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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宁宁

开挖于上世纪五十年
代末的梁济运河，经过航运
部门和水利部门多方运作
协调，目前已达到三级航道
通航标准。业内人士预计，
下一步梁济运河有可能成
为鲁西南地区的一条黄金
水道。

据了解，梁济运河最早
挖掘于1958年，设计初衷是
加强济宁至梁山段货物运
输，恢复京杭大运河的内河
航运，同时帮助防洪排涝。
1 9 6 9年通航后，1 9 7 3年停
航，此后长时间淤积停航。

直到南水北调和航运
结合工程的上马，才为梁济
运河恢复航运带来了新的
机遇。航道得到有效的疏浚
和拓宽，达到了三级航道的
通航标准(水深3米以上，底
宽50米，河面宽度100米以
上)，可以行驶万吨级船队。
现在，济宁市港航局正在加
紧对长沟船闸、邓楼船闸的
建设，预计2015年上半年即
可完工。

据本次徒步考察队队
员、《山东运河航运史》编辑
部副主任焦振炜介绍，南水
北调东线工程的正式通水
为航运发展提供了有力保
障，目前鲁西南地区有大量
的建材、煤炭、粮食及工农
业产品需要通过水路外运，
相信梁济运河可以成为一
条“船畅其运，货畅其流”的
黄金水道。

本报特派记者 乔显
佳 张榕博

梁济运河或成

鲁西南黄金水道

济宁南四湖留得住美景却留不住年轻人

最最后后的的水水上上人人家家
每年游客众多的夏季，济宁南四湖南阳岛上的桃花源饭庄里，老板张敬友最忙，也最开心。

不过，守着河湖交汇、风景秀丽的大运河，张老板却思考着让孩子们离开。缓慢的运河生活节
奏，迟滞的运河发展，让曾经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船家弃船离岸，而生态保护与传统营生的纠
结，更让当地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本报特派记者 张榕博 乔显佳 发自济宁

现状 “美景换不来方便面”

辉煌 乾隆曾在此流连忘返

但是，南阳岛上桃花源饭庄
的张老板如今却在为招工犯愁。
当初留得下乾隆的南阳岛，如今
却留不下年轻人的心。“年轻人
都走了，只能雇大嫂。”就连张老
板自己也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
晚上他也要回济宁住。“如果以
后孩子长大了，一定不让他留在
这里。”

与张老板有着相同观点的还
有世代居住在南阳岛建闸村的村
民任广友，他的理由是，村民若只
靠捕鱼、捕虾，一年收入两三万
元，每次送孩子上下学，船运油费

就要150元。
在现代交通工具早已替代运

河的今天，虽然运河水网发达、交
通便利，但人们的生活和地方发
展却总是“慢半拍”。任广友说，有
线电视信号收不到，去镇上买个
菜也得40分钟。

于是，岛上的不少居民都过
着封闭的生活，甚至一年半载都
不去济宁一次。用“当代徐霞客”
李存修的话说：“这里有一望无际
的河水、首尾相接的小船、到处生
长的芦苇和荷花，但你半夜饿了，
却不一定能买到一包方便面。”

在京杭大运河与南阳湖交汇
的南阳岛上，每一个人的生活都
与船紧密相关。一条木板船就是
代步车；国际车展上有房车，这里
有房船；城市有校车，这里有校
船。沿河几十个村庄的人们都过
着这样的生活。

历史上，位于大运河与南阳湖
交汇的南阳岛，在600年前便是水上
运输和商品的集散地，明代还是运
河四大名镇，繁荣兴盛达600多年，

乾隆下江南时曾在此流连忘返。
今天，经过南阳岛的大运河仍

是主要航道，每年仅一个管理站登
记的货运船舶数量就达到1 .5万艘，
运量1500万吨。“百十米的河道能算
运力么？我们这里最宽的河道有几
公里。”济宁市港航局鲁桥管理处副
处长范卫东自豪地说。

而从北京通州到济宁的南阳
岛，只有这里的人们还过着水上
人家的生活。

转折 为防污染，鱼鹰都不能出河了

范卫东也在这一带生活过6
年。“一个变化是人少了，物价高
了，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地的
人口在下降，只要是有点钱的人都
走了。”范卫东说。

在南阳镇34个村中，户籍人口
为3万人，但常住人口只有1 .7万，大
部分青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

范卫东说，微山湖1260平方公
里，沿岸的居民近几十年来依靠运
煤炭、黄沙、稀土、粮食等为生，或
者养殖、捕捞水产品，最近几年还
有一些旅游生意。

但这些传统的渔民营生，现在
几乎都受到了挑战。

今年将投入使用的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使用了京杭大运河的天然主
河道，为了保证输水水质，实现沿河
零排放和零污染，沿线停掉航运，还
规定了半年的禁渔期，连微山湖上
世代闻名的鱼鹰也不能出河了。

从去年起，济宁开始打击非法
采沙船，并规范采沙作业。当地沙子
市场不得不让给徐州，价格也从一
吨不到20元涨到40元。

最让范卫东忧心的是整个内
河航运能否维系和发展。因为船闸
维修、禁航等原因，只要一断航，沿
河两岸就找不到人，一些沿河的村
庄也在逐渐废弃。

期望 历史+风貌，发展水经济

传统的沿河经济正在接受
生态检验，而渔民们早已琢磨
着，今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

任广友说，当初他也想过
大家一起搞搞旅游服务，但是
从今年3月到现在，南阳岛上的
建闸村只来了几拨人。“就算是
来了，也只停留十来分钟，看看
闸，人就走了。你说能卖啥？卖
吃的，人家不在这里吃，卖水，
人家自己带。”

村里唯独值得售卖的是
600多年毫无更改的村貌和历
史遗迹。

对此，南阳镇试图通过

重新规划和建设，还原历史
上的知名小镇面貌，并进行
招商引资。但范卫东说，一些
古老的村庄消失，村民住进
了楼房，这其实对整个旅游
开发不利。

“其实，咱们当地可以使用
气垫船、地效翼飞行器来提高
运输速度，如果游客喜欢慢，那
就设计成漂流。”当地一位客船
老板说。

而李存修认为，虽然目前
发展不理想，但是依托着运河
上的水资源，南阳岛还可以有
更多适应新形式的经济形态。

正值禁渔期，魏当新和妻子帮助父亲修网具。25岁的魏当新今年
报考了船舶驾驶证考试，准备自己跑船。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

23日，39岁的张丽划船回家。她此前一直漂船，往苏杭运煤。南阳
镇发展旅游后，她在南阳水苑做厨师。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

23日，一名老者撑着小舟划过南阳湖。在这里，除了大型运输船外，几乎各家都有小船。 本报特派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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