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读 A03-A06

2014年6月24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任志方 美编：许雁爽 组版：继红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传胜

聊城临清鳌头矶位于临
清吉士口街元代运河与明代
运河的结合处，是一组结构
精巧、古朴典雅的楼阁式建
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登上鳌头矶，凭栏南
望，明朝改道以后的运河缓
缓流淌。

修葺一新的元运河，打了
一个弯，从鳌头矶北侧流过，运
河两岸，花草丛生。常年在这里
捕渔的姜师傅，驾轻就熟地撒
网、收网，可惜鱼少，满怀希望
撒下渔网，打捞上的十之八九
是失望。

“曾经这里是一片垃圾
场。”在临清元代会通河，现在
又能看到捕渔人的身影了，运
河文化爱好者刘英顺说，在京
杭大运河上，临清是有名的漕
运咽喉，有“小天津”的美称。去
年4月开始，当地对河道进行清
淤，把堆积的垃圾全部清走，栽
植了花草，才恢复成现在的样
子。

据了解，列入大运河遗产
段的会通河临清段全长8公里，
包括两部分，南段为明运河(俗

称“小运河”)，从邱屯枢纽至临
清头闸(板闸)，共6.8公里，河道
走向未发生变化，河道形制基
本完整，生态保护良好；北段为
元运河，从邱屯枢纽至临清闸，
共1.2公里，河上有元代临清闸、
会通闸和隘船闸，还有月径桥、
天桥等历史建筑，历史文化信
息十分丰富。

临清博物馆馆长魏辉介
绍，为迎接大运河申遗，当地本
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元运河上
的会通闸、临清闸、月径桥和问
津桥进行了修缮。如今这些桥
闸恢复了原来的面貌，成为当
地市民休闲游玩的场所。临清

市文史专家马鲁奎介绍，临清
闸和会通闸，被一同称作运环
闸，是元朝会通河上的重要水
利工程。明朝万历年间，会通闸
被改作“会通桥”，并一直持续到
今天。从目前掌握资料来看，临
清会通闸应当是目前所能看到
的保存最好的大型元代古闸。
马鲁奎说，会通闸是砖闸，由临
清砖垒砌而成。

会通闸雁翅南北各长50多
米，形成巨大的漏斗状。马鲁奎
表示，如此宽广的古闸，可以推
断出当年会通河河面宽度在70
米至80米左右，每日往来船舶
在四五百艘，跟史籍中记载的

“帆樯如林”互为印证。
如今大运河申遗成功，家

门口的这段运河成为世界文
化遗产，临清人对临清的再次
崛起充满期待。“我们都愿意
保护好运河，城市好了我们也
跟着好，最好能通航，再跑起
船来。”在运河边散步的一位
市民说。

临清市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官员表示，运河文化是临
清的一张名片，临清就是要靠
运河打响文化品牌，用文化的
潜力和影响力再次繁荣。当地
会抓住时机做好发展文章，重
现当年神采。

本报记者 王金强

“申遗成功那是好事啊！我们靠着运
河生活了这么多年，最希望看到它绿水
常青了。”6月22日，在德州市运河大道不
远处，时常爱到运河边钓鱼的李启群说。

在运河大道旁，弯曲的大运河两
岸，绿草葱葱清水荡漾。从小在运河边
长大的李启群，他曾见过污染的运河，
还记得干涸的河床，如今看到运河恢复
原生态，他十分高兴。

大运河德州段航运中止，但河道依
然保留下来，两岸风貌依旧，并没有遭
到很大破坏。该段由卫运河和南运河组
成，全长141公里，沿线有苏禄王墓、德
州仓储、德州码头、四女寺枢纽以及宋
代窑址、达观营清真寺等文物节点。

据运河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原始性的运河沿岸风貌，至今仍在
使用的仓栈，独特的苏禄王墓及其守陵
村落，形成了运河德州段的三大宝贵遗
存，体现了运河的原始风貌和经济、文
化功能。

可以预见，申遗成功后的大运河德
州段，不仅能看到德州码头等节点文
物，一些因运河而形成的文物遗存及文
化梳理，也将渐渐重回人们的视野。

运河德州段：

航运中止
仓栈仍在用

申遗8年运河变化不小

昔昔日日垃垃圾圾场场如如今今草草木木深深

本报记者 汪泷 马辉

济宁作为大运河上的一
座因河而兴的城市，在系列遗
产中共有11处典型河道段落
和重要遗产点入选。

而以“分水龙王庙”著称
的汶上县南旺镇，则有多达7
处遗产点、2处申遗河段列入。
其中包括位于遗址公园核心
内的邢通斗门遗址、徐建口斗
门遗址、运河砖砌河堤、南旺
分水龙王庙遗址，以及位于南
旺镇西北和东南河道上的柳
林闸、寺前铺闸、十里闸。

作为大运河上一段颇具
代表性的工程，南旺枢纽尽管
如今已经因为运河的干涸而

不再继续发挥功效，但其在历
史上仍然有着与四川都江堰
相媲美的技术水平。

而正对着龙王庙的，就是
从北而来的小汶河。“水从小汶
河流过来，在龙王庙前的石驳
岸分流向东西引入大运河。”汶
上县南旺枢纽大遗址保护中心
副主任渠修阵介绍说。

沿着遗址公园内的游览
道，记者走下河堤。虽然河道
早就已经干涸，但经过后来的
考古发掘工作，在河道北侧发
现了大量的堆砌整齐的青石
砖，不少砖上都隐约能看到刻
着“弘治十年造”。渠修阵说，
这些明代的青砖是2006年发
掘出来的。

在龙王庙里，记者见到了
刚好来领着朋友到处看看的
南旺镇南旺四村的村民吴则
爱。站在龙王庙遗址群仍然保
留下来的禹王殿里，吴则爱环
视着大殿说道：“以前这里是
南旺小学，我在这里上了九年
学，这间大殿当年还是我们校
长的办公室。”

1982年南旺大修水利工
程，吴则爱也在工地干活。“我
亲眼看到龙王庙前的河道扒出
了巨大的石驳岸。”吴则爱回忆
说，古时候没有水泥，所以全是
3米高的杉树，用人工砸进泥土
中足足1米半。因为木桩都会被
砸劈，所以上面还要垫上8-15
层火纸，再撒上一层薄薄的白

灰，最后才放上石块。
而就是靠着这没有钢筋混

凝土的技术，龙王庙前的石驳岸
硬是抵抗了数百年小汶河水的
冲击。时至今日，石驳岸在历史
的变迁中已经不复存在，但龙王
庙的正前方仍然“盘踞”着两只
炯炯有神的镇水神兽。

渠修阵说，大运河申遗成
功肯定能提高汶上、南旺的知
名度，但随后也会有更多的工
作要做。在南旺枢纽博物馆布
展全面完成后，这座大运河上
的博物馆将以展现南旺枢纽
科技成就为主题，运用声、光、
电及三维科技，再现南旺枢纽
工程的科技水平和展现大运
河自然风貌与历史文化。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杨兵三

位于台儿庄城内的3公里运河古
道，是目前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古运
河河段之一，被称为“活着的运河”。

“月河古道”，这处给台儿庄古城带来
十里港湾不夜城的“玉带”，因大运河
申遗成功，而大放异彩。

从运河月河段入口乘画舫东上，
但见石栏围岸，河边桃柳相间，三步一
株，枝条交错，夹以萋萋芳草，游人沿
河行走如在画中。加之处台儿庄古城
内，其灰白墙脚线，明清风格的建筑飞
檐翘角，格扇花窗，古色古香的建筑和
古月河相映成趣。

“当典行后码头是申遗的第一个
申遗点，其兴修康熙年间，位于当典行
后门外，供船民登岸办理业务。”沿河
东上，每到一处，台儿庄区文广新局文
物科科长龙峰都能准确地点出每个申
遗点的前世今生，像这样的申遗点一
共有11处，“河道开挖的时候，很多码
头都现出原形，保存得非常完整，后来
经过修整和保护，成了一处亮点。”

“运河申遗成功，肯定会带动台儿
庄旅游业的发展，在提升台儿庄知名
度的同时，以其为纽带的服务业等各
种产业也会得到快速提升。”龙峰感慨
地说。

南旺分水龙王庙

河河道道青青砖砖还还能能看看到到清清晰晰刻刻字字

“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山东有15个遗产点、8个遗产段入选，通过申遗大运河有望再现昔日辉
煌。我省的这15处遗产点在申遗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入选又为运河两岸带来哪些机遇？记者进行了探访。

临清会通河 运河边上，又见捕渔人

运河台儿庄段

月河古道旁

十里港湾不夜城

临清元运河岸边的捕渔人。本报记者 王传胜 摄

大运河德州段。 本报记者 马金勇 摄

如今的月河古道。本报记者 李泳君 摄

分水龙王庙遗址。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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