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曾经的水草摇曳，到工业的大染缸，再到运河重现清水碧波

在生态和发展的博弈中，杭州这样解题
文/片 记者 郭春雨 田汝晔
张锡坤 李岩松

工业污染

杭州坊间流传着这么一句
话，“西湖是外地人的西湖，运河
才是杭州人的运河”。在杭州人的
心里，运河就是杭州文化的源头。

“从小我就在河里洗澡，在河
里游泳。那时候河水特别清澈，周
边的居民就在河里洗菜洗米。”今
年64岁的单跃钢，是桥西社区居
民。生在运河边，长在运河边，所
有的童年记忆都来源于大运河。
在他记忆中，童年的运河河底的
水草摇曳，酷暑季节，在清凌凌的
河水中游泳嬉戏，成了孩子们最
快乐的时光。

“后来经济发展，运河边有浙
麻、杭一棉、杭丝联、长征化工厂
等一批工业大厂，河水也污染了。
别说直接淘米洗菜了，有时候到
运河边走走，能闻到臭味。”单跃
钢回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拱
宸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工厂，运
河沿岸部分地区经济粗放发展、
城市急剧扩张，造纸厂、棉纺厂等
排放的各种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一度使大运河清波难觅。这些
工厂在为杭州经济发展作出重大
贡献的同时，也将河水严重污染，

“下大雨的时候，河底的淤泥翻上
来，河水都是黑的。”

同样，在老杭州人、杭州市京
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中心副
主任陈江的记忆里，当时的运河
污染程度为“闻到臭气，杭州到”。

“那会儿的运河水像个大染
缸。”陈江说，当年从无锡、苏州乘
船到杭州，远远地闻见臭气，大家
就知道杭州城到了。那时，“很多
人都不愿住在河边”。

单跃钢就是当时不得不住在
河边的居民。20世纪90年代，因为
单位房子分在了桥西，已经搬离
河边的单跃钢再次住回运河边。
当时的桥西，筒子楼、木头梯，俩
人在街上相遇，最窄的地方得一

个人侧身才能过去，在现在看来
就是“棚户区”。

当地人形容几十年前的桥西
直街，“天上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晴天三尺土，雨天两脚泥”。

运河兴，则城市兴。在生态和
发展的博弈中，大运河要滋养两
岸城市走向未来，而城市又该如
何守住生态底线，选择怎样的发
展路径？

清波重现

新千年的钟声，唤醒了运河
两岸沉睡多年的生态意识。

为还大运河一泓清波，2002

年，杭州全面启动运河综合整治
工程，提出了保护第一、生态优
先、以人为本等五大理念。

“这个事情特别难。”陈江说，
大运河是杭州水位最低的河流主
通道，全城有大大小小100多条河
流与其相连。生态治理压力不可
谓不大。

困难阻挡不住治理的决心。
从2002年开始，全面开展流域内
畜禽禁养、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整
治工作，累计搬迁污染企业近500
家，实施的棚户区改造涉及居民
6500多户，对运河沿线单位和居
民实行截污纳管……搬迁棚户、
疏浚河道、整修堤岸，多措并举，
杭州城内100多条市区河道得到
了整治，大运河水质目前稳定在
Ⅳ类标准以上，沿河200万居民的
生活品质由此改善。

大运河逐渐重现当年的清水
碧波。

作为此次整治的受益人，2007
年，因为棚户区改造而离开运河边
的单跃钢再次回到桥西社区。

“旧城改造给了我们两种方
案，一是住到高层楼房，二是住回
桥西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单
跃钢最终选择回到桥西。

“当时大家都愿意去住高层
楼房，离开河边住，不仅面积大，

还干净。”单跃钢说，自己选择回
到桥西，不仅是因为看到了政府
对运河整治的决心和成效，也是
因为对运河、对桥西的感情，“街
坊邻里能够常相聚，我还是想住
在河边，毕竟从小在这里长大，舍
不得这里。”

事实证明，这次他“选对了”。
随着杭州市启动桥西历史街区

综合保护工程，原先的街区老房子
修旧如旧，力求恢复原貌，重现繁
华。回迁之后，单跃钢和邻居们开启
了新的枕河而居的生活，他们仍然
是这里的主人，是发展的受益者。

“环境好了，房子新了，最重要
的是街道完全变样了。不仅干净整
洁，还保留了以前的老建筑，这都
是我们的根。”站在街道旁的一堵
老墙前，单跃钢说，这道老墙是当
年用煤渣和石灰混合垒制而成的，
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为了保存它的
原始风貌，政府将它留在了这里。

“我家的墙都还保留，现在变
成了中医堂。内部结构变了，但是
地方和样子基本没变。”在单跃钢
看来，在街区里走走，就感觉回到
了从前。

画不尽的运河

居民生活改善了，周边环境

提升了，运河文化也得以原汁原
味地保存，今天的桥西直街实现
了城市肌理和文脉传承、保护和
发展的互促共进。

走进运河边的咖啡馆，看落
日的金色余晖洒满河面；穿过黛
瓦白墙的小巷，闻到一缕缕的中
药草香；夜晚灯火初上，民谣酒吧
和着浪声轻轻拍岸……

在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精致
和古韵在这里完美融合，也吸引
了全国游客纷至沓来。最近，文化
和旅游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旅
游休闲街区名单，桥西历史文化
街区作为杭州唯一代表荣登榜
单。

“我一辈子都在画运河，我画
不够运河。”吴理人的艺术馆就在
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坐在窗边就
能看到运河。这也成为他绘画灵
感的不竭来源。

被誉为“运河之子”“画说运
河第一人”，作为杭州著名的民俗
风情画家，吴理人从小生长在运
河边。40多年来，他一直投身于杭
州城市题材、运河题材的艺术研
究和创作。

“我的画笔始终没有离开过
运河，画里描述的就是我这几十
年生活在运河边所见所闻的普通
老百姓的生活。”吴理人说，运河
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运河的文
化需要有人去传承。

如今的拱宸桥西，变身为桥
西历史文化街区后，再次焕发出
新的生机，也为吴理人的画笔融
入了无限的灵感。桥西至今保存
着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街巷
里弄”格局，承载了老杭州人的
生活、饮食、礼仪、民俗等；街区
逐步迈向融民居、历史遗产、研
学、文旅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
空间。

在江风习习的春日，吴理人
常常会站在拱宸桥上凝望，这是
独属于运河的美景。

时光如梭，大运河仍在安然
流淌。在城市发展和历史保护的
选择中，拱宸桥畔的桥西历史文
化街写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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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宸桥畔夜色降临，居民们仍在继续枕河而居的生活。
如果问杭州哪里最有

运河的味道，那一定是拱
宸桥畔的桥西历史文化街
区。那里，至今仍保存了较
多的清末民初沿河民居建
筑，古运河和现代运河交
融相汇，316户原住民过着
枕河而居的生活。

在城市寸土寸金的今
天，当传统的运河文化遇
上快速的城市发展，桥西
历史文化街区诠释着这座
城市的选择，藏着问题的
答案。

文/片 见习记者 王贝艺

春日正盛，济南又一位“网
红”强势出道！近日，记者走访发
现，济南的福禄考花已经盛放，几
十万株花朵顺着地势铺开，汇成
一片五彩“花海”，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打卡。花卉专家表示，常见
的福禄考花品种以丛生福禄考为
主，对环境适应性很强，花期很
长，能从4月开到12月，可供游客
尽情观赏。

4月11日，记者在济南龙鼎大
道南端看到，漫山遍野的福禄考
已经盛放，粉色、浅紫色、白色的
花朵争奇斗艳，顺着起伏的地势
蔓延开来，就像给大地铺上一层

彩色的花毯。前来赏花的游客络
绎不绝，专业拍照设备齐上阵，

“模特”们更是花式出场，摆出各
种拍照姿势。据了解，此处是目前
济南市规模最大的“福禄考花
海”，面积约有3 . 4万平方米。

记者注意到，在某短视频平
台，带有“济南福禄考花海”“济南
福禄考花海有多美”话题的视频
播放量分别为245万次与98 . 9万
次，可见福禄考作为新晋网红“来
势汹汹”。

“福禄考是‘舶来品’，原产地
是美国的东北部，20世纪中期被
引入国内，最早在我国东北地区
栽培。”山东省农科院花卉研究员
马玉敏介绍，福禄考属共有67个

品种，它们的株型、花期、花色等
差异很大，大多分布在北美洲，

“总体来说，由于种类特性和气候
条件的影响，福禄考属植物在国
内引种、选育方面的结果并不是

很理想，目前品种比较单一，表现
也不尽如人意。”

马玉敏表示，根据生物学特
性，福禄考常被分为蓝花福禄考、
斑茎福禄考、宿根福禄考、匍匐茎

福禄考和丛生福禄考5个品种，每
年春天刷屏的基本是丛生福禄
考，“济南龙鼎大道的福禄考品种
也是丛生福禄考，它对环境适应
性很强，但是不耐水湿，要求土壤
排水良好，龙鼎大道南端地势起
伏大，很好地满足了丛生福禄考
要求土壤排水良好的特性”。

据了解，丛生福禄考花期很
长，能从4月陆续开花到12月。马
玉敏介绍，丛生福禄考有两个集
中开放的时间，第一次是4-5月，
第二次是8-9月，“秋季的福禄考
花颜色要更鲜艳”。此外，福禄考
花开时常常见花不见叶，花落以
后可以当草坪使用，因此也被称
为“会开花的草坪”。

网红花卉强势出道，济南福禄考花海盛放
能从4月开到12月，可尽情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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