请农科院专家前来会
诊，也尝试过引进新的藕种，
但最终效果却很微小。“腐败
病的问题实在克服不了，听
说是长时间种植单一农作
物，细菌已经适应了这个土
壤，唯一的办法只有换土，但

换土又几乎没有可行性。”
目前，遥墙的万亩荷塘，

尚存的仅有数百亩，均不在
原来种植区，而是主要集中
在河套附近的黄河滩区。“都
是没有长时间、大规模种植
莲藕的地方，我们刻意避开
了原来的土地，黄河滩区引
用黄河水更方便，据说现在
效果还不错。”姜荣鹏说。

万万亩亩荷荷塘塘哪哪去去了了？？ 早早变变玉玉米米地地了了
种荷不如打工，遥墙荷花盛景难敌藕农经济账当年重点打造的莲藕雕塑，现被玉米地包围。 见习记者 张阿凤 摄

葛延伸阅读

葛记者手记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是对济南最美的描述。但
如今，再美的风景也敌不过市场的力量，因为种藕不挣钱，济南近
郊最大的遥墙万亩荷塘，现在已难寻踪迹。昔日的万亩荷塘，如今
已被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取代。

当年的藕农放弃种植莲藕后，偶尔会在路口摆卖自家小规模种植的

莲蓬、莲花。 见习记者 张阿凤 摄

2011年遥墙万亩荷花节期间的荷花盛景。（资料片） 本报记者 徐延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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