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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雨刘文雨：：
沧港线上的物流尖兵沧港线上的物流尖兵
本报记者 周红红

台湾学者李常生搜寻沧州河图台湾学者李常生搜寻沧州河图

大运河文化研究又添宝贵文献大运河文化研究又添宝贵文献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千亩盐滩变货场

提起沧港铁路，许多沧州人都如数家
珍。

它一边连着京沪铁路，一边打通朔黄铁
路、邯黄铁路，直通黄骅港，承载着煤炭、
矿石、油品、集装箱等大宗货物的输入输
出，是黄骅港集疏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沧州东部开发、沿海开放的有力支撑。

刘文雨是在 2008年加入这个团队的。
那年他 30岁。在这之前，他当过 4年海军，
退伍后在一家知名企业当过几年的物业经
理。

当过兵的人，身上大都有一种独特的气
质：认真执着能吃苦，这也是一种能量。

2009年 10月，沧港铁路有限公司下属
的京海物流货场建设项目启动，他被任命为
项目经理。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地筹备，次
年3月，伴着渤海的涛声，项目开工。他和
项目总指挥曲长发等人拉着队伍浩浩荡荡开
进工地，他们的任务是要在这片千亩盐池滩
涂上建个大货场。

当时是怎样一种场景啊：眼前连条像
样的路都没有，只有大片大片的盐汪子。
海水反射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一股股海
水的咸腥味和着海风直往肺里灌，风沙说
来就漫天而来，放眼望去，寸草不生，尽
是荒凉。

没水没电，他们就拉来饮用水、自备
发电机；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拉来 6个
集装箱，用作厨房、住宿和办公。

“一开始那俩月还行，后来天越来越
热，集装箱里的温度经常在四五十摄氏
度，像一个个蒸笼屉和天然汗蒸房，根本待
不住人。平时我们吃饭就端着碗、蹲在外面
吃。常常吃着吃着，忽然刮来一阵风，碗里
就都是沙子了，吃到嘴里咯吱咯吱响。”说
到这，刘文雨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他说，在那个漫长的夏天，他和工友们
每天都奔忙在那片无遮无拦的盐碱滩上，挨
着蚊虫叮咬，忍着烈日暴烤。每个人都瘦
了不少，每个人也都脱了好几层皮。即便
这样，也没人叫苦、没人喊累。

坚持，再坚持；快些，再快些，所有
人心中都只有一个信念：早一点为大港服
务，早一点助力沧州经济。

浸着海水和汗水，肩负着沉甸甸的使
命，每个施工人员都没黑没白地竭力攻坚，
抽水、填土、硬化、设施建设……货场以令
人惊讶的速度“成长”着；他们，也创造了
奇迹，仅仅过了8个月，千亩货场即投入运
营；同年，公司向国家交税1000万元，创造
了当年施工、当年获利的“京海速度”。

技术创新废变宝

“京海速度”的背后，还有一件令人自
豪的事，那就是他们在不断探索中，寻求技
术与方案创新，曾为公司节约了上千万元资
金。

常规填土硬化，都是用白灰与原土等混
配而成，但白灰成本较高。如何让成本降下
来？刘文雨和伙伴们绞尽脑汁。

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港口电厂堆积成
山的粉煤灰。这些粉煤灰是从煤燃烧后的烟
气中收捕下来的细灰，是燃煤电厂排出的主
要固体废物。大量的粉煤灰不加处理，会产
生扬尘，污染大气；若排入水系，还会造成
河流淤塞。每年处理这些废料，都成了电厂
的一大负担。

能不能用粉煤灰代替白灰？这样既可降
低成本，还能减少环境污染。

这个想法提出后，所有人都为之一振，
公司立刻组织专业机构开始实验。多次实验
后，得出的结论更让人振奋：粉煤灰代替白
灰后，混凝土工作性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
能都不输过去，但成本却降下来一半。仅京
海物流货场这一个项目，就为公司节约了
1000多万元。

从废物利用中掘金，变废为宝、变害为
利，刘文雨和他的团队为绿色高性能混凝土

这一发展方向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粉煤
灰代替白灰被广泛应用到路基、填方、水利
工程等多个领域。

如今的货场，堆满了煤炭、矿石等物
资，在通往港口及各地的公路上，重载卡车
穿梭不停，一派繁忙。这里不仅留下了一段
沧港铁路人“精卫填海”的故事，更见证着
沧港铁路人向海图强、物畅其流、货达天下
的追梦历程。

星光不负赶路人

由于表现突出，2013年5月至2015年9
月，刘文雨被任命为“羊二庄煤炭交易中
心”项目工程部经理，建设项目用地 3030
亩，拟建 11个货场和 11条铁路专用线。同
时协助新建了沧港铁路与邯黄铁路联络线，
实现了京沪、朔黄、邯黄与沧港铁路的互联
互通，为西部货物通过沧港铁路直接进港开
辟了新通道，完善了黄骅港集疏运铁路运输
体系。

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他被任命为
沙胡同货场主任，开展了河北敬业矿石返装
业和驼背多式联运运输业务，为综合大港水
上矿石通过朔黄铁路向西部运输，打开了西
北内陆地区物流带；为黄骅港吞吐量增加和
振兴西部经济作出了贡献。

2017年 10月至 2019年 9月，他被任命
为赵高货场主任，开拓了鲁北化工企业集
团、鲁北大唐电力等客户，为黄骅综合大港
利用拟建的“黄骅港综合港区及散货港区铁
路专用线——沧港铁路——海兴至鲁北高新
区支线铁路通道”，增加4000万吨以上吞吐
量。

2019年 10月至今，他担任杨庄物流中
心经理，业务辐射黄骅综合大港、河口港
区、鲁北地区及西部地区。为加快落实国家
九部委、河北省、沧州市运输结构调整三年
行动计划的要求，推进黄骅港铁路集疏运体
系建设，鼓励各运输企业大力发展海铁联
运、公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中欧班列等新
型综合运输方式，不断提高港口集疏运能力
和效率作出了贡献。

星光不负赶路人。公司近 10年每上一
个新项目，他都被委以重任。而他也不负众
望，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一页一份骄傲的
答卷。

如今的“沧港铁路”有 13 个运营货
场，年运输能力达到 4500万吨，被誉为河
北省地方货运铁路的“运货王”。公司飞
速发展、沧桑巨变的脉络，亦是他和无数
沧港铁路人艰苦创业、建功立业的闪光足
迹。

说到这，也许有人会说，铁路运输，
不就是用火车把货物从A点送到 B点，有
什么复杂的？这恐怕是对物流业最大的误
解了。

铁路物流并非这么简单，从在发货地
的装载、汽车运输，到铁路怎样转运，以
及卸载、仓库管理等诸多环节，里面的学问
都有很多。好的计划能够使物流的设计更为
优化。有时一吨货物装载运输看上去只差几
角钱，但一单业务做下来，就可能上下浮动
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

公司目前有130多辆重载卡车，也都由
他负责管理，他努力做到的便是如何设计出
最佳运输方案，来保证整个环节的流畅和高
效运转。所以他的手机总是不离左右，电话
也是接打不停。

他说他的团队从来没有节假日，也从来
不分寒冬和酷暑。最近一段时间，全国经历
了大范围“高烤”。高温之下，物流行业无
数“孤勇者”，在热浪滚滚之下，依然坚守
在岗位上，马不停蹄向全国各地输送着一批
批物资。

货达天下，使命必达。当一车车货物送
至山东、山西、宁夏、甘肃、新疆等地、支
援各地经济建设时，那些货物上或温暖或滚
烫的温度，不仅仅有这个夏天的温度，更有
沧港铁路一线物流人的热忱。

而刘文雨，仍像在部队一样，永远保持
着冲锋的姿态。

日前，台湾学者李常生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起了自己在
多年的文化研究中，搜集到了
大量各朝代的沧州河图，并通
过网络将电子版传递给记者。
经我市运河文化研究者探讨，
这些图文资料其中一大部分是
第一次看到，对研究沧州大运
河文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今年 74岁的李常生家乡是
献县陌南镇魏庄村，现居台
湾。他弃商从文，50岁后考取
了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武汉大
学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历史
学院三个博士学位，只为了实
现走苏轼之路的梦想。他 12
年走过了苏轼一生行迹，并编辑
出版了《苏轼行踪考》五卷，绘
制彩色地图 1000多张，对研究
苏轼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上世纪 80年代，李常生
就经常回到沧州，做生意、祭
祖。他还为家乡魏庄李氏整理了
家谱，为整个村庄做了清晰的高
空图。虽然没在家乡成长，但他
从小常听父母讲述献县、沧州的
故事，对家乡有着很深的情感。

在研究苏轼的一路上，他还
尤其注重收集关于沧州的各类文
化遗存，以充实家乡文化。此次
传过来的关于沧州的图文资料，
大部分来源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沧州等处挑浚河工图》详
细记述了捷地减河疏浚的拟改办
法，表明了当时的水汛形势、古
人的智慧等。明代钱谷和张复联
合绘制的《沧州水程图》，水流
绕城，绿树相间，沿岸亭台楼
阁，房屋相连，层层叠叠，可见
当时沧州大运河两岸之繁华。

《沧州捷地石坝冲坏情形
图》，数据清晰，表明了当时捷
地石坝被破坏的情况。《加开献
县滹沱河新河修筑子牙河两堤图
说》图文记载详细交代了修筑原
因及方案，为几百年来的河道变
化情况提供了切实的历史依据。

从商代至清代的河图，几乎
没有断代。《八省运河水利情形
图》《直隶河间府全图》《直隶山
东与直隶全图》《宋代沧州图》
《唐代沧州交通图》及各朝奏折
等图文资料，内容丰富，包罗万
象，亟待进一步研究。

沧州文化研究者孙建说，李
常生老师此次传过来的图片资料
大部分在沧州是第一次看到，他
为李老师心系家乡、奉献家乡的
深情而感动。这也为沧州学者们
打开了另一扇研究之窗，很多图
文资料不能只在大陆找，台湾、
美国等地保存了大量中国文献，
都极为珍贵。特别是图文里面关
于减河疏浚的直观形象的情况介
绍，为研究减河文化提供了宝贵

的文献。
沧州博物馆研究员王健爽

说，这些图文资料弥足珍贵，图
说作为历史文献的一部分，反映
了从古至今沧州地面上的河流变
化、地域变化等，是深入挖掘研
究大运河文化乃至沧州文化的宝
库。

我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
刘宝锁说，目前，他们正在开展

减河文化研究，这些珍贵的资
料为开展各项研究工作提供了
丰富的依据，进一步推动了我
市大运河文化研究的进程。

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文化
研究者、爱好者，积极提供线
索，参与到这些宝贵资料的研
究中，共同挖掘研讨，为丰富
大运河文化和沧州文化共同努
力。

《《沧州捷地石坝冲坏情形图沧州捷地石坝冲坏情形图》》

沧港铁路沙胡同货场

门口东侧，摆放着两个大

集装箱。每次经过，刘文

雨都会不由自主地看上两

眼，心中也总会涌起一股

热流——那里曾经是他和

工友们的家，那里燃烧着

激情的岁月、挥洒着辛勤

的汗水、镌刻着奋斗的足

迹。虽然经过十几年的风

吹雨打，集装箱已经锈迹

斑斑，但那些日子依然闪

亮。

在采访苏许龙的过程中，他
说得最多的就是“打破”二字。
何为“打破”？就是不断打破自
己，实现一步步扎实的进步。

苏许龙现任武警河北总队沧
州支队执勤一大队机动中队九班
班长。2019 年入伍，先后荣获

“四有”优秀士兵 3 次、嘉奖 3
次、记个人三等功 1次，2023年
被推选为武警部队第二次团员代
表会议代表。

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
黝黑的脸庞上有着一位“老兵”
所有的果敢刚毅。

说是“老兵”，其实他才 22
岁，却在部队的大熔炉里淬炼了
将近5年。

提起自己的从军路，仿佛是
从小就种下的。苏许龙从小就喜
欢看军旅题材的电视剧，里面一

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影响
着 他 。 成 为 铁 骨 铮 铮 的 特 种
兵，是他从小的梦想。父母认
为孩子去当兵，是一件特别光
荣的事，“孩子，我年轻的时候
没当成兵，一辈子遗憾。你一
定要当兵，保家卫国！”父亲鼓
励的话语一直陪伴他走过了军中
5年。

回想起初入军营时，因为体
胖，做动作有些吃力，他就暗暗
给自己定下目标，减肥，加量训
练。在班里，别人俯卧撑做 100
个，他就做 150个；仰卧起坐别
人做 100个，他就做 200个；别
人单杠上吊杠 2分钟，他就吊杠
3分钟；别人双杠上面走 10趟，
他就咬牙走 15趟。经过 3个月对
自己不断施压，体重直线降了 10
多公斤，才在最后的结业考核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刚下连队的时候，苏许龙感

觉自己的体能和老兵有很大差
距，特别是那些特战队员。所以
必须要加练。每天晚上熄灯之
后，他到健身房加练，别人跑 5
公里，他就跑 10 公里；别人徒
手跑，他穿沙袋跑。早上，都要
比别人早起半小时去练体能。

在特战部队，他给自己树立
了“扎根机动，奉献特战”的人
生目标。

凭着不言弃的劲头，他多次
在总队组织的“魔鬼周”极限训
练中被评为“极限训练勇士”。
作为一名警士，他深知，要想站
排头，就得敢啃硬骨头。每天下
午身着防弹衣，头戴钢盔，背上
20 公斤的背囊进行全副武装训
练。别人的背囊是 20 公斤，他

就再往自己的背囊里放一个哑
铃，时刻都要比其他人重一些。
目前，他被医生诊断为左膝有积
液，不建议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
练，但他总在想如果倒下了，那
训练怎么搞上去，他相信只要敢
于打破自己，再大的困难都不叫
事。

在生活中，以队为家在他心
里印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工作
中，他勇挑重担，能够挺起胸膛
昂首阔步走向比武场为荣誉而
战，也能弯下腰拾起门前的一片
落叶。他把每一名战友都看作自
己的亲兄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激励战友，共同前行。

苏许龙苏许龙：“：“打破打破””自己勇争先自己勇争先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沧州等处挑浚河工图沧州等处挑浚河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