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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一座从不缺“流量”的历史文化名城
本报记者桂娟、史林静

　　在人口过亿的河南省，总人口只有 70 多
万的济源市无疑是一个“袖珍小城”，它是河南
面积最小的市，也是唯一的省直辖县级市。
　　历史上的济源是个热闹的地方。少康迁
原、帝杼居原，夏、商、周，这里均是京畿内地；战
国至两汉时期，济源因“轵邑”富庶而闻名。
　　这里也是愚公的故乡、中国“四渎之一”济
水的发源地。5000 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黄
帝曾在其境内的王屋山顶祭天，战胜蚩尤，统一
华夏。
　　这里还是中国最大的白银生产基地，年产
白银 3600 吨。
　　最近，济源因为一个“巴掌”火了，其实由古
至今，这座中原小城从不缺少“流量”。

愚公精神，一个城市的魂

　　几千年前，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村里有位叫
愚公的老人，下决心将挡在家门口的两座大山
王屋与太行移开。亲戚和朋友都说不可能，有
个叫智叟的人更是对他冷嘲热讽。但他力排众
议，带着子孙日复一日挖土移山。他说，山不会
加大增高，人却子孙无穷，只要持之以恒，总有
一天会把大山搬走。
　　这就是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的寓言故事

“愚公移山”。这则故事的发源地，就是被称为
愚公故里的河南济源。如今王屋与太行两座大
山依然巍峨耸立，但人们同外界的互联互通业
已实现。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愚公移山最早是见于《列子·汤问》的一则古老
寓言，讲述的是愚公锲而不舍、挖山不止的故
事，诠释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的优
秀传统文化基因。
　　愚公移山在济源人骨子里，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精神支柱。“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它的发源
地可能也不止一个地方，但老愚公就是我们济
源人。”济源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马东海说。
提起愚公，济源人更习惯在这个词的前边加个

“老”字，透着故乡人特有的亲切。
　　 1945 年 6 月，抗日战争进入了夺取最后
胜利的重要关头，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题作
了党的七大闭幕词，号召全党“下定决心，不怕
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愚公移山精神
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引领。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愚公移山精神在
济源有着更多更生动的诠释。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饱受蟒河肆虐之
苦，济源人民自备干粮，用镢头、铁锹和箩筐一
点点驯服蟒河，一度成为全国和友好国家学习
的榜样。
　　 20 世纪 60 年代，济源人民在一没专家、
二没材料、三没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凭着“愚公
移山”的韧劲，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人工天
河”——— 引沁济蟒渠。为纪念那段历史，后人曾
把引沁济蟒渠改为愚公渠。
　　进入 21 世纪，济源人民用 8 年时间，相继
修建布袋沟、天坛山、大峪东山等供水工程，解
决了 14 万山区人民的饮水难题；在多石少土
的南太行山上，“扎针绣花”，石上种树，造林 10
多万亩，让荒山变成了林海。
　　从传说走进现实，愚公移山精神凝结成了
济源城市精神，成为城市的奋斗底色。2017 年
开始，济源将每年 6 月 11 日设立为“愚公移山
精神纪念日”。走进济源，愚公移山城标、愚公
移山群雕和愚公路、愚公村等带有鲜明地域特
色的印记随处可见。愚公移山干部学院、愚公
移山精神纪念馆等，更成为传播愚公移山精神
的主阵地。

　　在王屋山脚下的愚公移山红色教育基地
极目远眺，王屋、太行二山，层层叠叠，连绵不
绝。大山巍巍，似在诉说当年愚公移山的动
人一幕。
　　已故济源籍诗人王怀让，曾在他的诗作

《一个今天的遥远的故事》中写道：“我们的感
觉，感觉这个故事很真实，它就发生在我们身
边；我们的视觉，视觉这个人物，很生动，你就
生活在我们中间。”
　　一则寓言，一种精神，传承千年。愚公移
山精神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了济源的
城市精神。

  四渎之一，一条被封“公”封

“王”的河

　　济源，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
　　进济源，就是进了太行、王屋的深处。前
人除了骑马或驾车，还有可能驾河而来。
　　河叫济水。古济水与长江、黄河、淮河并
称“四渎”。《尔雅·释水》中记载：“江、河、淮、
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四渎”，
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四条由西向东、独流入海
的河流。在古代，天子为表功德或祈福，往往

会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五岳和四渎便是最
主要的祭拜对象。
　　历史上，这条河被唐玄宗封为“清源公”，
宋徽宗封其为“清源忠护王”，元仁宗封其为

“清源善济王”。
　　可这么细的济水，怎么能与长江、黄河、
淮河一起并列四渎呢。
　　唐太宗也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他问大臣
许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水甚细
而尊四渎，何也？”
　　许敬宗这样回答：“渎之为言独也，不因
余水独能赴海也，济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
而尊也。”意思是说济水虽然细微，却能独流
入海，济水这种不达于海誓不罢休的顽强精
神，就是它始终位列四渎的原因。
　　在古人看来，济水很神奇、神秘，一直有着

“穿黄不浊，三伏三见”的说法。越黄河而不
浑，遇高山而不馁，平原而出，绝地则伏，一路
三隐三现，坚韧不拔。人们崇尚济水这种“出
浊水而不染”、虽小却奋力独流入海的顽强。
　　但这样的回答，还不能全面地解释济渎
被尊奉千年的理由。济源籍作家姜燕认为，
关于济水的品质，从历代皇帝对济水的封赐
名号上也能略见，几乎所有的封号里，都有一
个“清”字。这个“清”，一方面阐述了济水水
质之清，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古人老早就从
济水身上衍生出的一种“清洁高尚”的情怀。
　　中国古代文字中关于济水较早的记载应
该是《诗经》：“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
浅则揭。”描绘出济水四季清流的模样。
　　《春秋说题辞》和《风俗通》则直接用通透
直白的两句话将济水尊到一种人格高度：“济
者，齐也，齐其度量也。”“济，齐也；齐，度也，
贞也。”清流如许的济水，早在春秋时代就被
人们认为是一条有礼有节、张弛有度的河水。
　　白居易在济水源头咏唱：“自今称一字，
高洁与谁求。唯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在
诗人眼里，亘古洪荒中，再没有比济水更高洁
的河流了。
　　让人可惜的是，1855 年，黄河铜瓦厢决
口，造成黄河第六次大改道，夺济入海，济水
从此消失。但在济源，济水仿佛一直都在，潺
潺不息。
　　作家王剑冰曾写道：我知道皇帝是敬山
的，却没想对一条水也如此敬重。实际上，济
水一天都没有消失，黄河什么模样，它什么模
样。当黄河两岸欢唱丰收的时候，济水或在

暗处笑着。

  上下七千年，一座被历史“选

中”的城

　　让济源人津津乐道的，远不止这一山一
水一精神。
　　历史是眷顾济源的。
　　早在 7000 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
裴李岗、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见证着古城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久远的历史；夏、商、周，这
里均是京畿内地，成为那个时期皇家钟情的
后花园；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这里曾数度分
封侯国；隋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之后，历
代帝王皆在此或设郡、或设州、或设县，使这
里成为享誉一方的“富邑”。
　　在济源，还能够见到中华创世神话传说的
许多原型物：女娲补天的五彩石、银河谷，抟土
造人的黄河、黄土、娃娃崖，皇帝祭天的天坛
山，大禹治水的八里霞，神农采药的药柜
山……
　　济源境内的古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其
中，夏都原城遗址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满足
人们对夏朝的猜想。轵国故城兴于战国，盛
于秦汉，曾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沁河
栈道，延绵百里，至今犹可想见当年转运粮
草、战马嘶鸣的场景。横亘于黄河王屋山间
的北齐长城，上演过无数次刀兵血刃争夺战。
枋口古代水利设施，至今仍在发挥着惠泽利
民的作用。
　　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济源始终没有
被薄待。
　　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藏就有
40 多种。拥有亚洲最大的铅金冶炼基地和
中国最大的白银生产基地，白银年产能 3600
吨。“济源白银生产最早可以追溯到 300 多
年前的明末清初，相传在太行山南端万山丛
中的姑嫂山，人们开山挖矿，提取白银等金
属。”马东海说。如今，济源有色金属产业产
值将突破千亿元。
　　年关将至，这个豫北小城家家户户已经
开始张罗起来，在济源人的年货清单里，食物
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而济源人对吃的讲
究，从出土的文物可见一斑：西周兽面纹铜
尊、汉釉陶烧烤炉、汉代宰羊陶俑、汉代鱼鸭
池……这些足以满足人们对古人年夜饭的
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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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凤双、邹大鹏、黄腾、王建

　　建县百余年的望奎，从未想过会以这样一
种方式闯入人们视线。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人们似乎很难在中国最北省份黑
龙江的地图中，一下就找到这个偏远的小城；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这个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
农业县，应该正热闹地准备迎接农历新年，而
不是按下“暂停键”。
　　生活中没有如果，只能直面风雨慷慨前行。
为什么是望奎？望奎究竟发生了什么？望奎战

“疫”留下哪些思考？在这片正被疫情煎熬的土
地上，我们穿过历史与文化的碰撞，一起寻找
答案。

曾经“三不通”

　　开车驶抵望奎，远远就可看到县城的仿古
牌楼，“双龙城”三个繁体大字古香古色。
　　根据《望奎县志》记载：望奎，遥望“卜奎”之
义。商周以前属肃慎，清入关，地属索伦围场，厢
白旗二佐设“卡伦”。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
1897 年）地域解禁，汉人移居，垦荒设“井”。
　　这一年，望奎两百公里外的哈尔滨，还只是
中东铁路松花江畔的一站。中东铁路工程局一
年后才由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迁到哈尔
滨，开启国际化步伐。
　　 1906 年，因县城有头道和二道乌龙沟，
望奎最初曾取名“双龙城”。由于地处高岗，可
以遥望到卜奎（今齐齐哈尔）的狼烟，故又称望
奎，并于 1918 年正式改称望奎县。不过，当地
民间对望奎还有另一种解释，奎是廿八星宿之
一，主文运，取期望人才辈出之义，早年间当地
还有一座大庙，邻县乡贤也多来祈求文运。望
奎确实出过不少名人，革命家林枫 1927 年就
曾回乡宣传共产主义，散发进步书籍，播下革
命火种。
　　这些年，当地很多人还是习惯自称“双龙
城”，他们觉得这名字有历史的厚重，更有黑土
龙腾的美好愿景。与黑龙江其他县份明显不同，
初入望奎，你会被这些村镇名字吸引，既有黄、
白、红等八旗颜色，又有一二三四的数字，还有

《论语》中恭、宽、信、敏、惠等传统文化元素，比
如正白前头村、厢黄后三村、恭头一村等等，这
些满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融遗存，也让这片
水土多了文化韵味，诗词之乡、书法之乡、剪纸
之乡、皮影之乡等文化烙印将小城浓墨装饰。
　　当地村民讲“老礼”，很多人家都留有族谱，
逢年过节都要祭拜、写春联、相互拜年、走亲访
友，有的结婚还遵从满族文化风俗习惯，对婚礼
非常讲究，一般要举行三天，即“三日婚”，第一

天“响棚”，第二天“亮轿”，第三天“正日”。与此
同时，当地也遗存了先辈的渔猎文化和勇武之
气，表现为豪侠之义，以及对自然和规则的
抗争。
　　望奎县作为曾经的大兴安岭南麓特困连片
区县之一，隶属于绥化市。绥化，是黑龙江省中
部的地级市。《诗经》中，《小雅·鸳鸯》有云，“君
子万年，福禄绥之”，“绥”为安好、安抚之意，《周
颂·桓》也有“绥万邦，屡丰年”的记载。“化”则为
造化、教化之意。绥化，在满语中也有“安顺吉
祥”之意。
　　可是，偏于一隅的望奎，怎么就成了疫情的
风险焦点？疫情如何从望奎波及绥化和全省
多地？
　　望奎位于松嫩平原与兴安岭西南边缘的过
渡地带，总面积 2314 平方公里，辖 10 镇 5 乡
109 个行政村 655 个自然屯，总人口 50 余万。
　　过去，这里是“三不通”县城——— 不通高速、
火车、飞机，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如今，只通了高速，依旧不通火车，驱车从哈尔
滨市来此，下了距离县城最近的高速公路口，还
需再开半个小时。但是，这并不妨碍它通过国
道、省道和乡道与近邻的青冈、绥棱等县城相
通，站在恭头一村的高岗上，晴天还可以远望到
绥化市的高楼。
　　传统农业县以种植为主，望奎地理位置不
佳，气候条件一般，当地百姓基本生活虽有保
障，但传统农业的短板曾使不少人徘徊在贫困

线边缘，2016 年全县贫困发生率达 6.64%。
　　穷则思变，穷要闯路。望奎盛产各类农产
品，但附加值低，带动百姓增收能力有限，外
出打工成了谋生选择。据不完全统计，当地外
出务工人员曾占城乡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
　　近几年，望奎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特别是聚焦瓜子、啤酒、酱菜、
火腿肠等常出现在火车车厢里的食品，打造

“车厢经济”产业链，提供了不少县城就业岗
位，一些青壮年回乡。
　　 2018 年 8 月 9 日，望奎正式退出贫困
县序列。截至 2019 年底，望奎县贫困发生率
降至 0.6% 以下。

“闯出去”恋着“回来聚”

　　黑土地上的东北人，骨子里流淌着一股
子“闯”劲。随着清朝取消这片“龙兴之地”禁
止汉人移民的法令，全面放开垦荒，大量山
东、河北等地移民“闯关东”来此，寻找生的希
望和富的渴望。百余年后，为了追求美好的幸
福生活，后辈们又一次次地向南“闯”。
　　然而，无论走得多远，乡愁这根线，总是
牢牢地拴着东北人的心。国庆、元旦、春节三
个假期，是返家的高峰。
　　回乡后，一年不见的老邻近亲，总要走动
走动，扎堆热闹热闹。每个村屯里，沾亲带故
的乡土情结，让关系变得复杂又简单。北方的

人情社会，除了你来我往的走动，更多的则在
“办事”的场面，即是否有人不远千里赶回捧
场，来吃酒的乡邻亲友是否够多等等。何谓

“办事”？婚丧嫁娶是也。
　　在外打工一走一年，在地里耕耘一年才
能“猫冬”，所以“办事”大多选在年终岁尾，容
易聚起人气，也方便许久不见的叙旧。2020
年初疫情严重时期，望奎此类聚集几乎绝迹，
但随着防控进入常态化，一些婚丧宴还是没
能避免，成为疫情传播的风险点。
　　 1 月 11 日晚，黑龙江省绥化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称，截至
1 月 11 日 20 时，绥化市新增新冠肺炎无症
状感染者 26 例，均为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
村民，首例无症状感染者王某鹤转为确诊
病例。
　　望奎县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大
多有聚集聚会聚餐行为，具有高度的关联
性和聚集性。绥化市绥棱县和北林区病例
也与望奎县的病例相关联。望奎县较早被
确诊的患者王某龙，是王某鹤的父亲，去年
12 月 29 日、30 日到邻近的绥棱县连续参
加两场婚礼，几天后的 1 月 3 日又参加了
一场聚餐。望奎县农民李杰说，年底农村聚
集性活动较多，有的村民最近甚至参加了
三四场婚礼。
　　目前，望奎县惠七村李景华屯和佳兴小
区已被及时封控，全县已停止举办聚集性活
动，线下教育机构、娱乐场所、个人诊所一律
关停，养老机构实施封闭式管理。人们在“聚”
中品味的不再是快乐，而是疫情的危险和
苦涩。

双龙城按下了“暂停键”

　　钟南山院士曾不止一次公开预警，2020
年至 2021 年的冬春之际，新冠肺炎有在局
部地区暴发或感染者增多的可能。中国疾控
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指出，到了冬
季，当温度低于 0 摄氏度，所有物体都可能
变成冷链，成为新冠病毒的载体。
　　聚集的人群、密封的环境、寒冷的空气，
无疑加剧了黑龙江及北方多地疫情防控难
度。绥化市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晓波说，黑龙江
冬季最低气温动辄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更适
宜新冠病毒传播。无症状感染者具有长期潜
伏、发现难、秘密传播的特点，导致病毒传播
范围较广。
　　“返乡人员太多、流动性大，我们也不能
强迫每一个人去自费做核酸检测。只要健康
码是绿色的，我们也没办法采取更严格的措

施，这种‘地雷’防不胜防。”当地一位村干部
告诉记者，总想着这些人员在外地车站能顺
利上车，就说明没啥问题，而且去年年初疫情
形势那么严峻咱这也没啥事，今年就有点麻
痹大意了。
　　去年村屯哨卡撤后，防疫的“前哨”一直
还在，本轮疫情中望奎县第一个被发现的无
症状感染者王某鹤，就是到当地医院孕检时，
在就诊患者“应检尽检”环节被排查出来。儿
子张某某和父亲王某龙，作为其密切接触者，
也被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
　　家住望奎县佳兴小区的王某鹤，曾乘坐
其父私家车到惠七镇惠七村李景华屯父亲家
中，而其父此前曾赴邻县绥棱参加婚礼。随后
惠七镇的一次聚餐，将疫情放大。目前，通过
流调发现，确诊的王某鹤与其他 45 名无症
状感染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继望奎之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
溪区、伊春市大菁山县、哈尔滨市呼兰区等
地，均出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除
黑龙江在全省范围开展风险人员排查外，北
京、河北、吉林等地也在加紧织密防控网。
　　自 1 月 9 日晚王某鹤核酸检测结果呈
阳性后，绥化市和望奎县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全县实行封城、四门落锁，所有小区村屯封闭
管理，对王某鹤曾就诊过的望奎县人民医院
全面消杀。绥化市也关闭火车站候车大厅和
进站通道，公交车、长途客车、通乡通村客运
车辆全部停运。天寒地冻中，防疫人员和志愿
者，在方舱医院、社区卡点坚守，汇成一股股
暖流。
　　黑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方庆伟表示，下
一步黑龙江省切实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哨
点作用，重点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针
对近期农村疫情频发、防控能力偏弱问题，建
立县乡村三级指挥体系和分片包干机制，加
强农村地区外来人员排查管控，有针对性对
返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严控婚丧嫁娶、酒席
宴请、棋牌娱乐等各类人员聚集性活动，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
　　双龙城按下了“暂停键”，这已经不是黑
土地第一次经受疫情的考验。但这次考验似
乎来得更加猛烈，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冰天雪地里
淬炼的东北人，更懂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
远吗”的道理。
　　战“疫”在“望”，来不及抱怨，来不及感
伤，战斗还在继续。当病毒肆虐发出“你瞅啥”
的挑衅，我们能做的不是“瞅你咋地”，而是科
学的“请你远离”，然后悄悄地在心里告诉自
己：老铁，挺住！

游客在河南济源愚公移山红色教育基地参观（2020 年 6月 30日摄）。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1 月 15 日，志愿者在望奎县华腾园小区内值班。
                    新华社发（张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