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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巩本勇
说到马踏湖，大家可能第一

时间想到的是它那如画的美景
和流传千古的传说。但你知道
吗？在这美丽的湖泊背后，有一
个超级重要的角色——— 那就是
预备河。这条河流啊，可是马踏
湖区的“笑点担当”和生态守护
者啊！

你别看“预备河”这个名字
听起来像是个随时准备上场的

“备胎”，实际上它在马踏湖区的
地位可是举足轻重。首先呢，作
为排水主干道，预备河得负责把
湖水排出去，防止洪涝灾害。想
想看，如果湖水泛滥成灾，那马
踏湖的美景可就大打折扣了。
所以，预备河就像是湖区的“排
水大师”，时刻准备着解决这个
大问题。

再者呢，预备河还是调节水
位的关键设施。马踏湖的水源
主要来自于乌河、孝妇河、猪龙
河等多条河流的汇集。你知道
吗？马踏湖区的生态系统可复
杂了，得有个稳定的水位才能保
证生态平衡。而预备河就像是
湖区的“水位调节师”，时刻关注
着水位变化，确保湖区生态系统
稳定运行。

话说回来，你知道这条河流
为什么被命名为预备河吗？哈
哈，这背后可是有一段有趣的历
史啊。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人们为了更好地管理和调
控马踏湖区的生态系统，就人工
开挖了这条河流。当时它还没
有正式的名字呢，只是被人们戏
称为“预备河”，寓意着它随时准
备为湖区的生态系统保驾护航。
没想到这个名字一传十，十传
百，就这么传开了，最后竟然成
了它的正式名字。

预备河自西往东流去，你知
道它的发源地在哪儿吗？那就
是华沟村，桓台县最大的行政
村，现有人口8000多人。乌河、
孝妇河、猪龙河等河流汇集马踏
湖后就到了终点，唯独这条预备
河是起点，也就是源头。这条河
流流经桓台县起凤镇、博兴县锦
秋、湖滨、店子三个镇（街道），最
后在广饶县石村镇北贾村西北
角入境东行。在大码头乡义和
村，预备河汇入反修沟，继续向
东流入小清河，这简直就像是一
场“河流的接力赛”！

在桓台县境内，预备河的长
度达到了8公里，流域面积更是
高达122.2平方公里，几乎覆盖
了马踏湖的核心区域。这条河
流不仅是桓台县马踏湖、博兴县
麻大湖的主要排水出口，还是渤
海水系小清河的支流。它就像
是马踏湖区的“交通枢纽”，连接
着各个重要节点，确保了整个地
区的排水畅通无阻。

为了更方便地管理湖区的
水位和排水，官庄沟北面新建了
一座较大的三孔石拱桥。这座
桥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水陆交通，
还为湖区的景观增添了一抹亮
色。往北走不远，就是预备河的
入口了。这条河流由西向东横
穿马踏湖，在夏庄村东出境流入
博兴县境内。

在桓台县境内，预备河上还
建有钢混大桥和节制闸呢。那
个新建的节制闸可是个大家伙，
长20米，拦水高度4米。这个节
制闸设计得可精湛了，由上游连

接段、上游铺盖、闸室段、消力
池、海漫等部分组成。它就像是
一个精心设计的“笑点”，给湖区
的生态系统带来稳定与欢乐。

要是你沿着预备河环湖公
路往西走，还能看到两座年代久
远的水闸桥呢。虽然这两座水
闸桥已经不再使用了，但作为古
桥梁遗迹，它们仍然保留在预备
河上。那苍老的容貌啊，仿佛在
诉说着历史的变迁和湖区的发
展。这些古老的水闸见证了湖
区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也见证了
湖区生态和经济的变迁。

小时候，我多次到过这儿，
有一座水闸桥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这座桥啊，就叫做“团
结二号闸”。两边绿树成荫，站
在这儿，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像昨
天才来过一样。这座闸桥横跨
预备河，看上去真的非常漂亮，
也很有气势。那时候，河水哗哗
地流着，闸桥就像个守护神一
样，稳稳地立在那儿。

但这些年啊，马踏湖进行了
升级改造，预备河也拓宽了不
少。虽然这座团结二号闸没有
被拆除，保留了下来，但现在它
只占有河道的一半，已经不能起
到控制水流的作用了。虽然它
不再承担水利工程的使命，但形
体基本完好，南端也用石头砌
筑，和原来的风格保持一致。现
在啊，它更像是一处景观，给马
踏湖增添了不少风采。

你知道吗，这座团结二号闸
建于1973年。桥是用青石和水
泥砂浆砌筑的，桥洞有四个，上
部都是拱形的。水闸桥的上部
是水泥预制板，栏杆也是水泥预
制的，上层栏杆是钢制的，木质
闸板，看上去真的很有年代感。
而且啊，水闸桥上还有许多标
语，那些字写得苍劲有力，都是
用水泥制作的，现在基本上都保
存得好好的。你仔细看，露在外
面的每一块石头，都经过精雕细
琢，有规则地布满錾子留下的花
纹，真的很有艺术感。

每次走到这儿，我都会想起
小时候的那些日子，那时候的河
水、那时候的水闸桥，都历历在
目。现在虽然它已经不再是水
利工程的一部分，但它依然是马
踏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让人流
连忘返。

水闸桥在水利工程中可是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啊。它
们能够控制流量、调节水位，满
足灌溉、发电、航运、水产、环保、
工业和生活用水等多元需求。
在马踏湖区啊，水闸桥更是不可
或缺的存在。

如今的预备河马踏湖区段
啊，除了新建的钢坝桥外，往北
进入夏庄七村还有座年代久远
的九道闸门的水闸桥呢。这座
水闸桥采用石头墩子混凝土桥
结构，既具有水闸功能，也作为
通行桥梁使用。它至今仍在使
用中，为当地居民的出行和湖区
的排水发挥着重要作用。

姥娘家在对岸博兴县锦秋
街 道 麻 大 湖 畔 的 一 个 小 村
庄——— 段家村。在我的童年记
忆里，每逢节假日，母亲总会牵
着我的小手，沿着那条蜿蜒曲折
的土路，步行前往姥娘家。那条
土路沿着猪龙河岸延伸，途经华
沟村，绕过崔家村，然后东行进
入博兴境内的西闸村。再走过
三四个村庄，我们便抵达了目的
地段家村。

在这条路上，最让我们兴奋
的莫过于马踏湖和麻大湖的接
壤处，那里流淌着这条预备河。
它的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树木，这
些树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野
果，我们时常能够摘到甘甜的野
葡萄、富含营养的山药豆以及珍
贵的芝麻。在预备河的岸边，还
有几间看坡的房子，当地人称它
们为治安屋子。每当我们走得
累了，便会向里面的大爷讨水
喝，那里成了我们临时的歇脚
之地。

当然，除了步行，父亲有时
也会选择撑溜子陪我们前往姥
娘家。在鱼龙湾的主河道往北，
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宛如一片翠
绿的海洋。我们顺着河北行，一
路上欣赏着芦苇摇曳的美景。
然而，当我们到达预备河时，却
不得不停下来。因为预备河是
东西走向的，我们需要将溜子拖
上岸后放入河里，接下来，我们
将再次执行这一步骤，即将溜子
从河里拖上岸，然后再放入河
里，继续前行。

我们像做游戏一样倒腾着
溜子，这样的过程虽然有些繁
琐，但对小孩子来说却充满了乐
趣。一路上捉苇雀、掏岛蛋、拔
芦笛、吹苇笛、戴柳帽、逮鱼
虾……欢声笑语中，我们不知不
觉就到了姥娘家。回想起那些
美好的时光，我深感童年的快乐
与纯真。那条通往姥娘家的路，
不仅是一段旅程，更是一段美好
的回忆。

所以啊，下次你去马踏湖
游玩的时候，别忘了去拜访一
下这位生态守护者——— 预备河
啊！它可是湖区的“笑点担当”
呢，一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看点
与满足！

探秘马踏湖——— 预备河
□ 仇绪芳

五月，落英带走了春天。
朗澈的天空如一湖碧水，清
爽的空气中流动着一种微醺
的温情。

五月，绿了桃李，飘了柳
絮，槐花白，桐花紫，碧荷穿
上了霓裳，莺雀轻吟着夏的
流韵。嫩绿、浅绿、翠绿、粉
绿……绿得浓密，绿得晃眼，
挤在一起，重重叠叠。微风
作为它们的舞蹈指挥，风一
吹，所有的绿就按着节拍翩
翩起舞……于是，风绿了，雨
绿了，连太阳的光也绿了！
这是何等的壮观，又是怎样
的沁人心脾。

在五彩缤纷中，一帘清
风，将云写成丝丝缕缕的诗
行。水清山黛，氤氲着祥和
与宁静。躺在初夏清凉的怀
抱里，徜徉在郁郁葱葱中，在
飘着袅袅绿云、湛蓝澄净的
天空下，品着用文字酿的绿
色美酒，绿的海洋接连着绿
的天际，“芳草连天碧，风来
自然香”。看月季、蔷薇相继
开放，榴花映红满院的霞彩。
凌霄花、喇叭花在篱笆上跳
舞，阡陌碧野中浓浓的麦香
穿过时光的缝隙迎来了晨
曦，墙内杏树上的杏儿绿中
透着微黄，葡萄架上一串串
翡翠般的绿珠，聆听着黄雀
在绿叶中轻唱着抒情曲。

我喜欢这种淡到极致的
美，款步有声，舒缓有序。我
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享受
着造物主的赐予！

五月的景致，几分妩媚，
几分婉约。远处的山，近处
的水，路边的树，河边的柳，
公园的花，绿地的草，遥相辉
映，彼此衬托，构成一幅天然
的山水画卷，把人间渲染到
极致。行走在纤尘五月，寄
情一场烟雨，遣怀一缕清柔，
寄语一页纸笺。于微雨红尘
处，赏一抹山水的灵气，让风
儿吹去满心的疲惫，让云儿
拂去眉间的烦恼，于妙曼的
旋律中，用温婉的文字不断
充实自己纯情寂静的灵魂，
任时光之笔，在岁月的银笺
上写下生活的美丽。

五月，那年五月，是一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嵌入了我
一生的记忆。干热风刮遍了
中国大地，理想膨胀、血脉偾
张，在青春亮丽的心田里，种
下了燥热与沧桑，也见识了
人间的高尚与龌龊。在无助
中，钻进诗书那晶莹的城堡
中，用诗的玉液清洗灵魂，抵
御夏的燥热和庸俗。

我终是凡夫俗子，离不
开尘世的烟火气息，无法逃
离红尘羁绊，不能“心如明

镜，不染尘埃”。但我亦希
望，可以沾染佛前一朵白莲
的素洁与清雅，一路行走，屏
祛无法抵挡的沧桑和无法预
知的风雨。

于喧嚣中握一把岁月的
沧桑，品一杯友情的纯酿；于
时光深处，留一抹眉宇间的
浅笑，静静聆听诗文的呼唤。
用默默的灵犀解读深念的文
字，伴着一轮又一轮清莹时
光，抒写人生的美丽。伴着
扉页上飘起的墨香，在心神
相依的时空里温馨恒久。

流年，是一首无字的歌，
生命中，有遗忘，也总有不舍。
信念、友谊、希望——— 那么深
刻，又那么温暖。光阴，虽已
逐渐淡漠了以往，一路走来，
我却一直都用心对待着身边
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

又是一年五月。在轻盈
的树荫下，与挚友相对而坐，
手捧香茗，享受着心灵的交
融。多数时候，我们是沉默
的，任一种叫做喜悦的情绪
划过心湖。友谊，是心灵间
的一种感应。无需牵强，无
需躲闪，无需柔情蜜意，一切
尽在心与心的牵动；友谊，是
思念中的一种呼唤。隐于无
形，诉于有声，一切尽在灵魂
的融汇。

人生如四季，苦乐交织，
喜忧参半。五月，我们在天
籁鸟鸣中释怀，卸下负重行
囊，摘下心灵枷锁，欣赏芳菲
旖旎，感受自然生机。感恩
生命，相伴美好时光，带着微
笑，迎接旭日朝阳，把酒临
风，宠辱皆忘，拥抱清静
自然。

这个五月，在晨光夕阳
里，一介农夫，满头银霜，走
阡陌，卧林泉，看流云无声，
听溪水潺潺，“村溪静守花
开，更序不劳鸡报”。

人生几度沧桑，一任岁
月疏狂，阅尽炎凉百味，白发
苍颜何妨，莫笑夕阳！

这个五月，没有什么不
堪回首，只有为一生奋斗和
奉献的庆幸。这个五月，懂
得了人生的真谛，不在乎宿
命，只享受，拾级而上的轻松
与欢畅，以及登上顶峰那一
刻的知足与快意。

三月桃夭，五月香槐。
五月，春深，夏浅，芳草未歇，
榴花已绽。于这个五月，闲
暇的日子里，我独坐小院，拥
一怀月光，蘸一束花香，品食
着文字，于淡淡茗茶的氤氲
中，书写心中丝丝缕缕的思
念和过往。

五月，灵动与生机相伴，
朝气和希望相依。

五月，收获夏的热烈，播
种秋的希冀。

灵动的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