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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子村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境内。沿南运河骑行时，这幅宣传画面
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于记者从5公里外折返，再拍个合影留念。

东光到泊头的许多河段并不位于大运河遗产区内。但在南水北调和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双重带动下，河堤上新建成了优质、整洁的长距离通行
线路，空气清新、树林环绕，非常适合骑行穿越。 本报记者 齐 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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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付文） 记者从兰州市政府
获悉：当地制定出台 《兰州市黄河文化保护
办法》，将于2月1日起正式施行。

该办法对全市黄河文化资源进行界定和
分类，明确部门职责，确立基本保护制度，
对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制定了具体措
施。同时突出体现地方文化特色，如打造黄
河古镇、金城关黄河文化旅游示范区、黄河
楼、兰州老街、兰州水墨丹霞、读者印象精
品街区等具有兰州黄河文化特色的旅游项
目，定期举办黄河文化旅游节、黄河母亲
节、黄河风情文化周等活动，加大对兰州黄
河大水车、羊皮筏子、兰州太平鼓、兰州刻
葫芦、高高跷等黄河文化遗产的传承弘扬。

兰州是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黄河
文化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种类富集，该办
法开创我国城市黄河文化保护立法先河。办
法旨在贯彻落实国家和甘肃省 《黄河文化保
护传承弘扬规划》，进一步保护黄河文化、赓
续黄河文脉。“十四五”时期，兰州市将以该

《办法》为契机，深入挖掘以黄河风情线大景
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古镇等为代表
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

兰州保护黄河文化

卫河 （永济渠） 从中国历
史上曹魏时期 （公元 3 世纪）
的区间运河，演变为隋代时期

（公元 7世纪） 贯通华北平原南
北的永济渠历经约 400 年；自
永济渠到宋元御河 （公元 12 世
纪） 又经历了 500 年；作为元
明清时期 （公元 12 世纪至 19
世纪） 大运河的南运河运用至
今约 700 年，其连续运用的时
间长达1600年。

延伸阅读

本报电 青海省是大天鹅北方主要越冬地之
一。近日，当地组织开展区域大天鹅等越冬水鸟同
步调查，并对大天鹅栖息地状况、生存受威胁因素
和保护现状等进行系统调查。

此次同步调查，共记录到大天鹅1347只、小天
鹅 8 只、疣鼻天鹅 1 只，其他迁徙水鸟白尾海雕、
赤嘴潜鸭、红头潜鸭、赤麻鸭、绿头鸭、普通秋沙
鸭、鹊鸭等共32种22930余只。其中，赤麻鸭和赤
嘴潜鸭为绝对优势种。同步调查还记录到国家重点
保护迁徙水鸟 5 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尾海雕 1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大天鹅、小天鹅、疣鼻天
鹅、黑颈鷉4种。

据报道，青海省将每年开展大天鹅等越冬水鸟
同步调查，不断积累种群变化趋势、评估各越冬栖
息地质量，建立完善常态化调查监测体系。同时，
加强与科研单位合作，通过为大天鹅佩戴GPS卫星
跟踪器开展其繁殖地、迁飞路线规律等研究，为今
后制定迁徙水鸟及迁徙通道保护管理策略提供科学
支撑。

据新华社电 广东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近
日公布，该院在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中部合成村发
现先秦时期文化遗存。

此次考古发掘面积达2000平方米，共发现并清
理遗迹 408 处，其中商时期的文化堆积 1 处、灰坑
103处、柱洞 300个、墓葬 3座、沟 1条，出土重要
文物标本 172件。遗址包含商时期、西周时期、唐
宋、明清 4个阶段的文化堆积，其中尤以商时期的
遗存最为丰富。

这一发现为研究环珠江口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
文化的年代序列，揭示先民的生产、生活的基本面
貌，以及生态环境、动植物分布和物种构成等历史
信息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物资料。

广州考古发现先秦遗址广州考古发现先秦遗址

上图：山西省阳泉市高新区近日出土 3
座元代砖雕仿木构穹隆顶纪年壁画墓。墓室
穹隆顶彩绘有三足金乌和兔子捣药以象征
日、月，其余部位满布彩云及星辰彩画。专
家表示，墓葬丰富的壁画内容为研究元代家
具形制、服饰装扮及生活习俗等提供了直观
认识。 （图片来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青海同步调查越冬水鸟青海同步调查越冬水鸟

图为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
县黄河中越冬的大天鹅。 张海东摄

左图：从天津三岔河口向西延伸至
杨柳青的 23 千米河道，都被列入南运
河遗产区，也是记者度过小学时光的家
乡。在家人的带领下，记者沿着河堤骑
行，重新辨识当年的生活场景。

杨启帆摄

深 入 运 河 腹 地 ，
可以真实感受大运河
遗产地沿线共同而活
态的遗产地精神。河
南濮阳市南乐县的元
村，是极为普通的一
座卫河岸边村镇。恰
逢春节，集市上的热
闹气氛与沿线各个地
方看到的景象完全一
样，给人带来熟悉亲
切的感受。
本报记者 齐 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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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14日开始，在中国春节来临之
际，记者用 9 天时间去看了北方的大运
河，为“大运河遗产小道”公众体验描述
骑行线路。从河南濮阳北上，我沿卫河进
入河北的邯郸、邢台和山东的聊城地区；
沿着弯弯曲曲的南运河经过了山东的德
州、河北的衡水、沧州。天津三岔河口的

“120106-A004”号遗产区界桩是此次远
行的北端节点，南运河既在这里结束，随
之又进入北运河遗产区继续延伸至北京。
这些河段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3世纪；时
至今日依然影响、改变着两岸风貌。在沿
线所有重要点段，建设中的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已开始展现成果。

2023年返乡过年的人格外多。自农历
腊月二十三至大年初一，我穿越村镇，与
沿线千万普通的人们共同经历并感受了近
几年来最热闹的团圆时刻……

从 2005 年全社会关注大运河申遗开
始，不断进步的文化认知，将大运河再次
连接为一个内容丰富叠加、功能不断演进
的真实整体。

随时随地去追寻“黄河”

卫河、南运河水的流向，即是当年漕
粮运输的方向。沿着水流去了解大运河所
处的地势地貌最为准确。

以“运”为核心，大运河文化遗产描述
的卫河（永济渠）、南运河都位于黄河以北
的平原上。表面上看，华北平原一望无际，
但仔细辨析水的走向，观察土壤的类型，就
能了解大运河形成的背景和面临的挑战。

黄河、海河、滦河都在华北平原上形成
了巨大的冲击扇，所谓“巨大”，是指千百年
来这些河流反复肆意漫流，这给社会发展
尤其是人工工程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但
也由之形成了人类认知自然、改变自然的
智慧和手段。不仅如此，隋唐大运河的通济
渠、永济渠还曾以黄河作为水源分别流向
南北。频率极高的泛滥，导致运河需要反复
解决水源难题，同时又要提防淤塞。

人们在叙述大运河时，很少提及南
乐。我在腊月二十八那天进入了河南濮
阳，住在了南乐县。卫河只在南乐流淌了
19.8千米。溯流而上，经内黄可去往“卫
河 （永济渠） 滑县浚县段”遗产河道和临
近黄河的“黎阳仓遗址”；顺流而下，则
可抵达同样著名的徐万仓。当代漳河在那
里与卫河合一。今日的徐万仓河水湍流，
旷野清冷，遗存区内已找不到当年沿岸多
仓储、渡口，“百里州县粮秣汇聚于此”
的景象。繁华不在，但是大河隐含的危险
从未消失。漳卫合流后也称“卫运河”，
自此沿河堤路前行，一路上水利部门建立
河道“险工”标识仍是一个接着一个。

今日的南乐给人以意想不到的繁华感
受。高楼林立，夜晚的整条大街依旧熙熙
攘攘。南乐县位于黄泛区，历史上曾受黄
河反复冲淤。境内的两条黄河故道上，仍
可见到出起伏的沙丘。这样的沙岗、洼地
也广泛存在于卫河下游、南运河周边。京
台高速途经的永定河特大桥长达 7100
米，形象地描述了这些河流在这片北方大
地上“摆来摆去”“性情暴烈”的模样。

大运河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相斥相
依的“平衡”史。

基于文化遗产价值标准，以“大运河
遗产小道”在大运河上应该体验多久、应
该体验多少次？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要
素 就 是 ： 这 样 的 体 验 应 该 包 含 多 少

“层”。随着大运河遗产保护、大运河文化
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全线推进，人
们开始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重新辨识荒野、
人与河流相互的影响与位置，重新思考

“基于自然修复”的方式。在此背景下，
大运河遗产小道体验线路也逐渐将自然遗
产、农业遗产、水利遗产类型的关联景观
纳入到大运河线路规划中，尤其强调体验
大运河，应该先去看“黄河”——既包含
了今日的黄河，也包括历史故道。

临清市境内的黄河故道长约 70 千
米，总面积约 13 万亩。山东省级黄河故

道地质公园位于临清市北，记录了黄河自
公元前602年改道至今，沉积、侵蚀、淤
积的变迁过程，是目前保存完整又容易寻
找到的黄河故道遗址。这里已经远离了卫
河、会通河。脚下是蓬松、厚实的细细黄
土，如果大风刮过，我会立即变成一个

“土人”。古沙丘连绵起伏，站在荒野之
中，人们更能理解大河的前世今生，明白
我们的前辈是从怎样的大自然中逐步改变
着世界。

跨越3省的春节

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我跨了3个省。
卫河、南运河常是沿途省市县间的分

界。这显露出大运河在当地历史和地理中
的地位，也使我在途中添了一个新习惯：
一旦跨过运河上的桥——无论大小——都
要下车问路，询问是否踏上了新的地界。
这样的心境唯有旅行者才能体会。在中国

大运河沿线，在卫河、南运河上一路反复
辨识人文地理的经历留下的印象最为深
刻。问路是一种交流，常常要多聊上几句
风土人情，说说身后的河道，回复人家对
我的好奇。鬓上白发和平和的心境帮了我
大忙，节日气氛中，沿线遇到的每一位、
每一群人都很热情友善，听说我是大过年
的来看运河，又会发出各式各样的感叹。
不知不觉间，我的语调就有了当地的些许

“味道”。即便只相隔一条河道，不同省
份、不同地区、不同县之间，风俗、口音
仍有差异，城市风貌乃至河堤上的路况水
平也不尽相同。我在这片冀鲁豫交汇地
带，一会儿出河南，一会儿进河北；刚刚
还站在河北的地盘，转眼又到了山东。穿
梭往来间，最大的惊奇就是每隔不远就遇

到一个热闹、能将公路堵塞不通的春节大
集——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密集的乡村集
市阵容。经过的那些村镇都算无名小地方，
可到了年根儿底下，处处就“膨胀”成了“大
地方”。大棚临街搭起，延绵不绝；商铺的
果品年货堆成小山，路边也会停满来自周
边省份、地区的车辆。如同初一拜年的阵
势一样，眼前的这一切，是节日的重要组
成。于是年前的集市也打破常规，持续至
夕阳西下方才散去。

我一早就赶到了南乐的元村。这里几
乎就是河南的最东北端。元村有“大运河
市场”，卫河大桥边新落成的大运河广场
也很气派。街巷里人山人海。在这样的情
景中我从来摁不住诱惑，把车草草一塞，
举着相机，加入喧嚷的人流。那几天，无
论在哪个集市上都丝毫不会觉得冷。从腊
月二十三至大年三十是贡神祭祖的日子，
人们拎着大包金黄闪亮的祭品，与鲜艳的
红色春联、剪纸、花灯一道把整条街都染
得好看极了。据说当地过年的筵席上不能
缺了红烧鲤鱼，一条条油炸好的大鱼，也

被店家壮观地排开。遇到热气蒸腾的羊汤
大锅，我就停下，跟着当地的口音，向老
板吆喝来上添了辣椒、胡椒的一大碗，再
加一屉必须刚出锅的大包。我坐在冬日的
阳光下，享受这平常、久违也难寻的烟火
气息，在远离家乡的年味中微醺地看着拎
着年货的人群，想象着一年又一年运河边
那些忙碌的身影和早先的白帆……

抵达临清的时候，我迷了路。临清位
于卫河的东岸，拥有多项大运河遗产点
段，有两条河道列入遗产名录，一南一北
并排向西抵达卫河大堤，向东则一起贴近
或穿过鳌头矶——我在临清住下，又花了
大半天才把这简单的事实梳理明白。问题
出在哪？大运河还在活态使用中，两岸的
变化非常快、非常大！地图和网上搜集的
信息各式各样，更新过慢又语焉不详，按
图索骥的话就难以轻松完成体验。这也正
是我这一路重点观察评估的另一项内容：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个持续演进的
过程。硬件设施布局基本完成后，需要完
善的体验细节需求将蜂拥而至。如果与大
运河其他段落放在一起评估，就会马上发
现：卫河 （永济渠）、汇通河、南运河沿
线价值传播的水平、体验环境的友好程度
显露出很大的提升空间。

融入南水北调的景观

临清邱屯引黄节制闸前的大运河世界
遗产区界桩编号为371500-A043。从这里
向北环绕着临清老城区，中国大运河汇通
河遗产河段中的小运河遗产河道、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汇通河临清段”、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临清） 段中的济津
河公园相互叠加，最远可以到达高高的卫
河大堤。

大运河遗产区界桩广泛分布在各个河
段。核心区编号为“A”，缓冲区编号为

“B”。2014年大运河成为世界遗产后，明
示遗产区的保护范围成为一件重要的工
作。自那时起，这些刻有诸多信息的三角
形界桩就引起了在“大运河遗产小道”上
行走者的关注，也成为重要的线路规划依
据，是沿河长距离行进中值得信赖的指
南。在距离运河岸线或堤线5米范围内寻
找一个又一个“三角碑”，是公众自发行
走大运河时一件积极参与的乐事。

临清在大运河南北运输中的位置非常
重要，在临清能够见到的“三角碑”也尤
为密集。

小运河位于会通河的最北端。今日，
小运河遗产河道抵达卫河大堤处，树立有
A024-A026 号 界 桩 和 B001 号 缓 冲 区 界
桩。沿着卫河或京杭大运河考察，一定都
会找到这个名为“头闸”的交汇处停下。
元代开凿会通河后，南北运输成为可能，
京杭大运河开始形成，从而极大地影响了
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格局。天气好的傍
晚，卫河宽敞的河面会被夕阳映出暖暖的
波光。站在河堤上，眼前是长河落日，背
后是沧桑的史迹，让人不禁徜徉而感慨。

小运河这段不到 7000 米的河道特别
有意思，很具代表性。它有一段至今仍保
持原样、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修缮；也可
以看到失去运输功能后，成为城市灌排水
道和公园的当代模样；在邱屯水利枢纽，
小运河又与引黄、南水北调工程连接，成
为南水北调线路的重要节点。

如果说“运”体现着大运河的核心价
值和文化意义，那今日以南水北调东线为
代表的远距离跨流域引水成就，就构成了
全新“运”的景观。

2022年12月开始，北方大运河开始启
动冬季调水。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卫河
都局部成为调水河道。我在大年三十的傍
晚到达四女寺村。已是家家准备年夜饭的
时分，街上开始沉寂下来，但远处的引水闸
坝却水声轰鸣。四女寺枢纽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河段中，
南运河“沧州-衡水-德州”段的南端就在
枢纽附近，这里也是冬季多路调水线路的
汇集地。水流自四女寺闸下入南运河，继续
在暮色中北流至九宣闸。那里的运河就离
开河北，流向了天津。

……
夜幕降临得很快。我在除夕夜进入了

沧州。
我还是紧挨着大运河住下。走在灯火

通明的街道上，想象着万家灯火中家家户
户的团圆场面。我到过的沿线都不是网红
打卡地，许多地方甚至一直受制于大自然
的侵害。可就是这些平常段落，构成了大
运河的历史，延续了共有的认同，又形成
了当代新的整体，展现出生动、朴素、向
上的风貌。一路上我已渐渐习惯了一个人
开车和骑行，习惯了酒店只有我一个人在
吃早餐；也接受了每在沿途小酒馆里插缝
落座，邻桌会将自己的酒推到我的桌前。
临近节日的欢聚震耳般喧哗，浓浓的团圆
气氛中，他们不忍身边还留下默默和孤
独。我喜欢这种感受，怀念在大运河沿线
度过 2023 年春节所经历的每一个情节，
它给人带来更多的相信和期望。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沿着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远行。我愿他们的感同身受，都和
我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