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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古人的智慧折服

治河故事笔耕不辍

杨义堂曾在原济宁市孔子
文化节办公室、济宁市文物局等
单位工作，他的创作随工作岗位
的变动而变化。在创作《大运河》
之前，杨义堂的另一部文学作品

《大孔府》就曾大获赞誉。身处孔
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他
的这两部作品分别代表着儒家
文化和运河文化。

2012年年初，杨义堂调到济
宁市文物局工作，参与京杭大运
河济宁段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
工作，并经常实地考察文化遗产
保护状况。“第一次看到大运河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我被深深地
震撼了。”杨义堂说，作为15世纪
的水利枢纽工程，它地处京杭大
运河的“水脊”，元代的京杭大运
河因为水量不足而断航。明成祖
朱棣定都北京后，为保障京城的
物资供应，决心恢复元代因黄河
改道而淤积断航的京杭大运河。
民间河工白英建议工部尚书宋
礼在大汶河戴村修坝，引汶河水
至南旺再分流南北，这才有了南
旺分水枢纽工程。

“它是集引水、蓄水、分水、
排水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工程，
集中呈现了古人的聪明智慧，而
且许多做法沿用至今。”杨义堂
表示，他走遍了京杭大运河济宁
段所有申遗点段，感受到治河的
艰难，治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和
大自然斗争史，其中既有可歌可
泣的人物，又有荡气回肠的故
事。“作为文化工作者，于是我想
出一本书，讲好治河故事、展现
古人智慧、传承运河文化，同时
为京杭大运河申遗助威。”

《大运河》就取材于明代永
乐年间治河的一段历史，宋礼、
白英所设计的大运河戴村坝和
大运河南旺枢纽，解决京杭大运
河如何越过运河“水脊”等系列
高难度问题，带来北京城明、清
两代的繁荣，也带来济宁、聊城、
德州等我省一批京杭大运河沿
岸城市的兴旺。书中点赞大运河
南旺枢纽的伟大之处，赞叹了劳
动人民治理大运河的智慧，曾获
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工程
奖。

为了写出历史味儿，杨义堂
读遍明代小说，还从当地民俗当
中去考察，也有了诸多新发现。

“在写《大运河》的时候，我曾多
次到汶上南旺镇的宋庄、白庄村
实地采访，村民说这两个村的人
不能结亲，而且误以为他们的祖
辈有世仇。后来我查阅地方志，
才知道这两个村庄的人是宋礼
和白英的后裔。当年，宋礼为了

请白英出山治河，与其结拜为兄
弟，兄弟的后代不能结亲。所以
在《大运河》中就有了宋礼、白英
结拜、共同治河的感人故事。”杨
义堂说，书籍出版后，他带领两
个村庄的人一起到京杭大运河
边共祭治河功臣，他们消除误
会、释却前嫌。

创作期间，杨义堂还挖掘了
“水浒牌”等，这是当时济宁的市
井文化，大运河畔的许多地方也
是他创作灵感的来源。“书中有
一段写宋礼第一次来济宁开河
剪彩，街头巷尾人头攒动，使得
来济宁看望他的女儿被挤下了
河，一个青年军官跳河救人，许
多老百姓纷纷从商铺里伸出竹
竿搭救。”杨义堂说，这样的场景
正是他在竹竿巷闲逛时看到街
边商铺里摆卖的长竹竿而联想
到的。在他看来，《大运河》虽然
写的是两岸的风土人情，更是写
劳动人民治河的聪明智慧以及
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运河畔的苏禄王墓
见证中外文化交流

丰富的生活和工作阅历，赋
予杨义堂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广
阔的创作视角。2017年，杨义堂
的第二部大运河文学作品《北游
记：苏禄王传》出版。

“我在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沿
线调研时发现，德州有一处苏禄
王墓，明代苏禄国(古苏禄国是
今菲律宾的一部分)国王来中国
交流，返程途中不幸病逝。这座

王墓很有文化意义，他是发生在
京杭大运河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的见证。”谈起创作初衷，杨义堂
表示，海上丝绸之路和京杭大运
河是苏禄王来华的必经之路，这
部作品不仅融入他熟悉的运河
文化，更折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
史意义。

《北游记：苏禄王传》取材于
明朝永乐年间，南洋苏禄群岛的
东王巴都葛巴哈刺在郑和下西
洋的感召下，带领着340人的大
型使团来大明交流的史实改编。
书中的东王克服重重困难来到
中国，受到永乐皇帝的接见。在
回国途中不幸病逝，其长子回去
继承王位，其他两个儿子和一些
女眷留在德州守陵。此后，东王
的后裔子孙和当地人民和谐相
处，繁衍出庞大的中国苏禄王后
裔家族。苏禄王是中国和菲律宾
传统友谊的象征。“这部小说，是
中国当代文学界向‘一带一路’
倡议贡献的一份厚礼。”中国作
协原副主席黄亚洲曾这样评价
说。

在写作过程中，杨义堂坚持
采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叙事
风格，塑造故事中个性鲜明的人
物形象，通过探讨重要历史人物
的人生抉择，展现人物的内心及
家国情怀。在这部作品中，沿着
苏禄王当年的航线，他全面研究
了东亚各国的历史和民俗文化，
研究中国航海史，由此来建构故
事，所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物、事
件都符合当时的历史情景，把苏
禄王来中国的种种奇遇写得摇

曳生姿，展现京杭大运河及沿线
重要城市的历史风貌。如今，这
部书依然是德州苏禄王墓景区
的礼物和靓丽名片。

在苏禄东王访华的故事背
后，不难看出，京杭大运河与海
上丝绸之路这两条文化纽带的
重要性。“除了苏禄王外，从隋唐
至明、清时期还有朝鲜、日本等
数十个国家的数百名使者通过
京杭大运河进入京城，许多来自
国外的物产、器物和珍奇也都是
通过京杭大运河传遍大江南北
的。”杨义堂说，随着科技、交通
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两条重要的
文化纽带所发挥的作用虽不如
以前，但它们是流淌的中外文化
交流“长河”，也是中菲友谊的历
史见证。

影视剧的视角画面
讴歌坚守运河良知

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保护规划》的实施，我省也
在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
线、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
能布局，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
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
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主题展
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
升传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
工程。

当前，济宁在建的河道总督
署遗址博物馆被我省推荐为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全省唯一标
志性项目，其展览馆、遗址保护
等工程正在建设中。机遇难逢，

杨义堂第三部以大运河为主题
的长篇传记文学《河道总督》也
将于今年年底出版。这部小说讲
述了明朝著名的治河专家潘季
驯4次治河的曲折故事，展现他
带领的治河团队矢志不移、注重
科学、关爱民瘼的顽强精神。

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中，杨义
堂没有写帝王将相，也没有写官
场宫斗，而是紧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起源、传承和复兴主题，
挖掘散落在历史隐秘角落中的
历史人物故事，通过文学创作，
讲运河史，述原汁原味中国故
事。

杨义堂还结合时代特色、艺
术形式的拓展和先进文艺理论
的突破，大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他用现代影视剧的
视角和画面感来呈现故事，给读
者塑造更丰富的想象空间。作
品重在刻画人心深处细微的善
恶，歌颂历经苦难之后坚守的
良知。他还偏好悲剧美学，让作
品有矛盾冲突、有思想碰撞，展
现主人公的伟大与坚贞，用悲
壮震撼人心。在《大运河》中，白
英治河八年，最终累死在去北
京领赏的船上。《北游记：苏禄
王传》中，苏禄王千辛万苦来到
大明，得到大明皇帝的赏赐，但
在回国路上不幸去世。在《河道
总督》中，潘季驯4次治河，最后
因为大水逼近了皇祖陵而被朝
廷下令退休致仕，没有得到谥
号和葬仪。

大运河文化传承，任重而道
远，杨义堂乐此不疲。今年9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遴选16位大
运河文化推广人，杨义堂名列其
中。“在我看来，大运河是一条

‘活着的河’‘文化的河’，古往今
来无数动人故事在运河两岸发
生，充满了烟火气。京杭大运河
既满足了沿线地区经济、生活需
求，也繁荣了不同国家、区域、民
族之间的商贸、文化交流。它是
一代代运河人不畏艰险，开凿、
疏浚、修缮、治理的成果。历史
上，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在运河水
患时挺身而出，一个个治水良策
也是民间智慧的集中体现。”杨
义堂认为，弘扬运河文化也是在
弘扬中华民族坚毅果敢、顽强不
屈的精神。作为大运河文化推广
人，他将继续用文学作品展现大
运河的历史文化价值，讲好中国
好故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
兴贡献文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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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的杨义堂。

转作风树正气

刀刃向内出实招

成立机构，建章立制。跃进
港挂牌成立纠风肃纪办公室，成
立工作专班，负责日常纪律纠察
工作，形成内部“明察暗访”、“四
不两直”工作机制，将利剑悬于
高处，震慑歪风邪气。注重建章
立制，把制度建设贯穿于纠风肃
纪整治全过程，强化组织保障，

用制度约束权力、规范行为，进
一步织密扎紧作风建设的笼子。
严格履行“三重一大”议事程序，
厘清权力边界，让企业经营全过
程运行在党的监督之下，全年研
究“三重一大”重要事项20余项
议题，实现党组织决策的制度
化、规范化和民主化。

畅通渠道，接受监督。多渠
道提升监督效能，打通群众监
督“最后一公里”。在码头前沿、
招待所、职工宿舍等人员密集

区设立举报信箱，保证纠风举
报渠道畅通，建立起了纠风工
作快速反应机制，成为维护群
众利益的“直通车”。定期电话
回访客户和职工，加强问责力
度，及时解决客户和职工提出
的各类问题。今年以来，查处违
规用电、越权指挥、煤质影响等
违规问题7起，接到客户和职工
电话30余次，所述所求都第一
时间得到了解决。

提效能促发展

深度融合谱新篇

强根固魂，提质增效。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
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跃进港始终
坚持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目标
同向、部署同步、工作同力，使二

者在企业发展中相互促进、深度
融合，依托“亦港亦贸”的金融供
应链服务平台，实现贸易收入远
超同期经营目标，全力打造集大
宗货物联运、钢材加工交易、粮
食物流贸易于一体的鲁西南内
河港口标杆企业。

党建引领，改革赋能。不断
探索混改企业党建工作方法，把
活动开展到业务上。通过开展

“打造千亿集团 我来担当我来
干”主题教育和“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主题党日活动，持续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围绕安全生
产，抓实“党员示范岗”“党员责
任区”建设，开展攻“山头”拔“碉
堡”攻坚克难专项活动。时刻关
注职工思想动态，建立“我为职
工办实事”工作机制，解决长期
困扰职工的“顽疾”，维护企业和

谐稳定发展。
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

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
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
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强

“根”固“魂”，跃进港犹如矗立在
运河上的红色风帆，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绵延不绝的
运河水，有通江达海的气魄，有
乘风破浪的憧憬，更有港航人逐
梦奋斗的美好未来！（济宁能源
发展集团跃进港 范栋）

党建创新展新颜，争创佳绩谋发展

矗立在大运河上的红色风帆跃进港
今年以来，跃进港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红色

引擎”助力混改企业同频共振、共情共生。在党建常规工作的基
础上，不断寻求新突破、新作为，以党支部书记创新工作项目为
抓手，开展“转作风、提效能、优服务”为专项行动，形成横到边、
纵到底的监督机制，杜绝“微腐败”行为，营造服务至上的经营管
理理念，进一步整顿干部作风、提升工作效能、优化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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