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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从沧州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
悉，市区多个项目建议
书获批复。据沧州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发
布的批复内容显示，项
目涉及人民公园和胜利
公园连通改造、南湖公
园清淤及配套服务设施
提升、档案馆以及切削
硬质三角岛工程等项
目。

项目建议书批复中
显示，南湖公园清淤及
配套服务设施提升项
目，包括中心水体清淤
及水生植物种植工程、
东入口提升工程、北入
口提升工程、东北角小
广场提升工程、公园南
侧景观提升工程、湖中
心新建柱状高喷泉一
座、基础设施完善工
程；人民公园和胜利公
园连通改造项目，包括
人民公园与胜利公园连

通工程、湖心岛改造提
升工程、水岸漕运文化
展示带建设、公园绿化
提升工程、基础设施完
善工程；沧州市档案馆
项目，位于御河路以
北、安徽大道以西。总
建筑面积 25300 平方
米，其中档案库房建筑
面积为 10000 平方米，
对外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约 3000 平方米，档案
业务和技术用房建筑面
积约 3400 平方米，办
公室用房建筑面积约
1200 平方米，附属用
房建筑面积约 1700 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6000 平方米；而关于
沧州市切削硬质三角岛
工程一期可行性研究报
告（代项目建议书）的
批复，显示项目共包含
9个路口，主要为拆除
原有硬质三角岛后新建
行车道及人行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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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有几座桥梁、几处拐、几道
弯，有什么景点，哪儿水流急，哪儿有
漩涡，何时下河游泳，几时下水捉鱼；
运河中来回穿梭的船只、船工的号声、
船舶靠岸上货卸货的热闹景象、乘坐小
船摆渡时的雀跃……对72岁的刘绍行来
说，年少时的记忆，从未走远。

刘绍行是土生土长的沧州人，从小
就有个摄影梦。1971年参军入伍后，成
为一名宣传干事，开始拿起相机学摄
影。1977年，他转业回到沧州，从事新
闻宣传工作，用镜头记录的内容从城建
到环保，从人文到经济……

“一条运河狮城穿，时空跨越过千
年。哺育儿女数十代，古容今朝换新
颜。”这是前不久刘绍行在朋友圈发的
一条信息，配上了现在的运河美景。40
多年的摄影经历，刘绍行几乎记录了狮
城每一个角落的变化。翻看刘绍行的朋
友圈，历史记忆与现实美景穿插，引来
不少人“围观”，点赞。

刘绍行在运河岸边长大：“小时候
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南湖公园附近。
南湖公园当时被人们称为‘大坑’。”

那时运河水流湍急，泛着土黄色。清
晨，推水的、挑水的吆喝声传遍大街小巷。
那时，很多老百姓都以喝运河水为生。2分
钱两桶，买回家倒入水缸，要加上点白矾，
用棍子在缸里搅几下，等泥沙沉入缸底，水
才变清，一两天就得刷一次水缸。

盛夏时节，舀一瓢咕咚灌下去，清
凉爽口。

船工们就穿着一条裤衩，赤着脚，
喊着号子，装货卸货。若想去游泳，跑
到河边，一出溜就下去了。也正因如
此，家长管得严不让孩子们去游泳。不
能去河边、大坑边玩耍，刘绍行开始和
小伙伴寻找新乐趣。

南川楼那里有一个大四合院，住着
20来户人家。当时有个老面粉厂，拉麦
子的车经过南川楼，时不时会散落一些
麦粒。发现这一情况后，刘绍行和小伙
伴都激动不已，每个人从家里拿来小笤
帚、小簸箕，开始了收麦粒行动。折腾
半天，也收不到多少麦粒，但大家仍然
乐此不疲。

冬天冰封，运河结了厚厚的冰，摆
渡停了，桥也不走了，在冰面上出溜着
就过了河。“冰冻得结实，推着小车过
河都没事儿。”刘绍行说。

大运河沟通南北，是古时的漕运要
道。半地下河流，为保持航运通畅，桥
建得也少。“那会儿，就一座解放桥。”
刘绍行回忆，还有现在的永济大桥，原
来是一个吊桥。船来了，桥板升上去，
船走了，落下供人们通行。

航运停止后，桥多了，也不再需要
吊桥，运河两岸东西贯通。桥头自古就
是人气聚集的地方，桥头市场、菜市等
应运而起。现代的繁华逐步走来。

生活在运河岸边，
时常会感到一种特别的
幸福。更幸运的是，在
运河岸边居住多年，推
开窗户，目光便能落在
运河之上。

一入春，运河岸
边 的 柳 树 早 早 吐 了
绿，嫩嫩的枝条随风
飘荡，春的气息扑面
而来。从一枝枝柳条
开始，运河进入她的
四季。

夏天，是热烈与
绚烂。锻炼的人们活
力四射，坐在景观带
的台阶上，看行人看
风景，也自有一份安
详与自在。

秋天的萧瑟，冬
日的落寞……运河四
季风景如画，而运河
边的故事，更是延绵
不断。

每天在运河岸边抖
空竹的老人，空竹抖得
呼呼生风，伴着缓缓流
淌的河水，一幅绝美的
画面；在岸边开起火锅
店的年轻人，小店装修
别具一格，这里吃的不
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
怀；行走运河岸边的人
们，用眼睛、用脚步、
有相机、用文字，记录
她的故事，留住她的现
在，更表达着对运河特
有的情结。

时时刻刻流淌在

我 们 身 边 的 这 条 河 ，
不奔腾不张扬，却流
淌着无数故事，也自
有风情。

一次次在运河岸边
散步，有车辆入目，有
水声入耳，有月色袭
来，不觉有些恍惚，这
是现代的运河，也是流
淌了千年的运河。

月光如水。那月
亮，悬于运河岸边清
风楼上空，似乎就这
样挂了千年，穿过岁
月 与 时 空 ， 照 着 运
河，见证她曾经的繁
华，也映衬着今天人
们的幸福生活。

古运河前醉，千
年梦难还。

忽地，心中就生
出许多感动。因了运
河，因了月亮，因了
她无数传奇，更因了
这岸边的尘世烟火。

沧州大运河，一
条流淌在每个沧州人
心 中 的 河 。 时 而 奔
腾、时而温柔，时而
豪迈、时而静谧。

此时，相信很多
人都会和我一样在心
中生出感慨：生活在
运河岸边，幸运又幸
福。

流淌在心中的河流淌在心中的河
□□ 曹曹 杰杰

摇动的音乐、层叠的灯光，佳
肴上桌，年轻的姑娘登台献唱，厅
堂里的客人，有人大快朵颐，有人
轻声应合，有人打电话呼朋唤友：

“你快过来，这地方可洋气了！”解
放桥头、运河东岸的“汀说”音乐
主题火锅鸡店店主肖长宏，正是运
河岸边众多新潮年轻人中的一员。

35岁的肖长宏，是在运河边上
长大的摇滚青年。从小喜欢音乐，
高中时代就有了自己的乐队。他
说，那时候他年轻气盛，总觉得外
面的世界更精彩，向往的生活总是
在“听说”中。

这个自称暴脾气、盛夏时节都
能抱着篮球蹦跶一下午的热血青
年，和运河却有着不能说的秘密。
解放桥下面的桥洞，就是肖长宏的
秘密根据地。那时运河岸边没有台
阶，但是有软梯。高兴的时候，肖
长宏吃完刨冰，顺着软梯爬下去乘
凉；低落时，他藏在桥底，什么也
不做，就静静地看着水面，放空。

静静流淌的河水，抚平了肖长宏
的心灵，让他不再冲动。也因为此，
运河对肖长宏有着莫名的吸引力。

前年，决定开这家餐厅，他驱
车全市搜寻店铺，不由自主就来到
了运河边，一眼就相中了当时正在
转让的这个店面。当时转让费挺
高，但肖长宏想都没想就盘了下来。

年少时，“听说”是肖长宏向往

的生活，现在，他要让“汀说”变成
别人向往的生活。“这个店名，取了
听的音，又有运河的水。在梦想开始
的地方，实现新的梦想。”肖长宏说。

其实在这之前，肖长宏还开过
一家私房菜馆。“有时候会拿着吉
他，挨屋给客户唱歌。”肖长宏说，

“但这终归不是办法。”好在，他遇
到了一个非常融洽的团队，带着原
班团队，肖长宏经营起了这家音乐
主题餐厅。

与其他餐厅不同，肖长宏在音
响设备上花了不少钱。有人劝他，
开个餐厅，还是吃火锅的，这样值
吗？对肖长宏来说，当然值！

晚上 7时过后，沿着五光十色
的运河风光，走进“汀说”，大厅右
侧，驻唱歌手“90 后”女孩翟晶
晶，正在舞台上放歌。兴致上来
时，肖长宏也会上去弹唱一首。包
厢里设有 KTV，吃着火锅鸡唱歌，
一时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来打卡。

想让火锅鸡走出沧州，让自己
的店成为品牌，肖长宏这样打算。

守着运河，守着清风楼，做着沧
州传统的火锅鸡。上有老下有小的肖
长宏，突然觉得肩上的责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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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川 楼 、 朗 吟 楼 复
建，樱花大道明年开放，
百狮园、马拉松赛道正在
建设中……今年以来，大
运河景观改造消息纷至沓
来，万众期待。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从
沧州穿城而过，每一次变
化，都和市民生活息息相
关。从过河靠摆渡，到现在
桥连桥；从一片荒凉到现在
绿树成荫；两岸商铺，从零
星老旧，到现在或古朴或现
代……时光流转，变化见证
幸福。

一张小书签，淡
淡的绿色，浓浓的创
意，夹在书本中，时
刻提醒要阅读正版图
书……“六一”儿童
节，新华区给孩子们
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绿书签，并拉
开了“绿书签行动”
系列宣传活动的序幕。

所谓绿书签，寓
意为有生命力的、纯
净的、充满希望的绿
色文化环境。绿书签
行动即倡导公众尊重
创意，支持正版。活
动 现 场 ， 孩 子 们 将

“绿书签”悬挂在墙
上、夹到自己的书本
中，聆听关于阅读正
版书籍的重要性。“以
前只知道让孩子多读
书，没想到读好书、
读正版书更重要。”不
少家长表示，让孩子

从小养成绿色阅读习
惯，将来会更受益。

现场，市新华书
店还为学校捐赠了 1
万元正版书籍，孩子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一起将自己喜欢的书
籍 写 在 “ 绿 书 签 ”
上，悬挂于墙上，相
互学习、共读好书。

今年以来，新华
区“扫黄打非”领导
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

“ 绿 书 签 行 动 ”， 以
“护助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抵制有害出版
物和信息”为主题，
通过“绿书签”进校
园 、 设 立 护 苗 工 作
站、张贴“绿书签”
海报和发放书签等形
式，提升了青少年安
全意识和法制意识，
倡 导 青 少 年 绿 色 阅
读、文明上网。

送孩子一个送孩子一个““绿书签绿书签””
□□ 赵宝梅 桂茂亭

在张艳心里，大运河是环在腕上
的手镯，是日常茶杯里的一缕茶香。
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张艳，关于
运河的记忆，伴随着铁路蜿蜒。供职
于省地矿局第四水文工程地质大队的
她，热爱写作，是多家刊物签约作
家。

“小时候家在道东铁路附近居
住，铁路西侧就是运河。和妹妹常捡
拾火车上掉下来的空瓶子。”张艳回
忆。池塘边、运河岸、有水的地方，
就有她的足迹。

那时候，家里养着鸭子，张艳姐
妹二人常常帮家里放鸭子。鸭子在水
中嬉戏时，两人则拿着扫帚扑蜻蜓、
逮蚂蚱，或用抹了浆糊的网兜粘知
了、蹲在地上拨弄蚂蚁：“看它们浩
浩荡荡过路，就用小木棍挡住它们的
去路。”

高中时候，张艳要骑自行车穿过
铁路去上学。为了省时间，她经常沿
着运河边的小路走。“这些小路都是
附近放羊的人踩出来的。”张艳说。
那时的运河是朴素的，附近的民居多
是平房，墙头矮灰瓦旧。两岸杂草丛
生，水时多时少，冬天一般枯竭，有
水也冻成了冰疙瘩，成了天然溜冰
场。

时光流逝，张艳的家离运河越来
越近。2000年，张艳一家搬到彩虹桥
西侧居住。

刚搬来时，运河水时断时续，河

里生活垃圾飘浮，岸边绿植稀少，商
铺零星。渐渐地，运河岸边的楼房建
起来了，绿化也多了，杨柳成行，桃
李嫣然。晚上，从窗外俯瞰运河，璀
璨耀目，像天上的街灯，从此，每天
沿着运河走上一圈，成了张艳一家的
日常。

晚上的运河，尤其热闹。起初，
三五成群的人们饭后遛弯儿，后来，
各种健走、健身队伍多了起来；现
在，一些年轻人把音乐器材搬到运河
边，开起了小型演唱会。“年轻人真
会玩儿。”张艳常被新潮的气氛感染。

沿运河而行，从家到远方。她去
看了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终点拱宸桥；
在扬州，她步行于南门码头，泛舟河
畔……《车马去闲闲，卫河如有意》
《李廷扬的朋友圈》《运河上 染了散
客愁》《风水宝地》等文章就这样诞
生了。热爱写作的张艳，边行走，边
用文字记录。

关于运河，张艳从单纯的风光描
述，到深究历史渊源。去年，她参加
重走大运河沧州段活动，写下了《寻
觅大运河的千年故事》，刊登于《无
名文学》2020年第3期。“当时泡在
图书馆查阅了大量有关大运河的古籍
及文献资料。最后以李钧乘船随漕粮
船队前往通州交仓的一段历程为主
线，写出了这篇文章。”张艳说。

现在，张艳有了新期待：观看话
剧《运河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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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在文字里生动运河在文字里生动

船只往来船只往来

想起乘坐摆渡的雀跃想起乘坐摆渡的雀跃想起乘坐摆渡的雀跃

运河边别具一格的火锅店运河边别具一格的火锅店

运河景观风景如画运河景观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