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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相继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乡村记忆工程”推荐试点

七七级级运运河河古古镇镇迎迎来来发发展展良良机机

邱先生家后院的几个大酒缸。

“七级运河古街区”的石
碑屹立在七级古街东首，两排
青砖、木门的房子映入眼帘，
很有年代感。

邱召忠今年57岁了，是七
级明德小学的老师，他们一家
是唯一还住在这条街上的住
户。上世纪70年代，邱召忠一
家搬来，当时这条街上有个集
市，卖肉的、打铁的，生意繁
荣、熙熙攘攘。

“后来，集市搬到前街，商
户陆续搬离，这里逐渐萧条下
来。”邱召忠说，说萧条，只是平
时人少，一到节假日，就会有全
国各地的游客赶来，每年都能
来一拨一拨的游客，尤其是去
年挖出古码头后，经过媒体报
道，游客纷至沓来。

邱召忠搬进来以后，20年
前房子修过一次，此后再没动
过。在他家后院，有一座西厢
房，也是青砖古建筑。邱召忠
说，这房子少说也得300年了，
从未修过，也不漏雨。在他家
后院，有几个硕大的酒缸，上
面刻有年号，可惜因年代久
远，无法辨识。

原来，邱召忠从前经营散

酒生意，随着集市搬离，他的
生意日渐淡了下来。他说，如
今大运河申遗，今后这里很有
可能会再度繁华起来，到那时
候，他就用自己的这几个古董
酒缸，继续做散酒生意，应该
会有游人感兴趣。

“沿运河的观光小道正在
建设，七级镇已经建成一部
分，计划顺着运河边的观光小
路可以直通聊城城区闸口。”
七级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市里统一安排，聊城境
内的运河边都会修建沿河观
光小道，但目前各个地方观光
小路修建情况不同，七级境内
已经建成一段路。”

告别七级，本报行走运河
报道小组驱车行驶在沿运河
的遗产小路上。小路并不算
宽，但报道小组乘坐的这辆七
座商务车能顺利行走。

车窗外，左边是古运河河
道，部分区域有村民捕鱼，河
床上草色青青，映入眼中是满
眼希望的绿色。而车窗右边，
是金黄色的麦浪、绿油油的果
园、一棚又一棚满载着菜农们
希望的蔬菜大棚。

古街住户>>

热盼运河再度繁华起来

七级镇镇长于哲介绍，七
级古街区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
重要遗存，街巷肌理保存较好，
街道西侧紧靠七级码头。2011
年，七级码头入选“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今年，七级镇古街
区入选了山东省“乡村记忆工
程”推荐试点，这对宣传和保护
七级运河遗产起到了重大作
用。

记者看到，以七级古码头为
原点，沿运河往南北延伸，目前
两岸已建起仿古建筑。于哲介
绍，2011年，七级镇为建成别具
特色的古镇，聘请了全国知名古
建筑专家钱运选教授，对七级古
镇进行了规划设计，设计理念为

“以运河文化为框架，以历史文
化为经脉，以民俗文化为血肉，
以旅游经营谋发展”。在保留原
有的古迹和清末时期、文革时期
的建筑基础上，按照“修旧如旧、
综合配套”的理念，以恢复七级
运河繁荣时期的明清建筑为主。

古镇区规划面积700亩，主
要包括以古码头、古街为主的
运河文化旅游区，以顺河街为
主的商业购物区，以湖为主的
水上娱乐休闲区，以园林宅院
为主的休闲居住区等四部分。
总建筑面积为94788平方米。主
要恢复古码头、古街巷、碧霞
宫、翟家祠堂、狄家药铺、田宗
客馆等遗址，建设古镇城楼、四

门、广场、会馆、沿河沿街店铺、
园林住宅及污水处理等基础设
施，建筑风格以明清建筑为主。
届时，运河古镇风貌将得以恢
复，“江北小江南”的秀丽景色
将充分展现。

根据规划，七级运河古镇
项目完成了一期工程，主要建
设了3万平方的仿古商业街、6
万平方的河道衬砌等基础设
施。“要看得见山，留得住水，记
得住乡愁。”于哲说，对于古镇
的保护与开发，目前正在稳步
推进，一方面需要上级资金扶
持，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味“等、
靠、要”，还应进行市场化运作，
引入社会资本。

政府规划>> 围绕遗存打造运河古镇

七级古街区。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传胜 凌文秀 杨淑君

在七级运河古街区西首，就是入选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七级码头。今年，七级镇又入选
了山东省“乡村记忆工程”推荐试点，这两个标志性事件，为七级古镇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该镇正
在围绕历史遗存，大力打造运河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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