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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露泉流淌数百年

没人见它中断过
从市区英雄山路向南走，过了仲宫大桥后

沿卧虎山水库南岸西南方向走，开出两三公里
后，从东老泉村东首开始走盘山公路，翻过一个
山口就到了长清界内。下山后的第一个村子是焦
家台村，继续向南不远就到了积峪村。刚进村口，
记者就看到两名妇女在一处流淌着泉水的池
子旁洗衣服，记者以为这就是晓露泉。孰料，
两名妇女笑着告诉记者，村里的泉眼有好
几处，有的有名，有的没有名，晓露泉不是
在这里，而在不远的转弯处。

记者转过一个弯，果然看到一处山
坡下有一个洞口朝西的天然洞穴。洞穴
口由青石砌成，留有一个小门。在洞穴
前，有一个3米见方的露天泉池，泉水正
通过一个石头雕刻的龙头汩汩地流进泉
池。

走进洞穴观察，只见洞穴高约1.8米、
深约3米、宽约2米。泉水从洞穴山崖的石
缝中流出，汇集到一口石井中，井中的水伸
手可及，因村民常用井绳提水，在井口的石
板上，留有被井绳磨出的一道道深深的沟痕。

在洞穴上面，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古柏，上面缠绕着青藤
和一些红丝带，古柏的枝叶覆盖了下面洞穴。再看洞穴前的
地面上，由于泉水丰沛已经溢满了积水，有人垫了几块石头，

以方便进出洞穴。
“这棵古柏上千年了，晓露泉也有几百年

了。”积峪村村支书杨兆刚告诉记者，有人考证
说，晓露泉始现于明朝，泉水常年流淌，没有人
见它中断过。

500多名村民都吃泉水

下一步他们打算靠泉致富
记者看到，在泉边立着一块残破的石

碑，碑文记载了“大清同治二年”(1863年)村
民带头重修晓露泉的历史。

“呵呵，请帮个忙，我要挑水。”正在记
者仔细查看碑文的时候，一名妇女挑着水
桶来到泉池边。旁边参观的游人赶紧给她
帮忙，把水桶放进泉池里。

“我们平时都从洞穴的石井里取水吃，
可现在里面的地面上溢满了水，不太方便，

就从外面的泉池里取水。”57岁的村民张光荣
说，现在，只有他们几户离晓露泉较近的村民还
到晓露泉挑水吃，其他村民都不用来挑水了。因
为村里已经安装了设备，把泉水抽到高处然后
输送到家家户户。

“该走了，到我们家喝碗泉水吧！”灌满
水，张光荣一边挑起扁担高兴地往家走，一
边热情地招呼游人，言语中透着山里人的豪
爽和诚恳。

“我们村有500多人，家家户户都吃泉

水。下一步，我们打算开发泉水，利用它给村民致
富。”村支书杨兆刚说，在晓露泉旁边的山沟里，他
们打算建一座小型水库，很快就要开工了。以后，还
要配套建设一处休闲游玩的场所。

“到时候，你们再来我们村，就可以一边欣赏山景，
一边在水库旁品尝用泉水泡出的清茶了。”杨兆刚说。

浇树洗衣都用泉水

村里的长寿老人挺多
“几年前评济南新72名泉，把我们村的晓露泉给

评上了。从那时起，我们村就跟着泉水出名了，前来看
泉的游人常年不断。”杨兆刚说，村民们都很爱护泉
水，大家喝的是泉水，浇灌果树、山地用的也是泉水，
就连平时洗衣服也用泉水。

“我们村的水质特别好，甘甜又清爽，真像天然的
止咳饮料。”杨兆刚介绍说，现在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
有十几个，最大的93岁，应该和全村人都喝泉水有关。

“这么好的泉水不能错过！”听过杨兆刚的介绍，记
者忍不住用自带的矿泉水瓶子从石井里取了一瓶水，一
连喝了几口，泉水的口感很好，比瓶装的矿泉水还要好。

“夏天时，村里的孩子们常钻进洞穴，双手捧起泉水
就喝。那个痛快，城里的孩子谁见了都会羡慕。”杨兆刚
说，如今，山上的柿子陆续都熟了，正是采摘的时候。游
人如果现在来玩，可以带些柿子回去。

“看完晓露泉，游人还可到周围的山上去看看。那
里有许多自然形成的石灰岩溶洞，还有古代的摩崖石刻
和庙宇呢。”杨兆刚没有忘记宣传他们村的好景点。

□文/片 本报记者 郭学军

几年前，济南评选出的新七十二名泉中，长清区张夏镇积峪村的晓
露泉入选其中。从那时起，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小山村就跟泉水一起出
了名。9月18日上午，记者驱车几十里，探访这处隐藏在深山中的名泉。

““泉泉水水人人家家””候候选选┩┩刀刀的的：：长长清清区区积积峪峪村村

千千年年古古柏柏下下
晓晓露露泉喷涌数百年了

晓晓露露泉泉喷喷涌涌数数百百年年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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