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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运河之心”送青来

漫漫数百年，伴运河而生的文化遗产，融进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根”。东平因水而兴，
因水而名，保护好、利用好东平的水是这里的人们共同的责任。

网剧参评飞天奖：“接时气”才能“接地气”
□ 周学泽

第3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评奖工作
即将开始。根据通知，这次评选范围为：
2017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
央电视台或各地卫视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包
括在全国性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的电视剧。这
是网剧首次被纳入“飞天奖”评选范围。至
此，网剧集齐了白玉兰奖、飞天奖、金鹰奖
电视剧三大主流奖项的评选资格。

飞天奖是国内创办时间最早，历史最悠
久的电视奖项，网剧参评飞天奖是“接时
气”之举。时气者，时代之气息。2019年3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文艺界社科界联组会上，对做好新形势下
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四
个坚持”的要求：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
用明德引领风尚。四个“坚持”中，“与时
代同步伐”排在最前面，说明了“接时气”
的重要性。

网剧参评要“接时气”，是因为网剧已
经成为观众观看新动向。移动互联网时代，
手机不离身，上网十分方便，人们上网浏览

信息、看电视剧、电影，成为日常生活图
景。技术传播方式的便捷性和市场的开放性，
让网剧进入爆发期，不但是民间资本，一些国
有资本也参与了网剧制作，有些网剧制作精
良，吸引了不少流量。比如，根据识微商情
系统显示，在社交平台上，《锦衣之下》
《长安十二时辰》等网剧就深受网民赞誉。

当前，电视观众在逐渐减少，网剧的影
响力还在一步步扩大。这一背景下，原先
“飞天奖”将参评作品范围界定为“上一年
度由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电视
制作单位摄制的、在全国地市级（含）以上
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节目”，就显现出局限
性，网剧参评飞天奖，是对网剧传播地位、
传播渠道和传播格局变化的承认，体现了与
时俱进的精神和态度。

“接时气”才能“接地气”。网剧离不
开移动互联网这个传播平台，但同时也是人
民群众根植于新时代的创造，是新技术条件
和传统、现实思想文化衔接交汇的产物。我
国14亿人口，8亿多网民，“一切优秀文艺工
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
创作都为了人民。”艺术来源于人民，也服
务于人民，网剧也概莫能外。网剧参评，只
有接近互联网时代这个“时气”，才能更好

地接近互联网时代的“地气”。因此，网剧
参评，是对制作方资本付出、演职员劳动付
出的肯定，也是对观看市场新动向的认可。

当然，网络参评飞天奖，并不意味着标
准降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
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
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
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文艺不能在市场经
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艺术作品具有影响人感
染人的特质，不能违背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等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因此对飞天奖的
评选，和其他文艺作品评选标准类似，我们
必须坚持价值判断标准，把社会效益放在第
一位。与此同时，评选必须坚持艺术高标
准。艺术作品，美是她的本质追求，粗制滥
造永远没有市场。

网络参评飞天奖，能够更好地实现标杆
引领。网民需要精神食粮，鼓励更多的优秀
网剧脱颖而出，让网民欣赏到更多更好的网
剧，政府责无旁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由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是电视类的“政府
奖”。网剧参评飞天奖，就为网剧制作树立
了一个前进的标杆，这是价值的标杆，也是
艺术的标杆。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李娜 苏本善

春寒未了，漫步在“运河水柜”东平
湖畔，别有一番风情：一层薄雾笼罩青色
的湖面，小船轻摇，几只白鹭扑棱着翅
膀，悠然飞向蔚蓝天际。天水相接之处，
几座苍翠的小山点缀其间。

大运河流经泰安唯东平县一段，然
而，这短短43公里的运河，却是整个京杭
大运河的心脏所在。漫漫数百年，运河为
东平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无
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无
尽活力。

一颗“心”

“如果没有戴村坝，就不会有运河的
南 北 贯 通 ， 不 会 有 明 清 两 代 的 漕 运 繁
荣。”东平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文霞
介绍，戴村坝始建于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
年），此后褒扬不绝于史，近人评价首推
毛泽东主席。1965年，他在接见山东党政主
要负责人时，称赞戴村坝“是个了不起的
工程”。

4月15日，记者来到东平县彭集镇南城
子村，正值枯水期，不见波涛汹涌的“戴
坝虎啸”盛景，站在北岸举目眺望，戴村
坝如长虹横卧在大汶河上，拦腰截断自东
向西的水流。

戴村坝风景区负责人杜延明是此行的
向导，他介绍，戴村坝之所以了不起，在
于它对京杭大运河的关键作用。大运河从
南向北，绵延千里，而东平一带地势最
高，水小时难于北流，水枯时经常断航。
水利史学家姚汉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
运河运力不足，根源在于山东。公元1411
年，明工部尚书宋礼奉命疏浚运河，恢复
漕运，率济南、兖州、青州、东昌府十五
六万民工，对这段水系进行了大规模治
理。他大胆采用“农民水利专家”白英的
建议，在水量充沛的大汶河上修筑戴村
坝，使河水顺着人工开挖的小汶河流到运
河，“引汶济运”，科学解决了运河水源
不足问题。

近日，戴村坝风景区正在整修。杜延
明讲解道，和都江堰类似，整个戴村坝是
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水利工程。由主石坝、
窦公堤和灰土坝三部分构成，全长1599 . 5
米。

记者采访发现，戴村坝有三绝：一是
在沙滩上用木桩筑坝，技术处理堪称一
绝；二是分级漫水，达到排洪防溢，调蓄
汶水以济运的目的，科学设计又是一绝；
三是一坝使运河兴国旺家数百年，功能发
挥也是一绝。坝体内采用柏树打桩，糯米
石灰浆浇筑。大坝为石结构，石与石之间
用一个个铁扣相连，把大坝锁为一体。历
经600多年洗礼，至今还很坚固。

戴村坝建成后，大运河的“心脏病”
一 下 子 解 决 了 ， “ 八 百 斛 之 舟 迅 流 无
滞”，每年的运力增加至400万石左右，10
倍于元朝。沿河德州、临清、济宁等11处
府州县成为全国重要的城市。戴村坝被中
国大运河申遗考察组称为“中国古代第一
坝”“大运河之心”，2014年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

目前，伴随着航运的衰落，小汶河淤
积成平原耕地，大汶河水经过戴村坝已不
再进入运河，而是流入东平湖，继续发挥

蓄水、拦沙、缓流的作用，滋润着附近的
村庄和田地。

当然，历史也没有忘记它，一代代戴
村坝人小心呵护着这颗运河的心脏。位于
戴村坝风景区的博物馆，作为山东省第一
个国家水情教育基地，通过300余件馆藏文
物、模型、图片等多种形式，辅以声、
光、电现代科技手段，成为介绍京杭大运
河的重要水工文化博物馆。盛夏时节，每
年5至10万中外游客坝前观水，看千龙同
舞，百虎齐啸。

一座“大城市”

“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商品
与制造品十分丰盛”，“大河上千帆竞
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
置信”，这是《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
的东平盛景。如今的东平，和北方寻常县
城一样，生活平静悠然，百姓朴实热情，
但仍能在历史遗存中追寻到，这一河流水
曾经带来空前的繁荣。

东平县博物馆副馆长杨浩介绍，“当
时，运河东平段内形成三个比较重要的城
镇，州城（今州城街道）是鲁西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古安山镇（今商老庄乡）是水
路码头，还有戴庙集（今戴庙镇），被称
为不夜镇，灯火彻夜长明。”

从戴村坝向西走35公里，便到了古安
山镇所在地。记者在运河边上见到，新光
村超市老板刘新华正在售卖当地特产麻鸭
蛋和菱米窝头。“运河兴旺时，这里非常
繁华。南来的，北往的，有几十家粮行、
渔行和货栈，饭馆旅馆业很兴旺。我家祖
上就是一间杂货铺。”刘新华说。

安山镇的繁荣，得益于安山大闸。安
山大闸建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比邻近
的南北两闸早近百年。东平县社科联主席
张业民介绍，京杭大运河为保持河水深
度，沿线设了很多节制闸。船只爬坡，要
先开进船闸，等升到确定的水位再开进运
河，通过下坡反之。安山大闸，就属这种
节制闸。按规定，每次只能过一只船，其
他船只排队依次通过，所以每个船闸附近
都是船只拥堵之地。

据资料记载，在航运旺季，如遇朝廷
漕运船队成批通过，所有民用商船都得让
路等待，有的甚至要等候一个多月。因
此，相应服务设施便在每个节制闸附近建
起，住户越聚越多，安山镇就是这样兴起

的。到了清朝中晚期，安山镇发展到鼎盛
时期，此时已建有分州衙门和收过境税的
厘金局，朝廷驻兵马担负护漕、保粮等任
务。

张业民说，值得一提的还有“粮船
市”，每到春秋漕运季节到来之前，商会
即向数十里以内集镇张贴通告，组织各地
商户进行粮食交易。其间粮食交易量非常
大，甚至一度成为北方粮食市场价格波动
晴雨表。清道光、咸丰年间，这里曾设有
多达十八家粮行，最多时每天能成交一二
十万斤粮食。

同样，这一时期的州城，商贾云集，
百业兴隆；店铺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
布；运河上帆樯林立，轴舻相连；岸边车
马喧嚣，货物堆积如山。记者了解到，州
城自宋咸平三年（1000年）立城，一直是
东平府、路、州、县的治所驻地，是一座
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据记载，在漕
运旺季，运河里的帆船往往首尾相连，绵
延数十里，蔚为壮观。茶肆饭馆人声鼎
沸，曲艺弹唱、歌舞杂要，随处可见。河
道上下，白天百舸争流，夜间渔火满天，
成就了东平古八景中的“会河帆影”景
象。

州城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尤为繁荣。
走在州城大街上，一座壮观的牌坊瞬间跃
入眼帘，上书四个大字“父子状元”。中
国历史上状元有千百名，但父子同为状元
的，只有北宋时期来自东平的梁灏、梁固
父子，成为千百年来的励志典范。

运河的贯通也带动了沿岸乡村的繁
华。古运河旁的环卫工，7 6岁老人阎红
军，跟记者讲起当年“一溜十八口”的故
事，头头是道。旧时，京杭大运河在东平
境内，有王仲口、袁口、大坝口等18个摆
渡口。秉承水浒遗风的摆渡人，免费为两
岸百姓的生产生活、走亲访友以及过往商
人摆渡，只是近年关时，向商铺收取一点
米粮和费用。

“这些善行义举对漕运和物资集散贡
献不少。现在，十八个摆渡口演变成村庄
名称，‘一溜十八口’也成了一种文化符
号。”张业民说。

古城的兴衰与运河的兴衰紧密相联。
时移世易，但运河商业文化的烙印还刻在
骨子里。“这两年东平湖越来越美，村里
百十口都在搞旅游，咱也紧跟形势，从
‘针头线脑’转卖湖产品加工，电子商
务，移动支付都得跟上。”刘新华说。

一个“水柜”

有“运河水柜”之称的东平湖是大运
河山东段的最大水源地。东平县州城街道
原文化站站长张金桓，一辈子“研究”运
河，他告诉记者，古时，东平湖是一片低
洼水泽，与大运河相邻而不相交，只是为
运河提供水源的储水湖。现在，东平湖作
为山东第二大淡水湖，不仅是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的重要水利枢纽，也是京杭大运河
复航工程的重要港口。

黄昏时分，记者站在南水北调八里湾
泵站楼顶，俯瞰东平湖，夕阳在湖面洒了
一层碎金。微风徐徐，杨柳青青，一群须
浮鸥翩翩飞舞。面对美景，当地的摄影爱
好者们赶紧拿起相机，拍下这一刻唯美的
瞬间。

王文霞坦言，原来可不是这样。东平
人靠水吃水，东平粥、烧饼、糟鱼、“霸
王别姬”、全鱼宴等成为人们常食不厌的
美味佳肴，历史悠久，远近闻名。“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生于湖、长
于水的湖区渔民，“以船为家”，以渔为
生。前些年，渔民开始在湖面上用网箱网
围养殖，每年投入湖里的饵料就有1万多
吨，沿湖还有大大小小的旅游餐船，东平
湖曾一度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

为了让“运河水柜”重生，东平县开
展东平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严查重
罚各类违法行为，依法拆除网箱6 . 7万架、
网围8万亩，清理菹草及水面漂浮物980余
吨。同时，针对湖区餐饮船只的污水偷排
行为，拆除餐饮船只，取缔违规餐饮场
所。“引导、帮助渔民进行转产转业，安
排他们到就近的服装厂、湖产品加工厂打
工，还为年龄较大的渔民安排了环卫、保
安等社区公益岗位，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
得到稳定的收入。”王文霞说。

55岁的永发湖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
永，和父辈们曾以打鱼为生，属于地地道
道的“水上漂”，吃住都在船上，就连新
媳妇，也是娶在这一方澄澈中。

渔民的生活是艰苦的。在赵永的记忆
里，渔民的孩子身上总是拴着一两个葫
芦，再小一点的孩子，背上拴着自家缝制
的虎背带，背带系在船头中间，防止落水
危险，这是渔民看护孩子的独有方式。而
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咫尺空间，便是渔民儿
童的生活乐园。

“别人大风大雨往家跑，我们却是往
湖里跑，风越大，就跑得越急，生怕围网
出什么事，养殖户的心血付之东流。”赵
永回忆，特别是冬天的时候，船里很冷，
进出更难。

2017年，当地政府帮助渔民转产转业，
帮助赵永购买了筛选机、色选机等一系列
设备，发展菱角、芡实等水生作物的精加
工，他的水产公司现在越干越红火。“现
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们的工人也都
是曾经的渔民，他们在这里打工一个月能
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赵永说。

如今，东平湖终于碧波重现，常年稳
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水质。无论是“了不起
的工程”戴村坝，还是诗人元好问笔下
“高城回首一长嗟，市声浩浩如欲沸”的
古城镇、“运河水柜”东平湖，我们可以
看到，东平因水而兴，因水而名，水是东
平的灵魂，保护好、利用好东平的水是这
里的人们共同的责任。记者离开东平后，
张金桓说的话还时常浮现在脑海：“有了水，
东平是这个”，他竖起了大拇指；“没了
水，东平是这个”，他的大拇指向下。

8

东平县戴村坝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