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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叶落化泥，回归初始。

这是大自然的轮回。

廊坊开发区内，一个个企业如同细

胞一般构成了一个整体，上家的废弃物

是下家的原料，第二家的产品正好又是

第三家的必需品……废水、废气、废渣，

这些看似累赘的东西，在工业园区不同

企业间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回归和谐，

奏响了一曲和谐的乐章。

一

我们就像那一车马铃薯似的，经过

好多道严格的消毒程序，才让进到车间

参观的。

车间里很安静，没有机声隆隆、热

火朝天，只有一排排不锈钢管线或粗或

细地深入地下和伸入房顶。管线始终

以平行线的排布在车间里穿行曲折，绝

对没有凌乱和交叉，也没有斜出的旁门

左道。横平竖直，在莹白色的灯光下，

不锈钢管线闪着银光，清洁明亮，不染

纤尘。很少见到工人，一切操作都在中

心控制室，电脑掌控：温度调节、干湿度

调节、物料投放、调料配比、质量检测、

产品包装等，包括我们进入到车间的什

么位置，中心控制室都了如指掌。

看似冰冷和寂寞，殊不知，管线内、

罐桶内、密封箱内却是“水深火热”“刀

光剑影”“你追我赶”“浴火重生”的世

界。带着泥土气息的马铃薯在这里经

过挑选、水洗、去皮、水洗、切片、水洗、

烘烤、烹炸、调味、塑形、装袋……十几

道工序后，就变成各种喷香美味的薯

片，进入世界各地。

马铃薯变薯片的过程，有多条复杂

的生产线，有着纷繁的用水回收系统。

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中水和蒸馏水，

中水、蒸馏水和自来水都会回收用于马

铃薯的去泥清洗、去皮清洗。什么水用

于什么环节，都有严格要求和标准。

好丽友公司每天消耗马铃薯150

吨，那每天要用多少自来水呢？满产是

800吨，平时都在600吨以上。如果把

两次中水循环计算在内，日用水量超过

2000吨。这个数字可不小。

带着泥的第一遍清洗用水去了哪

里呢？好丽友公司对水处理循环系统

进行升级改造，使水质稳定达到一级A

景观用水标准，用于企业冲厕、绿化、冲

洗厂区，排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

每年，他们因为水循环节约自来水6万

多吨，节约成本50多万元。对于企业

来讲，节约了成本就是增加了效益。对

廊坊来说，同样也是生态保护贡献。

除却水循环利用，好丽友公司可圈

可点之处，还在于每天产生的15吨污

泥有了好去处，每天产生的1.5吨马铃

薯皮也有了好去处。

部门经理杨万庆自豪地说，他们的

楼顶是太阳能供电系统，车间里还有余

热回收系统。企业已经迈进绿色工厂

的行列。

二

水，人类的生命之源。科技现代化

发展至今，水已经成为工业生产的命

脉，广泛地用于能源、制造、化工、冶金、

造纸、纺织、炼油、加工等行业。生态工

业示范园区建设中，废水仍然位列废气

和废渣之前。解决了废水的处理问题，

环境保护便成功了一大半。其他的废

渣、废气也要通过水的清洗和稀释等技

术性处理，实现无害化。

普通人肯定想象不到，一个牛奶制

品企业，竟然会是廊坊开发区用水第一

大户。

为了解开疑惑，我跟随环保部门来

到廊坊伊利牛奶制品有限公司。

“梁工，您有快两年没有到我们这

里了吧？”

“是啊，虽然我没来，但是你们的状

态我都清楚着呢。”一见面，宾主之间的

微笑透露出真诚和友善。梁工，名叫梁

春丽。她是企业的常客，作为环保部门

工作人员，如何为企业绿色发展保驾护

航是她和同事们昼思夜想的事情。政

企同心，才能闯出一条绿色之路。

参观伊利牛奶生产线不用像在好

丽友公司那样“全副武装”，在二楼可以

居高临下隔着透明玻璃将车间看个明

白。办公区域中间是6条超高温生产

线和14条灌装生产线。回形的办公区

域避免了夏天高温照射和冬季寒冷侵

蚀，使得中间区域温度相对稳定，恒温

处理成本也相对较低。

“这些管线里大部分时段都是流动

的牛奶。牛奶在接收存入原奶仓后，

需要经过分离、巴氏杀菌、均质、超高

温杀菌、无菌灌装、包装等工序，才能

加工成各种奶制品。但是这些牛奶经

过的管线和奶仓的使用周期都有严格

的要求，达到生产使用周期后需要进

行停机清洗，设备清洗也要按照标准

进行，保证设备处于安全状态。我们

坚守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这条底线，

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廊坊伊利负责人介绍。

伊利公司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用

水量在1800吨左右，而冲洗设备的水

不能回收重复冲洗。这些水怎么办？

在伊利公司厂区西北，我们看到了

最后的水处理系统，那个管口不论春夏

秋冬，流出的都是27℃的恒温水，按国

家标准经过严格处理后，带着伊利人的

热情和温馨流向了另外几家企业，继续

发挥着它们的效用。如果是冬天，这些

水还会经过取暖管道再从这里排走。

“给你们5毛钱一吨的中水，干不

干？”当开发区环保人将这个信息介绍

给从事汽车制动器加工的卢卡斯公司

和从事涂料生产的阿克苏·诺贝尔公司

时，两大厂家非常高兴。

这两家生产企业也是用水大户，

每天用水量都在200吨以上。前者是

用于切削液勾兑及货架冲洗，后者是

用于冲洗搅拌罐。而厂区绿化使用了

伊利公司处理后的中水，减少了新鲜

水的用量。工业用水9.3元/吨，用中

水0.5元/吨，成本每吨减少了8.8元，

而伊利公司排出的水完全符合他们的

部分用水要求。

双方都节约了成本，还实现了水循

环使用的生态环保要求，水资源也得到

了充分利用，一条生态链条的搭建，使

得生态园区内的水资源循环利用起来。

三

梁春丽和几个同事是1997年到开

发区的。那个时候，除了数平方公里的

起步区外，到处都是沙荒地，周围村庄

林立。刚开始“筑巢引凤”，只要不是高

耗能高污染，不分企业性质，来了就

好。远不像现在，软硬件具备，“入驻”

的环保门槛更高。那期间，在行政审批

中心设置了环保窗口，他们成为行政审

批窗口的环保工作人员。

二十多年来，开发区环保人不管职

务和身份如何变化，当某个企业生产不

符合环保要求时，他们总是及时出现在

现场，和企业一起分析原因，帮助他们

找上游的原材料问题，找下游的物料使

用厂家，及时进行改造升级。

2011年，开发区环境保护局成立

后，他们以超前的思维站在环境保护第

一线：环境保护，目的不是处罚，而是引

导和服务。数百家企业日夜不停地运

转，他们就常态化地开展巡查，有时候

是白天查，有时候是晚间查，发现一家，

整改一家。

为促使企业最大限度利用资源，

最大限度减少生产排放，提高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尽可能地为企业提供

更多更好的服务，开发区实行了“环境

保护奖励补贴”政策。2002年开发区

拿到 ISO14000 国家环保认证，2009

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2007年，开

发区开始探索国家生态工业园示范区

创建，2018年3月经过评估验收，被正

式命名为河北省第一家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十年磨一剑，当取得这一

殊荣时，他们的心沸腾了，但他们也知

道，肩上的责任更重了，生态工业园建

设发展中，各种生态红线都是对他们

的最低要求。

廊坊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

主战场，聚焦了以现代商贸物流、电子

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主导的实体产

业。开发区现有各类工商企业累计

6000家，其中的重点企业分布在什么

街区，什么性质，生产多少产品，产生多

少废水、废气、废渣，还有噪音，都有一

本环保账、布局图。

“其实，环境保护就是循环经济产

业链的有效延伸，实现能源循环、生态

循环，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能源的浪

费，减少污染，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工业

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可持续性的和谐

发展。”这是每个开发区环保人的共识。

四

走进廊坊城西的一处树林，一垄垄

泥土偎依在一排排柳树下，掀开垄上覆

盖的毛毡，黝黑的泥土中钻出一条条红

亮的蚯蚓。

这是廊坊市臻集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800亩蚯蚓养殖场。总经理刘汉

波，本来办着一家家具企业，多年前，企

业发展遇到瓶颈，他很是着急。听朋友

闲聊，得知可以用污泥养蚯蚓的信息，

决定再起一摊，先期投资200多亩地，

潜心钻研蚯蚓养殖技术，这一钻研不要

紧，得到了乐趣，尝到了甜头。

刘汉波办养殖场得到了廊坊开发

区相关企业的认可，以每吨160元有偿

处置费用支持他全年21000吨污泥，这

些污泥有来自好丽友公司的下脚料，还

有来自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等企业的有

机污泥。这些废渣、污泥成为蚯蚓生长

的最佳饵料，处理后的污泥还可加工成

有机肥料。如果刘汉波将800亩地满

产养殖，全年需要200万吨之多，“胃

口”巨大。

蚯蚓在湿润和阴凉的环境里繁殖

极快，生长极快。别看这些小家伙柔

柔软软，吃起污泥来，不怕“撑坏肚子

撑坏胃”。从小米粒大的虫卵到10厘

米长的成虫只需要1个月。养殖场日

消耗污泥1300多吨，每天可收获蚯蚓

1吨多。

工业处理污泥，传统的办法大都是

焚烧法，但这个方法处理成本极其昂

贵，焚烧1吨的成本是5000元。不少

地方采用填埋处理，成本降下来了，但

是土地污染隐患又上去了。或者是把

污泥交给有资质的单位去处理，处理费

用依然很高。蚯蚓养殖让污泥有了好

去处，蚯蚓吃过污泥排出的粪便，还是

田里上好的农家肥、有机肥。在刘汉波

的规划里，从蚯蚓养殖延伸开去，花卉

观光、绿地宿营、采摘养生、少儿研学正

逐一实施，污泥处理又延展出新的自然

生态产业链。

五

生态环保，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生

态环保，指标要求方方面面；生态环保，

不能突破任何底线。

我们通过好丽友公司、伊利公司、

臻集公司的几个画面，可见廊坊开发区

环保工作的潜心探索，也足见廊坊开发

区环保人的艰辛。在说到今日之成就，

开发区环保人都谦虚地说，这是几代开

发区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勇争

一流、探索创新的结果。

车行在廊坊开发区宽敞的马路

上，整个城区绿树掩映，鸟语花香。蓝

天白云下，阳光旖旎，满眼的花红柳

绿。让流水回归江河，让泥土回归大

地，这是现代化工业园区最和谐美好

的生态循环。

回归和谐
□谭国伦

沧州的风裹着运河的水汽漫上来

时，我正站在南川楼的石阶前。青灰色

的砖缝里嵌着几星苔痕，檐角的铜铃在

暮春的风里轻晃，恍惚间竟似摇碎了六

百年的光阴。这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

古楼，此刻正以一种温柔的姿态，将历

史的褶皱与现世的烟火，一并叠进运河

的波光里。

拾级而上时，指尖触到栏杆上被岁

月磨得温润的木纹。明嘉靖十一年的

那个冬天，当长芦盐运使司的官员们决

定在此建楼时，大约也未曾想到，这面

阔三间、高十丈的建筑，会成为运河畔

永不褪色的注脚。楼前的“南川胜览”

匾额，虽经后世修缮，却仍带着几分古

意，仿佛在轻声诉说着当年盐商云集、

文人雅聚的盛景。

遥想古代，沧酒的醇香曾顺着运河

飘向四方，而南川楼正是这酒香的最佳

见证者。文人墨客登临此处，总爱凭栏

远眺，运河如练，自天边蜿蜒而来，商船

载着盐粮与故事，在桨声灯影里穿梭。

明代诗人曾在此留下“运河东去绕孤

城，南川楼上暮云平”的诗句，那笔下的

运河，是“千里通波连南北”的壮阔，也

是“舳舻相继画中游”的诗意。他们看

河面上白帆点点，看两岸田畴如画，看

炊烟在暮色里升起，将一腔情怀都融进

了这悠悠运河水。

站在楼内，目光掠过雕花木窗，忽

然就跌进了历史的记忆里。六百年前

的运河，该是怎样的模样？那时没有钢

筋水泥的桥，只有木舟轻摇，橹声欸乃；

没有轰鸣的机械，只有纤夫的号子，在

两岸间回荡。盐运的船只载着帝国的

财富，从这里启程，经天津、通县，直抵

京师；沧酒的酒坛摞在船舱，随着水波

轻晃，将沧州的声名远播。

我试着想象古人凭栏的视角：春

日里，运河两岸杨柳堆烟，新燕啄泥，

农人在水畔播种，孩童在滩头嬉戏；盛

夏时，荷叶田田铺满河面，渔舟破水而

过，惊起满池涟漪；深秋里，芦花似雪

漫天飞，商船披着夕阳归来，船舷上还

沾着未干的露水；隆冬时，河面结了薄

冰，唯有楼前的铜铃依旧响着，为这寂

静的冬日添几分暖意。那些文人笔下

的“运河八景”，或许就藏在某片波光

里，某缕炊烟中。

如今的运河水，依旧在南川楼前流

淌，却早已换了模样。凭栏下望，只见

河水清冽如镜，岸边的芦苇随风摇曳，

偶有白鹭掠过水面，惊起细碎的光斑。

沧州人对这条辖区内216公里的运河，

终究是怀着深情的，他们清淤疏浚，让

河水重归澄澈；他们植绿护岸，让两岸

焕发生机；他们修缮古迹，让历史有了

栖身之所。

沿着运河漫步，可见亲水平台上，

老人坐在长椅上，看孙子在草地上追着

风筝跑；健身步道旁，年轻人骑着单车，

风掀起衣角，带着几分惬意；古桥之下，

游船缓缓驶过，船娘的歌声混着水声，

飘向远方。运河不再只是运输的要道，

更成了沧州人的“母亲河”，是他们晨练

时的微风，是傍晚散步时的星光，是周

末亲子游的乐园。

最动人的是运河畔的文旅新景。

曾经的老粮仓改造成了运河博物馆，玻

璃幕墙映着蓝天白云，里面陈列着漕运

的老物件，诉说着运河的前世今生；古

码头旁建起了非遗市集，剪纸、漆器、武

术表演……沧州的文化根脉，在烟火气

里渐渐清晰。每到节假日，运河边总是

热闹的：孩子在非遗摊位前驻足，老人

在戏台上听一段梆子，游客在古楼与新

桥间穿梭，用镜头记录下此刻的光阴。

暮色渐浓时，我再次登上南川楼。

风依旧在吹，铜铃依旧在响，只是楼下

的运河，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但有些

东西却从未改变，比如沧州人对运河的

眷恋，比如文人登楼时那份“思接千载”

的情怀。

看如今运河两岸，青砖灰瓦的民居

错落有致，新修的步道串联起一个个公

园，生态湿地里芦苇荡随风起伏，水鸟

在浅滩觅食。沧州人说，这运河是“活

着的遗产”，他们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

中创新：为了护河，沿岸企业搬迁，污水

管网改造，生态补水工程让河水四季长

流；为了兴文，运河文化节年年举办，诗

词书画里尽是运河的影子，就连那沧酒

的酿造技艺，也成了非遗，在运河畔续

写着新的传奇。

站在楼头，一艘游船驶过，船窗里

飘出欢声笑语。忽然想起明代诗人登

楼时的感慨，六百年光阴流转，运河依

旧是沧州的魂，只是这魂里，多了几分

现世的安稳与热闹。当年的盐商或许

不会想到，如今的运河不再肩负沉重

的漕运使命，却成了滋养一方的“生态

带”“文化带”“幸福带”；当年的文人或

许不会想到，他们笔下的运河诗意，正

以另一种方式，在沧州人的生活里徐

徐铺展。

离开南川楼时，夜色已深。回头望

去，古楼的轮廓在灯光里若隐若现，运

河的水依旧在静静流淌。忽然觉得，这

楼、这河、这人，原是一体的。古人在此

望运河，望的是生计与情怀；今人在此

望运河，望的是乡愁与未来。而那不变

的，是中国人对土地、对河流、对光阴的

敬畏与热爱，是藏在血脉里的，对“诗意

栖居”的永恒追寻。

且登斯楼吧，看运河水汤汤，流过

古今，流向未来。看两岸人家，在这悠

悠河风中，把日子过成了诗，写成了画，

也酿成了，一坛醉了千年的沧酒。

登南川楼
□侯兴锋

父亲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前，白发苍苍

的老教授热情地挽留父亲留校做他的助手，可父亲婉拒了教授

的美意，他说：“家有未婚妻，还等着我回去完婚。”父亲的好哥

们深为之惋惜，劝说父亲：“目不识丁的村姑，哪里配得上你？

留在省城，什么样的好姑娘找不到。”父亲说：“我读书离家这些

年，全靠未婚妻照顾爹娘和弟妹，我可不敢忘了恩负了义。”

从小我就知道，母亲不识字，闹了不少笑话，但父亲从来没

有嫌弃过母亲，甚至连一个厌嫌的眼神都没有，相反总是宽厚地

一笑，耐心地给母亲讲解各种知识和道理。不仅如此，父亲还在

结束了一天紧张繁重的教学工作后，不厌其烦地教母亲识字。

后来，母亲认识了3500个常用汉字，读书看报全不成问题。

父亲对妻子温柔宽厚，对儿女也极其慈爱。无论我们犯

什么错，父亲从来不曾疾言厉色地训斥，更没有粗暴地动过拳

脚，总是和颜悦色地给我们讲道理，之后便垂头不语，似乎犯

错的人是他，理应受到责罚的人是他。父亲的神情比打骂更

让我们愧疚，我们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争气，给父亲争光，让他

以我们为荣。这也促使我们兄妹三人从小养成了自尊自强的

性格，并因此受益终生。

由于父亲在教学上取得突出成就，几年后被提拔为县一中

的校长。那时，教育资源匮乏，很多孩子都上不了一中。每年

中考过后，总有乡亲恳求父亲帮忙，父亲总是尽己所能地帮助

他们。乡亲们都感念父亲的恩德，买来烟酒酬谢父亲。父亲总

是摇摇头拒绝：“孩子想读书是好事，是关系到他一辈子的大

事，只要他好好读书，不给我丢脸，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多年

之后，一个曾得到父亲帮助的学生在南方做生意发了财，他带

着昂贵的礼品来看望父亲。父亲说：“如果你有心，就多多为家

乡作贡献。”在父亲的启发鼓励下，他连续多年奖励家乡考上二

本院校的孩子每人2000元，在他的激励之下，家乡有好多孩子

考上了名牌大学。

一年寒假，父亲上街办事。看见一辆马车飞驰而来，车夫

把帽子压得很低，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认出了他是学校的教

工。父亲还看见马车上放着一个铁炉子，不禁心生疑窦。开学

后，后勤主任来报说一间教室里的炉子丢了。父亲问了一下丢

炉子的大致时间，恰好是那位教工值班期间。父亲一下子明白

了。由于大家都怀疑是那位教工监守自盗，都主张报警。但父

亲不同意：“年轻人难免一时糊涂，如果被警察抓住便是一生的

污点，他的前程就毁了。”于是，父亲找来那位教工问他生活上

有什么困难，学校会尽量帮助他，可千万不要做糊涂事。年轻

人很羞愧，连声说：“老校长，对不起，我错了。”第二天，丢失的

炉子就出现在教室里。

2019年6月3日，84岁高龄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无法承

受失去父亲的痛苦，我陷入万念俱灰的泥潭中，丧失了生活的

信心和动力，浑浑噩噩，萎靡不振。

一天清晨，我从睡梦中醒来，突然想到如果父亲泉下有

知，一定对我的颓废不满意，一定会骂我没出息。于是，我振

作起来，决心把父亲对亲人的爱和对世界的善意传递下去。

从此，父亲成了我人生的楷模，我的一言一行都尊崇着父亲的

教导，努力成为像父亲一样满怀爱意和善意的人。

父亲·楷模
□张燕峰

不必追问

这阵风来自何方

它掠过田野

拂过荷塘

让麦浪翻涌成金色的诗行

给每片叶子都染上蓬勃的光

看啊

白云在风中舒展翅膀

蝉鸣是夏天最热烈的掌声

溪流顺着风的方向流淌

把清凉送向远方

无需徘徊

莫要彷徨

夏风带来的不只是热浪

还有勇气

即使烈日当空

也敢把梦想点亮

迈开脚步吧

迎着风的力量

让青春在这个季节肆意生长

夏风的信笺
□杨丽丽

汽笛扯破黎明的静谧

行李箱的滚轮碾过梦的边缘

母亲站在老树下

目光将离别的路，铺成无尽的思念

她的手，在风中微微颤抖

似要抓住什么，却又松开

那些未说完的叮嘱，被风卷走

散落在我身后的旅途

故乡的炊烟，是她的牵挂

袅袅升起，缠绕在心头

我像一只风筝，越飞越远

线的那头，始终系着她的守望

当异乡的月光，洒在窗前

我抚摸着旧行囊上她缝补的痕迹

才明白，母爱是一场无声的目送

我用背影，回应她的深情

远行
□陈敏

（（报告文学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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