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河，古称潍水。
清乾隆五年《莱州府
志》载：“淮河即潍
水”。《水经》云：
“水出琅琊萁县之潍
山”，全长246公里，
流经诸城、高密、安丘
和昌邑，经峡山水库汇
合各支流后注入渤海
湾。说潍河是潍坊的母
亲河，不如说诸城的母
亲河更贴切。流经诸城
的潍河水，由枳沟镇墙
夼村西南经墙夼水库入
市境，自西南向东北方
向流走，经枳沟、龙
都、舜王、昌城、相州
等107个村庄，至相州
镇尚家庄村北与渠河交
汇入峡山水库，流程78

公里，是诸城境内最
长、最宽的河流，犹如
一条玉带，蜿蜒浮动在
诸城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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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城枳沟镇流入潍坊，养育了沿岸的一方水土

源头活水滚滚来
文/本报记者 杨万卿 孙翔 片/本报记者 吴凡

潍河古称潍水，发源于莒县箕屋山，
上游流经莒县、沂水、五莲，从五莲北部
进入潍坊市，流经诸城、高密、安丘、坊
子、寒亭等地，在昌邑下营入渤海莱州
湾，干流全长246公里，总流域面积6376平
方公里。有关潍河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
时期的《尚书·禹贡》：“潍淄其道”，但它
只简单记载了潍河和淄河两条河的名字，
发源和流经均没有记载。

记者一行驱车从潍坊市区沿潍州路一
路南行，到达诸城市枳沟镇。枳沟镇是潍
河从发源地进入潍坊的地方。在枳沟镇沿
206国道一路向西，再经过一段小路，就到
达墙夼水库。在五莲县与诸城市交界处的

墙夼水库，水库边潍坊的第一个村子就是
墙夼村。

在墙夼水库的大坝上，一辆潍坊牌照
的面包车停在那里，司机是诸城枳沟镇人

，正趁着水库大坝上清爽的微风在车里
小憩。他告诉记者，这里就是潍河进入潍
坊的地方，水库由诸城和五莲共管，在大
坝上用手机打电话，不管是往那边打都是
长途。

墙夼水库位于潍河上游，位于与五莲
县境接壤处，距城30公里，因坝址在枳沟
镇墙夼村西南而得名。1958年始建，1960

年8月15日竣工。
水库大坝横截潍河，并纳五莲县境内

河流，总库容3 . 28亿立方米，大坝长890

米，最高坝高27 . 7米，可通汽车。东西二
库，双珠璧连，大坝以固山为基，横跨潍
水两岸。南望群山，重峦叠嶂，俯视脚
下，碧波万顷，群峰如屏，倒映湖中，天
光水色，美不胜收。

大坝东接齐长城遗址，蜿蜒如龙蛇，
坝下有水电站，坝西为敞开式溢洪道，水
流湍急而下燕河，坝东有放水洞二，用于
灌溉及发电，可灌溉土地31万亩，主灌渠
为石砌。再北为渡槽，飞架东西，提闸放
水，声如雷鸣，数里可闻，景象甚为壮
观。极目北望，渠网纵横，田畴交错，昔
日荒山野坡，今成鱼米之乡。

墙夼水库流域面积656km2，总库容
3 . 28亿m3，工程等别II等，主要水工建筑
物级别2级。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
结合养殖、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
库，担负下游五莲县汪湖镇、诸城市城
区及枳沟、吕标、九台、昌城、舜王、
相州、郭家屯、石桥子、贾悦9个乡镇(街
办)40万人口，20万亩耕地的防汛安全重
任。下游有206国道、省道央赣公路、省
道薛馆公路、胶新铁路、济青高速公路
南线，同时该水库是峡山水库的上游水
库，大坝的安全与否对下游沿河人民生
命财产的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山清水秀，地灵人杰。滔滔潍河水
流淌了无数个春秋，滋养了两岸千千万
万的居民。墙夼水库对当地的农业生产
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年春秋两季干旱时
节，就开始开闸放水，沿着各乡镇早已

挖好的渠道，流经各村，浇灌了千万亩
良田沃土。

墙夼水库风景秀丽，正值大雨过
后，远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倒映在碧
波万顷的水面上，几扁轻舟悠然滑行。
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水库里有五莲县
的村民养鱼，当地有“诸城的大坝五莲
的水”之说，库区并没有诸城人养鱼。

当地村民说，临河而居的墙夼村是
一个拥有200多户居民的村子。村民以务
农和外出打工作为营生。主要种植的农
作物以花生、棉花、玉米、小麦为主。
村民杨大娘说，田里庄稼的灌溉全靠从
河里引水。潍河河水浇灌了村民的土
地，养育着世世代代的村民，但水患也
常常困扰着村子。流经村子的潍河常常
会被泥沙淤塞，曾经疏通过两次，有的
年份雨多就会遇上洪水，洪水肆虐下，

很多待收的庄稼都遭了殃。
傍水而居，受到潍河的滋养，也经

受着潍河偶尔的坏脾气。杨大娘告诉记
者，自从建了水库之后，原本湍急的潍
河河水慢了下来，水量减少水位大幅下
降。从枳沟镇西南的墙夼村到枳沟镇镇
中心，潍河缓慢的流淌，由于水量很
小，河中出现很多长满芦苇的绿洲，在
靠近河岸的地方，记者看到，即便是经
过了几天的降雨，河水依然只有十几公
分深，水质由于降雨而略显浑浊，但毫
无异味。当地村民说偶尔会有人开着电
船到河里电鱼，说明河水水质尚可。河
中并无垃圾，但岸边却有细碎的垃圾布
满地面。

循着岸边往上游走，两名女孩正在
岸边浣洗衣服，肥皂水直接流进河中。

历史上的潍河，河床比降大，水流湍
急，河道弯曲，宽窄不一，行洪能力差，
常常给两岸的群众酿成灾害，成为涂炭生
灵的一大害河。潍河之所以又称“淮
河”，民间的说法，就指该河具有很大的
破坏性，是一条“坏河”。建国后，潍河
几经治理，逐步变害为利，“坏河”的名
声才日渐远去。

记者在枳沟镇境内的潍河上发现很多
白色水鸟。据当地人介绍，这些水鸟的学
名叫做白鹭。村民们说，前些年由于沿河
工厂对潍河的污染，这一段潍河一度成为
“死水”，没有水生生物自然也不会引来

水鸟。现在，经过沿岸对污染工厂的整
治，这段潍河已经重新焕发出生机，珍稀
的水鸟重新回到这里。

2010年，由共青团潍坊市委、潍坊
市环保局等部门主办，潍坊户外网等单
位承办的潍河全程徒步漂流科考活动是
潍坊历史上首次进行的潍河漂流科考。

科考中考察了整个潍河从源头到入
海口的生态状况。科考队员也发现了黄
嘴白鹭。据了解，黄嘴白鹭是中国一种
濒危的珍稀水禽，这种珍稀鸟类的出
现，充分说明了现在潍河生态环境的改
善。

据潍河漂流科考队队长齐亚杰介绍，
当年的科考还首次发现了潍河桃花水母。
当时科考队员漂流至诸城潍河公园河段，
当队员用矿泉水瓶进行河水取样时，发现
了一个类似于海蜇的不明生物。经过专家
鉴定，初步确定为桃花水母。

桃花水母在我国有“桃花鱼”和
“降落伞鱼”之称，因形如桃花并多出
现在桃花开放的季节而得名。

这次科考全程考察了潍河整个干流
的水量、水质、地理、人文等信息，拍
摄沿河生态景物等图片资料2万多张，最
终形成2万多字的科考报告。

生机焕发鱼鸟归

拦水筑坝造良田

荒山野坡变鱼米之乡

羊儿轻轻踏过潍河水面。

靠靠河河而而居居，，孩孩子子们们开开心心的的奔奔跑跑在在潍潍河河畔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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