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12日 星期日

ECONOMIC DAILY

大
运
河
文
化
史
诗
的

文
化
史
诗
的
江
苏
篇
章

经
济
日
报
·
中
国
经
济
网
记
者

蒋

波

责任编辑 刘 佳 许跃芝

郎 冰 刘 蓉

视觉统筹 高 妍

联系邮箱 jjrbzmk@163.com

人生路漫漫,

别忘了为何出发
□ 覃皓珺

耐心地积累、扎实地锤炼、勇敢

地决断，人生的智慧在不断尝试中增

长，事业的进步在努力拼搏中厚积薄

发，这一切成功“秘诀”都取决于你

自己。

中国大运河上下2500多年，绵延3200多公
里，哺育了35座城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
长、规模最大的运河，这条以人工之力开凿的水
系，贯通南北，沟通了华夏大地上的庞大水网，打
破了地域界线，成为中国南北经济与文化的命脉，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江苏作为孕育大运河的摇篮，被运河滋润的
历史最悠久。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孕育了在中华
文化中绽放异彩的大运河文化带江苏篇章。

沿线城市因河而盛

距离徐州市区不到20公里的蔺家坝被称为
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北大门”。这个以黑瓦、白
墙、黄土台为色调，高台和平缓大屋顶为标志的汉
式建筑闸，屹立在大运河上，简洁而雄浑。

由此登船，一路南下，感受大运河奔腾的繁华
诗意。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长相思》中写道，“汴水
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讲的就是蔺家坝所
在的大运河泗水运道向南可以流进淮河，进而汇
入长江。

“以徐州为中心，大运河在这里形成了北上齐
鲁、南下江淮、西通中原、东达大海的水路交通网
络。”徐州邳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光正
说，古时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当代，这里是淮海
经济区交通要道之一。

大运河有多繁忙？蔺家坝船闸管理所所长姜
启哲展示了一组数字：每天从早上8点到夜里零点
都有船只过闸，平均每天有160艘船舶从这里通
过；一年365天不断航，通航吨位达6000万吨。

沿大运河顺流而下，在徐州邳州渡口，经济日
报记者遇到了行船者刘广顺。他虽已年近古稀，
但谈起运河往事，仍然记忆犹新。

“算上我这一代，我家已经有7代人在大运河
上跑船。以前条件艰苦，船上生，河里长，婚宴都
摆在船舱里。不过，大运河馈赠我们的也很多，除
了吃不完的鱼虾之外，运河的繁荣让家里的船从
小木船变成了水泥船、钢船，吨位也从几吨逐渐

‘长’到了2800吨以上。”刘广顺说。
“水深时帮忙摇橹，水浅时帮忙拉纤。”这是刘

广顺年轻跑船时的例行工作。每到这个时候，船
工们总要喊起运河号子。“哼吆嘿吆……哼吆吭吆
……”说到这里，刘广顺起身清了清嗓子，喊了起
来，时而激越，时而低沉。

“运河号子表现了祖辈自强不息的精神遗存，
是激越且催人奋进的劳动者之歌。这么多年，运
河号子一直激励着我前进，每当遇到困难时，就会
哼上几遍，给自己加油鼓劲。”刘广顺说。

从楚风汉韵的苏北到吴侬软语的苏南，大运
河江苏段690公里运河沿线城市“因运而生，因运
而盛”。

“在繁忙的苏南段，船只满载钢材、水泥、

油料等大宗货物，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石；内河航
运优势、市场竞争效益，让依河而建的数百家工
业企业、数十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连缀成产业发
展带。”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副院长
王健告诉记者，如今，纵贯江苏南北的大运河，
商贾汇聚，工业发达，形成了生命力旺盛的沿运
河经济带。

历史遗产焕发活力

大运河行至宿迁皂河古镇拐了个弯，在这里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宿迁市皂河
龙王庙行宫和宿迁中运河段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走进大运河畔的龙王庙行宫，四院三进建筑
群是典型的清代宫殿式样。宫内“河清”“海
晏”门牌楼寓意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门红
墙上方镶嵌着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镏金御匾：

“敕建安澜龙王庙”；御碑亭立于中轴线上，题满
诗文，气势磅礴，一股氤氲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
而来。

“乾隆帝六下江南，五次驻跸此地，并留下
了‘第一江山春好处’的题跋。”龙王庙行宫文物所
原所长王理德为文物保护付出了大半辈子心血。
他说，政府部门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对
龙王庙行宫实行了大规模修缮，让历史遗产在传
承中得以保护。

“如今，宿迁以运河文化为底蕴，以龙王庙行
宫为主阵地，正在打造皂河古镇；源于清代中叶

‘拉魂腔’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琴戏，在古
装戏基础上增加了时装戏，在传统演绎中添加了
新元素；皂河龙王庙会传承了300多年，如今已发
展为集文化展示、商品贸易于一体的大型活动，成
为宿迁大运河文化带上的一张‘名片’。”王理德
说，运河遗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说起大运河，就离不开漕运。漕运依托大运
河而生，同时也哺育了运河沿线几十座城市，因漕
运而兴的淮安便是运河岸边的一颗明珠。

吴王夫差为何开凿邗沟？隋炀帝怎样开凿通
济渠？明清时期，运河两岸的繁华富庶景象是什
么样……走进淮安漕运博物馆，这些都能找到答
案。参观者只需挥动手臂就可以与古人互动，伍
子胥、虞诩、陈瑄等治漕名臣会一一出现在屏幕
前，畅谈他们的治漕理念。

历史上的淮安曾是漕运枢纽、盐运要冲，有
“运河之都”美誉。明清两代漕运最高管理机关
——漕运总督署就设在淮安。作为2002年中国
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和世界遗产，淮安漕运总督署
遗址如今又有了新“使命”——漕运博物馆向世人
完整地展现漕运古迹和历史。

大运河申遗确定的58处遗产点分布在27座
城市，江苏以6座城市拥有7个遗产区22处遗产
点入选，成为运河遗产资源最密集的省份。

“古老的大运河是文化的血脉，江苏正在更大
范围保护、传承、利用文化遗产，把大运河江苏段
建设成为一条高颜值生态长廊、高品位文化长廊
和高效益经济长廊，带动全流域文化繁荣、产业升
级和社会进步。”王健说。

生态名片越擦越亮

生态是大运河的一张“金名片”。
38岁的孔祥亚是宿迁为数不多的大运河地标

美食代言人，开办的餐饮企业“九舟渔府”在当地
颇有名气。每天，他都会亲自为客人准备拿手菜
——运河鱼头饺子。

15年前，孔祥亚还与父辈一样开着平底船在
运河上讨生活。“后来国家提倡节能减排，强化生
态保护，我就上岸了。”孔祥亚对记者说，从小就在
运河边芦苇荡里嬉戏，在清澈的运河水里摸鱼。
近些年，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记忆中的运河模
样又回来了。于是，运河岸边的野生芦根、蒲白、
芦蒿成了他手中的美味，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
食客。

2017年，九舟渔府“鱼头饺子制作工艺”被宿
迁市人民政府评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
与运河“船帮菜”等特色饮食文化一起被写入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遗产保护规划中，与漕运文化、水神
祭祀文化、清代帝王南巡文化一起成为新兴文旅
项目。

行走在运河边，树木葱茏，绿草茵茵，繁花似
锦，市民们在岸边钓鱼、散步、下棋，呈现一派自然
和谐的风光。

在无锡，当年依托运河发展繁荣起来的工厂
模样未变，但“长出了新芽”，创意、智慧产业在这
里蓬勃发展。

走进位于大运河与梁溪河交汇处的无锡人文
艺术客厅“运河外滩”，在这个前身为“开源机器
厂”的建筑里，绯红的墙砖、陈旧的厂房，处处都能
看到历史的痕迹，令人感叹的是，老房子已然变身
现代美术馆。

“大运河江苏段生态保护凸显‘生态＋特色’
理念，发展最能体现江苏大运河文化带生态长廊

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和绿色高端产业。”王健
说，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城市正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人文旅游，让“无烟
工业”成为运河两岸的

富民产业。

大运河江苏宿迁泗阳段大运河江苏宿迁泗阳段。。（（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又到一年毕业季。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届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
人，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一些人心生感慨：

“找好工作难，干好工作更难。”
许多人踏入社会后，慌张于职业选择，焦虑于

工作压力，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是“乘风破浪”，就从
“后浪”被推成了“前浪”。每个人只有找准定位、
不断学习、实现价值，才能乘事业之风，破人生
之浪。

择业时，要看清自己的优势。
备受关注的2020年高考作文题中，多个命题

都聚焦于人生“定位”问题。无疑，就业极大程度
上决定了人生的新起点。然而，在择业之初就找
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不容易。

北斗系统历经26载、凝聚几代国人心血，终
于点亮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55颗守护华夏的“星
辰”。点亮“星辰”的幕后英雄不仅有顶尖的科学
家、工程师，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他们彼
此配合，经历无数次技术调整与攻坚克难，才成就
了这一惊天壮举。在人类历史中，推动时代飞速
进步的是每个人的辛勤工作，每个岗位都至关重
要，每份奉献都关乎未来。

其实，只要看清自己的优势所在，无论投身哪
个行业，都大有可为。近日，包括“区块链工程技
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在内的9个新职业发
布，这些新行业崛起的契机绝非一人之功或一时
之风，而是基于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每位从业者
的拼搏努力。每一位掀起行业浪潮的人都在适应
着这个快速更迭的时代，扎扎实实走好当下的每
一步，为未来奠基。

工作中，要珍惜当下的时光。
初入社会，难免心中慌张，但若能把握好当下

每时每刻的时光，脚踏实地走好脚下的路，必定有
机会迈向坦荡前途。

进入新时代，不同的行业焕发着同样的活
力。每个人享受着科技进步的硕果，也时刻面临
着不进则退的淘汰赛。你若稍慢一步，当下就会
变成无可挽回的曾经；你若走得再快些，当下也可
能成为许多人尚未抵达的未来。

在事业发展中，哪有什么千载难逢的时机凭
空而至，所谓的机缘和运气，早已在当下奋斗的点
滴之间埋下了伏笔。想要把握机遇、乘风破浪，只
有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心怀敬畏地认真度过每一
寸光阴。

人生中，要牢记自己的初心。
总听到有人说，在“舒适区”内丧失了斗志，逐

渐忘却了投身工作的初心——成为更好的自己、
成就更好的生活。实际上，工作与人生可以互相
成就，坚定理想、常怀信念、砥砺奋斗，才能实现事
业的成功、人生的价值。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最怕“舒坦”二字。在
“折腾”中不断校正自己的位置，始终牢记初心，才
能突破过去的自己。若想实现财务自由和精神自
由，靠不得旁人，通过由己不由天的奋斗才是
正道。

没有人能告诉你，什么是最好的工作，什么是
最适合你的人生。在完成工作的同时，成为一名
多栖发展的“斜杠青年”，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
情上找到契合点，耐心地积累、扎实地锤炼、勇敢
地决断，人生的智慧在不断尝试中增长，事业的进
步在努力拼搏中厚积薄发，这一切成功“秘诀”都
取决于你自己。

无论是什么年龄，都会经历不同阶段的考验，
别怕被“后浪”赶上，别怕被时代抛下，你此刻所有
的努力都将成就更好的自己。谁也无法轻易判
定，一个勇敢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既然作出了
选择，那么就请保持初心，全力以赴投身你所从事
的工作。

人生路漫漫，别忘了为何出发。生活始终在
继续，向着辽阔的人生乘风破浪，我们终将以自己
的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左图 江苏宿迁

市东关口历史文化

公园。

下图 江苏宿迁

市皂河龙王庙行宫。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