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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夏旭光 赫鹏 马心强

大地上，河流是所有生命中最伟
大、最神奇的存在。

千百年来，人类沿河而居，赖河而
生，与河流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每一条
河流的存在都是人类文明与自然地景
相互作用的具体呈现，孕育了古老的文
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哺育着历
史的发展。

徒骇河就是人类历史长空中耀眼
的一颗明星，其前身为古漯川，是古黄
河的一支，还是禹疏九河之一。它发源
于莘县古云镇文明寨村，蜿蜒流入大
海。虽然河道几经变迁，但时空却定格
了它一幕幕美丽的瞬间，犹如它激起的
那朵朵浪花，孕育着新生，传承着历史。

日前，笔者在徒骇河畔寻觅，聆听
历史故事和传说，品读徒骇河深厚的文
化内涵，回味人们受其滋养的幸福。

致敬风骨的印记

徒骇河之名由来有一段神奇的传
说，史载，“徒骇者，禹疏九河，用工极
众，故人徒惊骇也”，因而命名徒骇。

《尔雅·释水》记载，禹疏九河，九
河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
絮、钩盘、鬲津；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

《济阳县志》记载，“徒骇九河之一也。
汩汩乎，其由聊城龙湾经高唐，合漯
水，度临邑、夏口而来也，其如黄河源
于天上耶。”

穿越数千年的时空，众多人文先祖
和圣贤大哲在聊城生活，并留下一批文
化古迹，如伏羲在阳谷教民种谷，神农
氏发掘了古阿井，黄帝生于古桃丘（今
阳谷阿城），还有仓颉墓、蚩尤陵、颛顼
墓等，它们并不是简单的遗迹，而是有
生命力的文脉传承。

市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赵振彬介绍，作为黄河冲击扇
形地，境内又有古黄河、徒骇河等主要
河流，聊城成为古时东西文明的交汇
地，也是古史演进的重要舞台。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
家，儒家创始者孔子曾多次在聊城徒
骇河沿岸留下足迹。在茌平区博平镇
三教堂村南头，至今还有清乾隆十九

年立的一块石碑，上刻“孔子回辕处”
五个大字。该镇文化站站长张莹莹介
绍，公元前 492 年，孔子应晋国大夫赵
简子之约前往晋国，来到博平的徒骇
河岸边正待过河，听说赵简子把窦鸣
犊、舜华杀了。孔子说：“窦鸣犊、舜华
是晋国两位贤臣。赵简子依靠二人的
帮助才得居要职掌权，但他得势后却
将二人杀掉。鸟兽对于不义的举动尚
且知道避而远之，何况我呢！”孔子伤
感不已，回辕归鲁，并写歌《陬操》以记
此事。汉武帝时期，就命名此段河流
为鸣犊河，将渡口命名为孔子回辕处、
鸣犊口。

大禹、孔子之后，战国初期的军事
家孙膑、庞涓在徒骇河源头附近进行
了著名的马陵之战，僧格林沁挖开徒
骇河水淹太平军的故事发生在茌平
……徒骇河岸边，除了有象征历史的
青色，还有熠熠生辉的红色文化。在
徒骇河阳谷段的定水镇，有一座著名
的坡里天主教堂。1928年1月，共产党

领导的坡里暴动震撼了半个中国，成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西人民向国民
党反动势力打响的第一枪，为鲁西地
区的武装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如
今，教堂里那满是弹孔的大门和墙壁
仍述说着这段历史……

发生在徒骇河岸边的故事一代代流
传，讲述的不仅是曲折的情节和深厚的
文化内涵，还是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热
血史，更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红色革命斗
争史，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热爱。这些遗迹、故事，汇聚于一点，就
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唱响不辍的弦歌

大禹治水，疏通九河，徒骇为首。
莘县古云镇文明寨村村东，一个桩

号是0+00的里程碑矗立于此，标志着这
里就是徒骇河的源头。徒骇河从源头莘
县，蜿蜒436公里流入渤海，数千年来，
不仅孕育了两岸的绿色，更滋养了特色
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

世上本无亘古不变的东西，虽然繁
华已被雨打风吹去，徒骇河所承载的众
多物质内容及随河流淌的文化传说却不
能忘却。徒骇河沿岸，每座码头、每个村
落背后，也许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一段
难忘的记忆，这些散落徒骇河边上的明
珠，历史价值弥足珍贵……

高唐四根弦是高唐民间流传的古
老稀有的传统戏曲剧种之一，始于明
末，流行于清代，其曲调质朴、自然，唱
腔声情并茂，婉转连绵，真声吐字、假声
拖腔，唱字无腔，备受群众欢迎。明清
时期，高唐民间艺人顺着徒骇河一路传
唱，把四根弦逐步传播到夏津、临邑、武
城、河南安阳及河北石家庄等一带，并
在临邑生根发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一勾勾”戏……

狮子在中国是吉祥的化身，表达了
人们消灾避祸的美好意愿，因此，逢年过
节或庆典活动中，我国民间都盛行舞
狮。由于历史悠久，舞狮在各地形成不
同风格与特色，但是流传于徒骇河源头

莘县的火狮子不仅独具特色，甚至还有
些许神秘。莘县火狮子造型奇特，狮毛
由几千支火捻组成。夜晚表演时火捻点
燃，由细碎火星勾勒出威武高大的狮子
形象，堪称奇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传承一
种文化。徒骇河这方水土上生活的人
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并传承着独特的
文化体系，展示着特有的文化内涵。诸
多艺术种类在徒骇河潺潺的流水声中交
流传承，如点点繁星，装扮着浩瀚天空，
激发着人类心灵深处的感动，表达着对
美的向往与渴望……

“徒骇河历史绵延悠久，水文化精
神内涵丰富，是徒骇河流域的灵魂，它
沟通了沿岸百姓的心灵，凝聚了沿岸百
姓的意志，对徒骇河沿岸的社会经济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们把水
文化建设作为治水兴水重要内容，培根
铸魂，厚植文脉，致力于优秀传统水文
化保护、传承与利用，取得显著成效。”
市水利局副局长张胜昔说，市水利部门
正在寻找过去的遗存，让河边古镇的历
史再现，让河边的文化再现，让历史、文
化、古镇成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供大
家去寻梦、去溯源。

我们愿意徜徉在传说当中，去感知
历史上所描绘出的美好；我们愿意沉醉
在徒骇河的波浪当中，去触摸朝阳的升
起、感知夕阳的余晖；我们愿意肃立在千
年传奇当中，去感知她或是沧桑、或是繁
华、或是悲怆的曾经。

释放生命的隽永

史料记载，徒骇河于清光绪十五年
（1889年）七月出现最高洪水位，聊城刘
营村附近高程36米；1937年8月，聊城龙
湾村附近徒骇河洪水高程36米……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徒骇河曾出
现过几次较大洪水，堤防溃决、洪水漫
溢，给流域内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水
旱灾害防御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关乎经济社会稳定，作为我市行洪
排涝的主河道，徒骇河防汛任务十分繁
重。

近几年来，我市投资近 3 亿元，先
后完成了朱庄节制闸、潘屯橡胶坝、陶
桥节制闸除险加固以及徒骇河蓄排引

调水能力提升工程建设，徒骇河水工
程体系进一步完善，防洪减灾能力大
幅提升。市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落实防汛责
任、强化预案管理、加强工程调度，落
实各项防汛措施，成功防御了近年来
极端天气的影响，为全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水利保障；坚持
建管并重、用心用情专业呵护，标准化
管理在全省走在前列，河道堤防已建
成“绿色长廊”“城市绿肺”；通过科学
调度沿河闸坝，确保沿河几十万亩农
田的供水灌溉，为全市粮食丰产丰收
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聊城加快了徒骇河沿岸景
观带的生态保护开发，设计特色高端生
态、文化、休闲与度假旅游产品，使徒骇
河成为展示河流文化的长廊、凸显历史
文化风情的画卷和城市休闲的中央客
厅，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丰富“江北水
城·两河明珠”城市品牌内涵。

如今，这条千年古河碧波荡漾、波
光粼粼，岸边的芦苇花在风中摇曳，绿
树环绕，禽鸟翔集，滨河大道如玉带、似
长龙，镶嵌河岸，蜿蜒起伏；笔直的白杨
仿佛士兵迎面招手，高大华美的中华灯
为滨河大道增添了几分庄严；造型自
由、轻巧的张拉帆仿佛湖上的白帆映入
眼帘，金色的银杏叶风中摇曳，为如画
的滨河大道增添了一抹流动的浪漫；莲
湖水利风景区里碧绿的荷叶层层起伏，
铺满了湖面，在田田的荷叶间，朵朵荷
花亭亭玉立，格外赏心悦目；莘县徒骇
河公园依河而建，穿城而过，城、河、园
浑然一体，与燕塔遥相呼应，形成碧波
荡漾、绿树繁花、亭台楼阁、鸟语花香、
游人如织的亮丽景观……

岁月的长河川流不息，时间的如椽
之笔划出历史的刻度、写下时代的咏
叹。风景，在游客眼里；味道，在游客记
忆里；文化和精神，会一直留在游客的
心里。随着成为国家和省重大区域发
展战略叠加区，聊城迎来了新的历史性
发展机遇，徒骇河也正随着新的发展机
遇进行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沿着徒骇河一路走来，不一样的风
景，不一样的体验……

不尽碧水垂青史 千秋风烟润古今

■ 本报记者 苑莘

“最近，我们村里的垂钓园人气
十足，周边的钓鱼爱好者都来了。”6
月 3 日上午的莘县张鲁回族镇菜园
村鱼塘边，一位位钓手目不转睛地注
视着自己的鱼漂，该村党支部书记徐
振鹏看在眼里，喜在心中。

在徐振鹏看来，在村里搞垂钓园
是一个好主意：既能将废弃的坑塘重
新激活，又能为村里的转型发展带来
人气。原本以种植果树为村民主要
收入来源的菜园村，计划通过垂钓园
的建设，向休闲旅游业转型。“距离县
城比较近是我们村的优势，我们要把
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徐振鹏介
绍，该村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构

建了“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
展模式。

菜园村曾是张鲁回族镇有名的
苹果种植专业村。早在几十年前，该
村村民就开始种植红富士、红将军等
品种的苹果，并依靠苹果销售逐渐过
上了小康生活。但苹果种植产业存
在一个问题，“我们村的苹果树因品
种退化等原因逐渐进入了淘汰阶段，
苹果品质逐渐下滑后，销售就成了难
题。现在让大家统一选择新的品种
很难，但不统一就很难再有规模效应
和品牌效应。”徐振鹏介绍，村党支部
领办了专业合作社，带头栽种新品种
苹果树、桃树，努力带动村民加快果
树品种升级。

附加值、品质、销售，这些关键词

还出现在菜园村的蔬菜产业中。有蔬
菜种植传统的菜园村民，多种植常见
的蔬菜，“出力不少、价格不高，挣不到
多少钱。”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合作社
选取圣女果等价格较高的优质蔬菜品
种种植，让村民感受到了“赚钱效应”。

卖菜、卖果，需要村民自己收获、
清洗、包装销售，可要是搞采摘卖服
务就不同了。“我们村党支部经过研
究，决定学习兄弟村的经验，改造坑
塘。咱的坑塘不单纯搞养殖、搞景
观，还搞垂钓，吸引钓鱼爱好者们来
我们村垂钓，进而带家人采摘，以后
再开发农家乐、体验游之类的产品。”
徐振鹏说，如此操作，菜园村距离县
城较近的优势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如今，该村废弃坑塘改造成的高

标准垂钓园颇具人气。为了打响品
牌，过去几年菜园村每年举办垂钓比
赛十余场，吸引众多钓鱼爱好者前来
一展身手。在垂钓比赛之余，村里积
极宣传他们的蔬果产品，让菜园村

“有吃有喝有玩”的形象深入人心。
为了让菜园村有更强的吸引力，他们
计划在各个方面提升游客体验。“我
们计划进一步完善道路、停车场等各
项设施，让村里更加整洁，让城里人
感受舒适、便利的农村生活环境。”徐
振鹏介绍，菜园村正在积极谋划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并通过
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为菜园村引入新
的产业项目，让村民有更多的就业渠
道和更高的收入，充分展现美丽宜居
宜业的“新菜园”形象。

菜园村里垂钓忙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这个大棚里种的是蜜光葡萄，
是早熟的杂交葡萄品种，果肉硬脆、
含糖度较高，味道像巨峰，又有浓郁
玫瑰香味，品质极佳。”6月5日，在度
假区李海务街道谭庄村金水合作社
的葡萄大棚里，葡萄架上挂满了葡
萄，60岁的村民郝延霞正忙着修枝剪
叶，“去除葡萄藤上多余新芽，不仅能
让葡萄有足够的生长发育空间，还能
保证营养。”

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就必须改
变传统种植模式，向现代经营模式要
效益。在谭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谭学兵的带领下，谭庄村成立金
水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千余亩土
地，陆续建起 150 多个高标准大棚，
所产西瓜、甜瓜、草莓等瓜果远销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年产值超2000

万元。
“2018 年以来，村民们的大棚里

种植的蔬果种类越来越丰富，包括
早春西瓜、西红柿、茄子、芹菜等各
种品类。合作社成立至今，一共发
展了 980 亩大棚，带动村庄农户 130
户。2022 年，合作社收入 2200 余万
元，纯收入达 400 余万元，有效带动
李海务街道乃至度假区、聊城市蔬
菜种植的规模化、产业化和生态化
发展。”谭学兵笑着说，合作社将物
联网技术引入温室大棚，实现温室
种植模块化管理，通过远程监控自
动滴灌，精准控制温室内湿帘风机、
喷淋滴灌和内外遮阳、顶窗侧窗、加
温补光设备，对植物生长环境进行
调节；通过构建智能农场物联网监
测体系、线上线下结合服务体系，结
合京东智能流通、智能消费等环节，
将农业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三端

数据合一，形成农产品追溯链条；将
质量监管责任到人，采取规范化管
理模式，保证产品质量。

谭庄村“党支部+合作社”模式充
分发挥了党支部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中的引领和服务作用，在合作社发
展中着重引导脱贫户就业，发展产业
帮扶，同时带动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
日均100余人。2018年，度假区扶贫
项目落地谭庄村金水种植专业合作
社，投入360万元扶贫资金，建设了8
个现代化双膜大棚，通过科学管理，
每年可为李海务街道 4 个脱贫村获
取近 30 万元扶贫收益，为当地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现代农业发展、农民
增收作出新贡献。

2020年，谭庄村注册成立了众合
农业有限公司，以蔬菜储存、加工、包
装、销售为主。投资 1.2 亿元、占地
80000平方米的大型冷库项目主要包

括物流仓库、冷藏配送车间、农产品
加工车间、冷冻冷藏库、办公楼、综合
楼、信息化建设以及其他配套设施，
集冷冻、冷藏、加工、包装、销售于一
体，将于 7 月投入使用，在鲁西地区
与全国各地之间搭建起一个冷链服
务平台。

如今，金水合作社产出的黄瓜、
西瓜、甜瓜获国家绿色农产品A级认
证，跻身聊城生态“菜篮子”品牌、获
评市政府推广的“聊·胜一筹！”绿色
农产品。凭借高标准现代农业种植
技术及规模优势，今年 3 月，金水种
植专业合作社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生产基地初审。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近

日，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入选名单
发布，金水种植专业合作社上榜。依
托资源禀赋、产业条件和外部支持，
合作社发展再迎新机遇。

合作社结出“共赢”果

本报讯（通讯员 张清强）“每天
早晚清扫两遍，活不累，既能照顾家
人，又能补贴家用。”6月4日，冠县清泉
街道耿儿庄村保洁员李书敏完成清扫
后，心满意足地说。

李书敏和姚理山婚后育有一女，
俩人经营的餐馆收益也很可观。原本
幸福的三口之家，因为姚理山病倒而
蒙上了阴影。几年前，姚理山突发脑
出血，先后去过多家医院，虽然保住了
命，但生活不能自理。“家中积蓄花完
了，病还是没看好，餐馆也被迫转让出
去了。”李书敏擦去眼角泪水，深呼一
口气笑着说，清泉街道开辟第一批公
益岗时，优先安排她上岗，让她对未来

重燃了希望。
近年来，清泉街道坚持把就业作

为最大民生，统筹整合各方资源，用好
就业专项资金、就业补助资金、对口帮
扶资金等，扩大公益性岗位规模，先后
开发出道路管护、卫生防疫、项目管理
等11类304个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像
李书敏这样家庭困难的群众上岗。

“30 名道路管护员、6 名耕保信息
员及43名乡村公益岗人员即将上岗，
招聘7名乡村生态环境公益岗人员的
通知也已下发。”清泉街道党工委书记
高秀龙表示，该街道将持续多渠道开
发公益岗位，让有就业意愿且有就业
能力的人员全部实现“家门口”就业。

清泉街道

困难群众“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通讯员 倪群力） 眼下，临清市康庄
镇的 6.4 万亩小麦迎来收获期。在连方成片的麦田里，小麦麦
穗鼓胀饱满，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以前自己管理，费心费
时费力不说，有时还会耽误买卖。现在将承包的8亩土地全部
流转给合作社，每亩地光流转费就1200多元，地里的事不用操
心了，我也能安心做买卖了。”提起土地流转给自己带来的种种
好处，该镇康盛庄村村民孙兴涛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康盛庄村共有人口773人，耕地面积1030亩。今年1月份，
该村党委积极响应镇党委号召，领办成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探索建立“党委领办合作社+种粮大户+农户”的土地流转新模
式。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以每亩1200元的价格，对村民的土地
进行流转，然后将流转后的土地返租倒包给种粮大户进行规模
化生产，并通过收集农户服务需求、动员农户参与托管、组织平
整土地、组织签订合同、协助收取费用、监督作业质量、防火防盗
等方式，提供农业生产托管居间服务，每亩土地可以为村集体增
加收入100元。仅土地托管这一项，就能给村集体每年增收6万
余元。

截至目前，该村164户村民已有105户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流转土地面积630余亩，占全村总耕地面积的61.3%。同时，群众
根据生产实际需要，将土地进行生产托管，托管面积880亩。

“之前种地不成片，管理起来很麻烦，靠我自己协调换地很困
难。现在全镇推广土地托管，管理起来容易多了。”康庄镇种粮大
户陈爱华说。

目前，陈爱华已在康庄镇各村流转土地 926 亩、托管土地
2030亩，牵头成立的从发种植专业合作社拥有多台大型专业收
割机，在今年“三夏”农业生产中与全镇多家农机合作社、农机经
销企业充分发挥农机组合优势，担当小麦抢收“生力军”，为实现
麦收作业的快速推进做好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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