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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碧水，古城。
纵贯三千里、跨越两千年的大

运河穿城而过，与黄河在这里交汇，
形成了两河的文明之约，哺育着古
城一方沃土，为聊城这座千年古城
注入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慕“江北水城”之名而来，一夜
睡得安然。在粼粼波光中醒来时，
看到金风伴着温暖的光摇醒了露水
的梦。热闹了一夜的虫声蛙鸣全部
消失，寂静掩盖了整个金堤河面，只
有那勤劳的光在短瞬间便铺满了所
有的沟沟坎坎、河里河岸。时光将
黄河两岸打磨得像一条洒脱的彩
带，紧紧地依偎在母亲河畔。坡地
青翠如毯，河面微漾波澜，阳光所到
之处，一派生机盎然。

岸边，草丛里的精灵们率先打
破这寂静的清晨。小草伸了个懒
腰，不小心抖落了清亮亮的露珠，在
旭日的照耀下，把河水映照成青草
的颜色；零星点缀在坡地上的小花，
侧身揽过这汪晶莹，洗去身上的尘
土，送给白云一个调皮的笑脸。随
即，成群的鸟儿成了这个清晨的主
角，它们有些站在小树枝上，左顾右
盼；有些隐在草丛中，钻来钻去；有
些站在岸滩旁，寻寻觅觅，神态各
异，或悠长婉转，或欢快清亮，歌喉
各有千秋，让人精神随之抖擞。

紧随这些草丛精灵之后的，是
金堤河岸滩一线的保洁员。他们是
最早出现在岸滩的人，人人身穿红
色马甲，面色红润，走路带风，每天
迎着旭日的第一缕光走到自己所负
责的岸滩片区，在第一个游客到来
之前彻底清扫所管辖的卫生区域。
金风玉露中，“红马甲”与岸滩的黄
泥相互辉映，成为河畔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尤其是春秋两季，春天有
柳絮漫天飞舞，秋天有落叶次第飘
落，在这两个时节里，穿梭忙碌的

“红马甲”在金黄色的黄河岸滩来回
穿梭，就像是梵高笔下那幅明艳而
张扬的油画，他们爽朗的笑声感染
着每一位南来北往的游客。我们看
来高强度的忙碌，在他们眼中却有
更高一层意义上的认知：柳絮和落
叶，也是它们顽强生存的生命律
动。絮化为泥，保持了树木时节更
序的繁茂；叶落为土，减少了树木迎
接风霜的负担。人又何尝不是这
样，父母倾尽一生庇护孩子成长，我
们才有了高飞的底气。孩子大了，
父母老了，当思报养育之恩，“事亲
以敬，美过三牲”。如此，代代相传，
人类才生生不息。

随着晨练的人越来越多，河岸
开始热闹起来。人们晨练的方式多
种多样，健美操、交谊舞虽然需要一

些技巧，但是很受一些中老年朋友
的喜欢。有时一台便携式音箱就可
以解决问题。他们或是随着音乐踢
踢腿、伸伸腰、拍打拍打肩膀，全身
的关节都舒展开了，老少皆宜；亦或
是踢踢踺子，大笔一挥写写地书，打
个太极拳，绕着黄河步道长跑，兴趣
上来，吼上一嗓子秦腔等等，总有一
种运动方式适合自己。一个个律动
的生命那股认真劲儿，让每一个清
晨都充满活力，让每一天都像诗一
样有滋有味，也只有在这里，你才能
恍然大悟：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在聊城，每个人眼中的水系，都
有着不一样的风景。大运河（聊城
段）全长97.5公里，自北向南流经临
清市、茌平区、东昌府区、阳谷县等
6 个县市区，纵贯千年，横跨六地，
是一条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长
廊，不知不觉中就带我们走进了岁
月深处；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湖泊
东昌湖，与运河水系相连，环抱着这
座面积1平方公里的宋代古城，宛如
一枚遗落人间的翡翠，镶嵌在鲁西平
原；5400多公里的蜿蜒，黄河文化与
运河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黄河东阿
段无疑是时光赋予我们新时代的璀
璨。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级森林
公园和省级美丽示范河湖等众多生
态荣誉吸引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晨光里，睡意朦胧的水车慢悠
悠地转动起来，那一盘盘老木轮，
重复着过去的故事，伴着铿锵有力
的黄河夯号、充满乡土韵味的阳谷
泥哨声，回归于农耕灌溉最初的状
态。也许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
人们，如母亲一样的黄河在他们眼
里，原本就是一道堤，一道岭，一池
水，一方绿洲，伴随着人们世世代
代生息劳作。随着改革开放步伐
加快，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江北
水城，运河古都”文旅品牌不断叫
响，这些静止的场景瞬间被激活
了，千年运河特有的震撼力，九曲黄
河的气势磅礴，都有了特定的文化
内涵。如果此时，能带着一颗宁静
的心，徜徉在《水浒传》《金瓶梅》《老
残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
中国札记》等经典著作中，让知识
的种子根植于心田，相信来这里的
每个人都会由衷感叹，原来宁静的
生活就是美丽。

水润古城。聊城人顺水而居、
向水而生，世代畅享近水、亲水、乐
水的诗意生活。走进这座历史厚重
的江北水城，一幅沁人心脾的生活
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铺展，一如那
神秘的黄河源头玛曲，一如那丰富
而浪漫的格萨尔王的传说，水与生
活，人与自然，浑然天成。

■ 岳立新

最近十年，父亲竟然换了 4 辆
车。一次比一次气派，一次比一次
让人振奋。

十年前，父亲骑一辆老式的电
动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就像一个
不停歇的陀螺，在社会与家庭之间
来回旋转。那辆电动自行车原本是
我要淘汰掉的，结果成了父亲的“座
驾”。车子电瓶老化严重，几乎天天
要充电。我和姐姐们多次劝父亲换
一辆，他总是以还能骑行为由，拒绝
我们的建议。其实我们都知道父亲
是个简朴的人，怕乱花钱，能用的东
西就坚持用下去。

2014 年的一天，我去看望父
亲。在院子里碰到他正在擦拭一辆
电动汽车，桔黄色的车身映出他专
注神情，连我打招呼的声音都没有
听到。我问父亲：“这是谁的车？真
漂亮！”。父亲抬起头，一脸兴奋地
说：“咱家刚买的！”我有些惊讶，父
亲这是怎么了？还是母亲回答得
好：“日子好过了，就不能再苦着自
己了。”风和日丽的时候，父亲就开
着这辆电动汽车，带着母亲走遍了
聊城的各个县（市、区），尝一尝当地
的小吃，看一看当地的风景。特别
是聊城的大街小巷，他们几乎都走
遍了。时间久了，我一直担心这辆
电动汽车出现因电池老化导致供电
不足的情况。父亲说，以前那些坑
坑洼洼的路都修好了，县与县之间，
乡镇与乡镇之间全是宽敞平坦的马
路，行驶在上面既平稳也不费电。

这辆电动汽车陪伴了父母两年
多的时间，直到他们搬家，住进了宽

敞明亮的电梯房。而那辆电动汽车
进出车库非常吃力，父亲虽然有些
不舍，但也不得不把它淘汰掉。父
亲随即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在
同小区的老人之中引起了很大的震
动。新买的新能源汽车安全性更
高，续航里程更长，可以让父亲随心
所欲地驾驶。他和母亲商量好想去
哪里，直接开车就走，一点都不像80
岁的人，其它老人都十分羡慕他们。

前年春节期间，父亲又要换车
了，他把那辆新能源汽车送给了姐
姐。我们都非常纳闷他要再换辆什
么样的车。在吃团圆饭的时候，父
亲揭开了谜底，原来他现在出门天
天乘坐公交车。他说现在出行太方
便了，小区门口就有公交站，半小时
一趟的公交车可以让他随意到达城
市的每一个角落。父亲说，坐公交
车，不仅宽敞安全，还免费，这真是
天大的好事，干嘛还费心费力自己
开车呢。这几年，聊城经济迅速发
展，特别是市里提出建设“六个新聊
城”的美好愿景，让群众看到了新希
望，市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

前不久，父亲又有了新想法。
他从新闻上看到聊城市的首条高铁
济郑高铁即将于2023年底通车，他
非常地兴奋。他说，等高铁开通后，
一定要和母亲一起去乘坐，体验一
下 27 分钟到济南、60 分钟到郑州、
90 分钟到北京和青岛是一种什么
样的感觉。我相信父亲的这个梦想
一定会很快实现的，因为一座充满
生机和活力的新聊城正在我们面前
冉冉升起。

■ 刘晓东

高铁新区依高铁站而建，拔
地而起的林立高楼、跨一河五路
的高架桥，气势恢宏。

想当年，出远门坐老式长途
汽车，出行前几天要算时间、看天
气、作准备，从乡镇到县市，再到
省城，几乎不落地倒车；公路也上
了年纪，斑驳不堪的搓板路，颠来
簸去途中还真要“饱带干粮、热带
衣裳”，破旧的客车如同年迈的老
牛喘着粗气徐徐而行。

小时候，觉得路是梦想起步
端口，是梦想从小村走向五彩缤
纷世界的出口，背井离乡后，总觉
得村口小路有亲人的期待目光，
鼓励我成长进步，每次回家我总
是在小村路口回望。1996 年，京
九铁路的一声汽笛拉响了聊城发
展的强音，外面精彩的世界仿佛
一下子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后来
我从军入伍，探亲的路上看到的
是陌生的路标，路面也越来越宽
了，路途时间从五天降至三天，回
村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越来越
多，鸡鸣狗吠的声音越来越少，家
乡外出的人越来越多了。

2003 年，村村通只是通到了
村口，但村子里的道路一直没有
铺好，同在新疆部队的哥哥说：

“村里想硬化街道路面，在募集资
金。”哥哥告诉我，他想捐助一千
元，正沉浸在军校毕业兴奋中的
我，也跟着哥哥捐了一千元，以致
于现在回家，十岁的儿子跟着父
亲散步途中看到村口的路志铭
时，竟然找到了我的名字，回家后
眉色飞舞地跟我说起此事，让我
回想起尘封了近 20 年的这桩旧
事。

2019 年 8 月，陪着年过七旬
的父亲和刚上小学的孩子一起乘
火车去北京游玩，父亲说：“火车
跟移动的房子差不多，很稳。”返
回时，为让父亲感受交通的变迁，
我将乘车计划作了改动，先乘高
铁到济南，再转车回家。父亲在
车厢里说，坐的不是来时那趟车
了，车厢小了不少，内饰也不一
样。列车开起来，父亲连声赞叹
这趟列车比来时的车快多了。高
铁驶出车站，窗外景物飞速推移，
下车时，父亲不断回望列车说：

“赶上好时候了，以前想都不敢
想。咱们那里通上这种车就好
了！”我随声附和着说：“快了，快
了……”

后来回到家乡工作，家乡人
沿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走出小
村开眼见世面，获得了更多的幸
福感，不少家乡的伙伴也在一二
线城市定居，城乡之间也在悄然

发生着巨大变化，这是路慢慢改
变了乡村。童年的伙伴们每每聊
起，总觉得40多年时光里，随着路
延伸出的一个个更遥远的人生轨
迹，是梦，更是幸福阳光照进生活
的现实。出行途中浪费的时间是
生命最不必要的损失，高铁缩短
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
出行的便捷带来的是更加紧密的
经济共同体和更完善的循环发
展，像是一条条支流汇入九州的
水系，带来的是所有水域的水位
共同上涨。我们每个人就像站台
上翘首以盼的乘客，等待汽笛声
声的幸福生活缓缓驶入车站，然
后登车坐稳，惬意出发。

清早不到半小时到济南，然后
乘坐市区公交车游玩济南的大小
景点：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九
如山、五龙潭、动物园等；然后再沿
着济南的商业街、风味名吃街游逛
购物，与济南的朋友尝尝风味小
吃，欣赏济南的夜景后，再搭乘最
后一班高铁回聊城，也是很惬意
的。这一愿景很快便会实现。

在党旗下成长的我，小时候
墙上“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似
乎还在眼前。从“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身泥”的土路到水泥路、柏油
路，再到后来的高速公路，万人空
巷喜迎京九巨龙从江北水城驰骋
而过，再到巨龙飞越的高铁，道路
越来越通畅，让人们之间的联系
更加紧密，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
正逐步变成现实。

高铁的通行为乡村振兴吹来
了东风，江北水城景色养眼、文化
聊城养心、美食更养胃。看着工
人们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像蜘蛛那
般织网，眼前浮现出一条条银灰
色的巨龙离开站台，像听到发令
枪响的运动员箭一般地射出去，
沿途的树林、田园如画家手中的
画笔在视野中绘出舞动的线条，
那么流畅、那么优美、那么让人留
恋地欣赏。

“水城便是心归处，古城东昌
等着你！”在外漂泊的游子唱着家
乡版的《天路》深有感触。一位在
北京工作的同学调侃说，不久后，
待雄商高铁通车后，一早高铁回
家吃早餐，在家活动一天，晚上还
可以返京吃晚饭，真是“朝辞京城
彩云间，千里水城一日还。耳畔
歌声没停住，来回还能转一圈。”
目睹了家乡出行方式的变迁，感
悟到我们党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给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福祉，
也祝福家乡乘时代之风，驭紫气
东来，腾飞于鲁西广阔的天地，走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
柳
凤
春

我的家乡是山东聊城，一
个黄河和运河在此交汇的地
方。

聊城古称东昌府，历史悠
久，文化璀璨。得益于京杭大
运河漕运的兴盛，这里经济繁
荣、文化昌盛了 400 多年，成
为运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

“江北一都会”。在聊城，有这
样一句民谚：“东昌府，有三
宝，铁塔、古楼、玉皇皋。”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在
踏歌而行、接续古今的当下，
东阿阿胶、冠县灵芝、临清桑
黄声名鹊起，被誉为聊城新

“三宝”。
新“三宝”，是中医药文化

的结晶。阿胶、灵芝、桑黄都
是聊城出产的道地药材，都有
着补血、和血、止血的奇效，中
国最早的中药学专著《神农本
草经》对灵芝的功效进行了详
细分类记载，对桑黄的描述是

“属上经，性微寒，无毒，久服
轻身，不老延年”，对阿胶的描
述是“滋补上品、补血圣药，久
服轻身益气”。作为中医“上
品”“君药”，阿胶、灵芝、桑黄
都有着养身、养心、养颜的功
效和保护五脏六腑、提高免疫
力的作用。历经千年，阿胶、
灵芝、桑黄依然迸发出蓬勃的
活力。一代代聊城人接力前
行，借助“药食同源”理论和现
代科技手段，推动中医药传承
和发展，新“三宝”为实现全民
健康贡献着“聊城力量”。

新“三宝”，是吉祥文化的
代表。阿胶、灵芝、桑黄的制
作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自古
以来，被认为是美好、吉
祥、富贵、长寿的象征，素
有灵丹、瑞草、仙树之
称。灵芝，还能做成高

雅、美观的盆景，极具观赏性
和收藏价值。阿胶之水源自
泰山与太行山两股地下潜流，
不仅孕育出国药瑰宝，而且给
东阿带来“万户喜鹊吉祥地，
千年阿胶福寿乡”的美誉。在
以前，阿胶还有一种用途，那
就是用来作为求婚时的吉祥
礼物，阿胶如漆一般，寓意两
人结合牢固，白头到老，永不
分离。“三宝”文化集中医药
学、史学、哲学、养生、进补、膏
方文化于一体，在绵延数千年
的传统文化长河中，凝结着中
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
审美趣味和美好寓意。

新“三宝”，是两河文化的
精髓。滔滔万里黄河哺育聊
城几千年，悠悠京杭运河兴盛
聊城数百载。秦汉古河道，明
清椹果园。聊城地处黄河故
道，聊城人民与九曲黄河进行
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留下了感
日月、憾山河的精神家园。壮
丽的山河凭人文增辉，阿胶、
灵芝、桑黄已经超越使用功
能，既为聊城留下辉煌灿烂的
历史文脉，也为聊城人镌刻下
拼搏、奋进、朴实、勤劳的黄河
精神和包容、开放、诚信、友善
的运河文明。黄河文明是新

“三宝”生生不息的根脉，运河
文明是新“三宝”纯洁高贵的
灵魂。随着“健康中国”升级
为国家战略，在刚需和创新的
双轮驱动下，阿胶、灵芝、桑黄
产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带
动更多的农民走上共同富裕
之路。

面向未来，聊城迎风而
立，奔腾向前。阿胶之城、灵
芝之乡、桑黄之都的城市名
片，再次点燃聊城人民“天下
不敢小聊城”的壮志豪情。聊
城，正在迎来“两河明珠”更加
辉煌灿烂的明天！

一方水土一方宝。我热
爱聊城，热爱家乡新“三宝”。

■
玄
志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