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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治水别样情”主题摄影征文大赛作品展④

有一条河叫串场河，因串联
盐场而得名，承载着苏北千年水
利水运和厚重海盐文化的历史
遗产。去年5月20日，串场河市
区段“见底”清淤后全线通水，焕
发新容颜，随着汩汩清流回放河
道，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母
亲河”重回市民身边。

新中国成立后串场河多次
疏浚裁弯，市区段已有 64 年没
有进行全面彻底系统整治，最近
一次“见底”疏浚还是在 1957
年，串场河的水安全、水环境、水
生态、水景观已不能适应新时代
要求，亟须整治提升。

串场河市区段的整治，是
推进串场河、新洋港、通榆河

“三河”整治的关键工程，是市
区水环境整治成效的集中体
现。南至小新河，北至新洋港，
第Ⅲ防洪区内13.5公里串场河
及其东侧主要引水支河 3.6 公
里大新河进行干法疏浚整治，
沿河局部岸坡进行桩基支护，
并对城市防洪大新河排涝闸
站、东伏河排涝闸站部分泵组
进行双向改造。

战线长，工期紧，任务重，要
求高，施工环境复杂。立足一个

“早”字，抢抓一个“快”字，正月
初二项目建设处全体人员到岗
上班，正月初三签订施工、监理
合同，正月初五召开技术交底和
图纸会审会，正月初七施工队伍
进场……以切实做好串场河整
治工程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
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项目推
进快马加鞭。

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
刺，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大干快
上。打桩机、挖掘机、推土机、水
上作业船轰鸣作响，堆土区围堰
填筑、干支河坝施筑、河道抽水、
打桩平台搭设、灌注桩浇筑混凝
土、钢板桩分段围堰……交替轮
番作业，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
提下抢抓施工“黄金期”。

主体工程施工共完成钻孔灌
注桩 7200 根、高压旋喷桩 2930
根、截渗钢板桩1170米，对11.5
公里河道岸坡进行桩基支护。采
用全河段打坝抽水干塘、泥浆泵
水力冲挖、管道接力长距离输送
的方法，疏浚总土方 50 万立方
米。这么大的工程量是在70天
内完成的，高峰期在工人员1100
人，各类施工机械 215 台（套）。
向下清淤3米左右，挑灯夜战，连
续奋战，每天 24 小时施工不间
断。开放大道以东、三墩港以北、
西伏河以西、史巷河以南的230
亩地块为施工堆土区，15台小型
挖掘机、26辆农用车、200多名现
场作业人员移苗抢工，仅用7天
就将7000余苗木全部移植至“一
片林”苗圃。

虽然工期紧，任务重，可是
安全施工、文明施工、清洁施工
一点不含糊。对河口岸坡采用
桩基支护，保证了沿河岸坡及邻
近建筑物的安全稳定。50万立
方米淤泥不上岸，高压管道河内
输送至堆土区，清洁施工。精确

定位电力、燃气等 86 道穿河管
线，安全清除水下障碍物。采用
抑尘洒水、地面冲洗、裸土覆盖、
边坡植绿和道路硬化等措施，切
实维护环境整洁。施工围挡“变
身”文明宣传栏，与树木花草交
相辉映，既保障了安全，又提升
了市容市貌，也让工地的整体

“颜值”提高了不少。
串场河市区段“见底”疏浚整

治，从根本上提升了河道水环境质
量，增加了引水流量10立方米/秒，
提高了串场河以东片区引水活水
能力，促进了高铁枢纽片区水环境
改善。过流能力和洪水调蓄能力
切实提升，排涝标准提高到20年
一遇。对沿线排水口向上溯源调
查，设置合流口、雨水口、溢流口、
直排口标志牌，据此分类采取雨污
分流改造、管网修复等整治措施，
沿河点源污染彻底清除。

串场河，无疑是盐城主城
区最具标志性的河流，登瀛桥、
鱼市口、建军路……城市的政
治、文化、商业等中心在此发
源，沿着串场河展开繁盛。去
年 4 月 28 日，我市首家配套完
善的国际豪华品牌酒店盐城万
豪酒店开业，标志着“盐城第一
高楼”盐城国贸中心正式启用、
先锋国际广场全面建成，开辟
了商业新境界。串场河边万豪
花园、运动主题公园及绿化健
身步道向市民开放，瓢城绿廊、
三元文化广场、盐城“古八景”、
串场河廊桥和串场河生态修复
湿地公园等项目的建设，打造
串场河沿岸历史人文、公共服
务等多元功能复合的城市滨水
廊道，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河水清澈透底，平静地流
淌着。凝视串场河，似乎看到
唐大历年间的淮南西道黜陟使
李承，组织民夫挖河取土修筑
海堤以挡海潮，形成了串场河
和范公堤早期的雏形“复堆河”
和“捍海堰”；凝视串场河，似乎
看到北宋时期曾在西溪任盐
官、后擢升兴化县令范仲淹，征
调四万多民众投入筑堤工程，
让“复堆河”变成了古代运盐
河，“捍海堰”变成了黄金海堤；
凝视串场河，似乎看到林则徐
为疏浚皮岔河，微服私访，乘船
至朝阳桥（今新西门桥），从串
场河边上岸，走进桥头寻常百
姓家；凝视串场河，似乎看到抗
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
串场河畔的白驹会师和新四军
在串场河畔重建军部的场景。

一河碧水映蓝天，两岸翠色
惠民生。实施串场河市区段的
整治，重塑水乡生态，绘就盐城
水韵之美，是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践行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出生、上学、成长、工作和生
活都在串场河畔，是乳汁般的串
场河水滋养了我。一湾碧水穿
城过，身在城中，如入景中，出门
就是河，满眼都是绿，水添灵气，
绿增颜值，充盈着满满的幸福和
感动。

东台，串场河、何垛河一纵一横，恰如
经纬线，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编织出
人文的厚重与诗意的灵动。

泽
黄海号子与水乡渔歌对唱，是这片土

地上特有的奇观。老204国道前身是范
仲淹主持修筑的捍海堰，紧傍着“范公堤”
的串场河，像母亲的臂弯，护佑着堤内土
地，泽及两岸乡民。

人类历史上，是河流形成了聚居、孕
育了文明。尤在平原地带，纵横的水网往
往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保障。家乡的
地势西低东高，本不利于排涝，新中国成
立以来却鲜少水患，乃是河流、堤坝和现
代水利设施的贡献。

我生长在水乡，小时候跟父亲走去城
里，不到二十公里路程要过十几座桥。毕
业回乡吃上文化这碗饭，对家乡的河有了
更深的了解。串场河最初的功能自然是
海盐生产、运输需要。自唐以来，盐场之
间的运转以河勾连、用船运达。于是，这
条河上来来往往的船，挂着帆，载着“政府
专卖”的公盐和各式各样的货物，渐行渐
远走进历史。河流依旧，换了人间。

1989 年秋，我从集体宿舍搬进一室
一厅集资房，住到何垛河北岸。彼时这条
河还承担着运输功能，时有小型拖驳船队
从河上行过，闷声闷气的汽笛声中，岸上
的人们看船，船家的孩子张望着岸上。

何垛河东接通榆河，西连串场河，原
先河上只有两座木桥、一道土坝。20 世
纪70年代开始疏浚拓宽和修桥。南北串
场河分界的“海道桥”，记录乾隆下江南

“海大（岔）口子”的掌故；二女桥固化了穷
苦姐妹绣花募捐为民造福的记忆，也使范
公堤上的范公路变成通衢。后来，东进路
上一尊“大马”雕塑，新四军战士策马持
枪，成了东台人的精神坐标。再后来，两
岸建起了绿化带、“口袋公园”。在我看
来，何垛河就是台城典型的“城河”。作为
贯穿城中的水道，历经功能演变，在新时
期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润
“串场”“何垛”乃是淡水河，却渗进了

咸咸的味道。
家乡有“仓”“灶”等系列地名，皆与

“盐”相关。一“场”一“垛”，让人想起盐城
古十景中的“盐岭积雪”。都说一条河的
故事就是一座城的故事，串场河、何垛河
流淌着的，是生生不息、弦歌不辍的文脉。

在报社主持副刊时策划过“环市行”
专题，曾和同事大船一道沿串场河骑车自
南向北，展开“田野式调查”，后以新闻加
散文的笔调书写镇域经济与文化特色。
一路之上有太多惊喜地发现：譬如海春轩
塔建造的缘由；譬如“董贤乡”董贤墓的真
伪；譬如三灶农具厂“古铁镬”的由来……
到文化局工作后，负责非遗申报，更是深
刻体认到串场河文化对家乡的润泽滋

养。成果上报后，省厅一位处长评价：慈
孝和爱情的美，唯有东台人讲得最具资
格、最有底气。2006年，国务院公布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江苏东台

“董永传说”荣耀入选。
串场河、何垛河经年流淌，默默见证

着唐风宋韵、春花秋月。“两河”交汇之处，
恰是古城之根——西溪所在。于今，海春
轩塔、泰山寺、八字桥、梨木街被善加保
护，文旅景区仿古城邑里讲述前世今生的
故事，实景真人秀《天仙缘》上演天上人间
悲欢离合。

岂止“两河”，我的城还拥有很多条
河，都兼具历史底蕴与现实功用。东台人
生活用水之源“泰东河”，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石破天惊，与先前开庄遗址把东台文
明的源头锁定在良渚文化时期；蚌涎河亦
称蚌蜒河，信史明载清代东台知县黄爱堂
率领当地人民修筑一条90多里长的堤坝
束水归海，乡民也有“黄公堤”之誉；“肝肠
河”连带流域内一个个地名，把董永传说
像地图一样地镌刻在大地上。至于张謇
海边垦荒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大兴水利开
挖的“方塘河”“通榆河”“梁垛河”等，不仅
是当地的“黄金水道”，更融进了创业基
因、奋斗记忆。

漾
城市的水泥森林中，水域和水系显得尤

为珍贵。一位作家说“有河的城市是幸福
的”，水畔的生活委实是一种花漾的幸福。

撤县建市后，东台市区以何垛河为
界，南岸是兴盛的商业圈，北岸为崛起的
工业带。十余年的光阴里，这里嘈杂人声
与机器轰鸣呼应，蒸腾气息和烟火味道交
织，曾经是东台城最繁华热闹所在。于
今，一条何垛河特色休闲景观带，正在将
生机渗透到核心片区乃至整个城区，次第
唤醒老城区生活记忆与商业活力。

遥想那时，晨起或晚间，难得河边漫步、
驻足沉思甚或斜坐发呆的闲暇时光。在簇
新的何垛河景观带走走，有美景入怀，由衷
感慨：这条河、这座城，亮起来、靓起来了。

至于串场河文化景观带，则以盐阜大
地为巨帛，以生态、文旅为主色，在皑皑盐
雪和悠悠水绿的背景下，铺展一幅逶迤壮
阔的画卷。东台自然不遑多让，毕竟当年

“淮南中十场”，此地有五。四十公里长，沿
线五镇两区，十个重要节点，从盐城市“唯
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富安、安丰，到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生态文化村甘港、
临塔，再到一个个有年头、有来由、有温度
的地名“丁湾桥”“月塘湾”“鲤鱼岛”，似璀
璨的明珠，缀成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新图
景，足可让串场人家把心轻轻安顿。

凉露惊秋之时，“大马”重装归位，坐标
在二女桥下范公北路与金海东路交会处。

哦，对了，东台何垛河景观带的前缀叫
作“七里漾”。喜欢这个“漾”字，中意我的城
现在的“漾”子，更憧憬她未来的“漾”子。

千年串场河 焕发新容颜
□王仰林

清波荡漾我的城
□王青海

串场河上护河人串场河上护河人 丁信枫丁信枫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