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初，沿途风光正好。段义超
看着两岸的绿化说：“树绿了，天又
蓝，现在应该算风景最好看的时候
了。”路过南四湖的时候，经常会遇
到大片水鸟，“须浮鸥、灰鹭、绿头潜
鸭，不认识的就查一查，现在都能叫
得上名字了。”

让跑船人感受最大的，就是大运
河的生态之变。先是运河的污染减
少了，曾经的大运河，不仅颜色像酱
油，还有刺鼻气味侵扰。如今，经过
沿岸各地的共同治理以及跑船人环
保意识的提升，水面已看不到漂浮的
生活垃圾。

其次是两岸的绿化变多了，生态

小公园星罗棋布。沿岸原先散乱的
小码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地、
公园。

段义超说，这些年不少地方都对
运河河道进行了升级，水面宽了也深
了，通行效率也大大提升。济宁龙拱
港更是将“海港先进理念”引入内河，
建成全国内河首家全流程自动化集
装箱港口。

京杭大运河经过几千年的传承，
“黄金水道”的地位更加凸显，依旧是
国内重要的内河航运航道之一。段
义超不懂经济数据，但他能直观感受
到，20多年来，他运送货物的频率也
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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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段义超
山东济宁“港航润杨6020”号集装箱货船船长，与妻子刘立侠跑

船为生，三代生活在大运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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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有300多天生活在船上,
装货、航行、卸货，循环不息……

这就是大运河上跑船人的日常
生活。

京杭大运河，默默流淌了 2500
余年，如今依然一片繁忙。

近日，记者跟随济宁“港航润杨
6020”号集装箱货船从济宁南下，体
验了船员们的水上货运生活，深切感
受到了大运河的生态和航运变化。

六个半小时车程，运河上要走6天

6月4日早上7点，济宁港航龙拱
港内，港口的红色桥吊正将一个个集
装箱逐一吊运到船上。

段义超正在做离港前的最后准
备。济宁“港航润杨 6020”号长 68
米、宽 20 余米，载满了 70 多个集装
箱，驶向常州，航程需要 6天，途经徐
州、宿迁、淮安等地。

“起锚！”集装箱吊装完毕，段义超
对二副王广亮大喊一声，王广亮发动
机器拉起船锚，段义超轻转船舵，船缓
缓离港，不久便驶入位于济宁太白湖
旁的运河主航道。

段义超是个标准的山东汉子，高
个头，身体健壮。段义超说，开船最

磨人耐性，心急往往会事与愿违。从
济宁到常州开车只需六个半小时，而
这艘集装箱船要在运河上行驶整整6
天时间。

段义超和妻子刘立侠、王广亮和
妻子蒋传美，两对夫妻就是这艘船上
的全部。

中午，刘立侠和蒋传美负责把
饭做好，船上的厨房和岸上家中的
厨房并无两样，铺着瓷砖，有空调，

“就是买菜不如岸上方便，想买菜
时就打电话叫水上超市过来”。午
饭是四菜一汤，4 个人轮流吃完，然
后该休息的休息，该干活的干活，
一切如常。

在船上建起两室一厅

段义超和刘立侠结婚后，两人
就一直在船上，已经 24 年，忙时一
年 300 多天在船上度过，船才是真
正的家。

“我已经是第三代跑船人了。”刘
立侠说，她就出生在船上，家里世代
以船为家，从捕鱼慢慢转变成航运。

段义超这些年开的船一艘比一艘大，
船上的条件也一次比一次好。

段义超说，现在的船，驾驶室从
船尾挪到船头，再也不用像以前那
样饱受发动机噪声之苦，休息空间
越 来 越 大 ，船 上 也 建 起 了 两 室 一
厅，各类电器都非常齐全。

树绿鸟多，运河之变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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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王俊
郑州博物馆古荥汉代冶铁遗址分馆文保科工作人员，从事大运河

郑州段的文物遗产与历史保护工作

郑州晚报 □记者 李居正 文/图

出生在大运河郑州段河畔
陪它一起从懵懂到“长大”

从年少到未来
我与大河共徜徉

装货、航行、卸货，循环不息……
各类船只常年穿梭往来山东济宁

三代生活运河上
如今的船里有两室一厅

生于斯长于斯，郑州博物馆古荥
汉代冶铁遗址分馆文保科工作人员
王俊把家安在了大运河的不远处，每
天上下班沿着与运河相平行的路穿
梭往返。

站在大运河旁，随着回忆的翻
涌，王俊常常会感慨万千——

奔流的索须河，沉淀着隋唐大运
河千年历史。

从陌生到熟悉，我与历史共成长

“讲到隋唐大运河，恐怕学历史的
没有人不知道吧，这中学课本都讲
过。”从北往南，永济渠、通济渠、邗沟、
江南运河……提起大运河，王俊化身
中学历史老师娓娓道来。

从战国时期魏惠王在此地修建
水道、主持漕运、沟通水系，建立最早
期的“鸿沟水网”，到秦汉、三国时期
此段运河不断更名改道，“浪荡渠”

“汴渠”“浚仪渠”……大运河郑州段
一桩桩久远的历史事件，在不到半小
时的时间里被王俊翻了个遍。

被问起如何掌握这么丰富的历
史知识，王俊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工
作，工作时不经意中将它的历史装进
了脑袋。”然而，作为郑州古荥人的王
俊，从小在运河旁长大，工作前的 20
多年却对运河历史一无所知。

2008年后，在古荥汉代冶铁遗址
博物馆时任馆长阎书广的带领下，大运
河郑州段的探索发掘工作才逐渐被考
古人所重视。2013年5月，国家文物局
颁布了《中国大运河遗产监测和档案系
统建设工作指导意见（讨论稿）》文件，
大运河郑州段发掘、保护工作被推上了

“快车道”，以后，与大运河郑州段有关
的历史知识才如雪片般向王俊飞来。

这个运河畔长大的女孩，终于在
而立之年，逐渐看清了“运河真身”。
在国家、省市文物单位的推动下，标
准化大运河监测室、档案室被紧张有
序地建立。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也开
始带队“下河”，探河床、寻遗址、找文
物。长达 20公里的通济渠地面水工
遗存被确定，运河有关的文化传承与
保护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

从申遗到讲解，我与同仁共守护

王俊还在大运河畔见证了诸多
“历史瞬间”。

“随着大运河申遗工作的不断进
展，郑州市文物系统做了非常多的工
作。”王俊说。为了确定河道的布局
和走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惠
济桥和堤湾两个位置进行了考古发
掘，并在整个河道分布范围内进行考
古调查，最终确定了通济渠郑州段的
分布和走向。这对该段成为中国大
运河申遗名单的一部分意义重大。

此后不久，王俊经历了大运河发
掘保护工作的第一次“大检阅”。2013
年3月28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

童明康带队来到郑州，开始对通济渠郑
州段的初检工作。那天，王俊早上5点
就跑到单位，揣着忐忑且兴奋的心情，
等待国内专家团队的到来。2014年6
月22日，经过漫漫8年申遗长路，王俊在
工作群里获知中国大运河成功入列世界
文化遗产的消息。“那一刻真的特别高
兴。多年辛苦终于没有白费。”王俊说道。

随着“世界文化遗产”大名的加
持，索须河畔的水工遗址、惠济桥头
的附属遗存迎来了越来越多的访客，
王俊多了一项讲解员的工作。

从20分钟的重点讲解，到40分钟
的古今介绍，王俊都讲得游刃有余。

从昨日到今朝，我与大河共徜徉

现在的索须河畔，已经不再是
当年模样。随着大运河通济渠郑
州段的展示和阐释工作不断深入，
40 余组世界遗产形象展示标志、3
处大型展示壁在运河沿线纷纷设
立，丰富了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内

涵 ，吸 引 了 更 多 民 众 前 来 了 解 运
河、保护运河。

运河河道景观提升与美化工作
让运河畔变成了“小公园”。王俊说，
每到节假日能看到许多家庭到这里
露营，感受自然风光的美好。

王俊向记者介绍运河位置段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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