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运河和里运河交汇处

的灯塔广场，记者看到的是水

平岸阔，感受到的是极目天

舒。穿运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华

告诉记者，社区因运河穿境得

名，去年以来，社区从亮化绿

化、垃圾清运、道路平整等方面

发力，全力助力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大运河百里画廊建设。

在河下古镇景区，河下社区党

总支书记朱培超告诉记者，当

前尚庐书院、文楼早茶点、茶

巷、民宿馆群、立面道路改造等

项目正在精心建设。建成后，

景观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设施

也更加便利。

社区就是景区。这一切变

化，老居民方向东看在眼里。

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方向东，用

镜头记录了前后变化。“一个是

外在变化，社区环境更加整洁、

设施更加便利；一个是内在变

化，居民的文明程度在提高、幸

福感和获得感在增强。”方向东

说，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居民在

镜头里的笑容。

幸福河下，不只是口号，更

是追求。在全国文明村螺蛳街

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宏向记者

展示着“幸福河下”APP——群

众线上“下单”、网格员“接单”

模式，高效的服务模式实现了

党员服务群众的零距离。

从平安建设延伸到社会治

理，再到拓展公共服务，河下街

道正在探索构建社区党组织领

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

务企业等多方联动的“1+3+N”

红色物业体系，全力推动党建

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互

融互促。

“我们一直努力跟上时代脉

动，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这一根本宗旨，建设幸福河

下，为群众谋幸福。”武志说。

“穿越”河下
4月19日，前一夜的春雨，将河下古镇的石板路洗刷

得愈发古朴。站在湖嘴大街的一头，两侧古色古香的建筑
与古朴的石板路似乎形成了一条狭长的时光隧道。走入其
中，仿佛有了穿越之感。

隧道这头，是千年古镇如今的复兴；隧道那头，是千年
古镇曾经的繁华。作为有着约2500年历史的古镇，河下
形成于春秋末期，明清两代出过67名进士、123名举人、12
名翰林，素有“三鼎甲齐全”之称。走在石板路上，你能想象
到的是当年的人声鼎沸，看到的是两侧林立的商铺，触摸到
的是发展的脉搏。

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我们
不禁要问，曾经何以兴盛，如今因何复兴，未来奔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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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

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

移至西湖嘴上头。”明代诗人邱

浚在《过山阳县》一诗中这样描

述当年河下的繁华。

河下之兴，源于运河。春

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在

河下（时称末口）与淮河相接。

后来，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

江淮水路，河下发展成重镇。

明清时，河下是淮北盐集散地，

大批外地盐商云集于此。

时光雕刻的石板路便是例

证。据说，运盐船空船后，因载

重减轻，不少桥又太矮，船过不

去，于是就装些石头压舱。后

来，压舱的条石运到河下铺设

成了石板路。

石板路也如同一根线串起

了古镇中如珍珠般宝贵的古

迹。吴承恩故居、沈坤状元府、

吴鞠通中医馆、梁红玉祠……

一个个古迹也是河下悠久历史

最生动的写照。一个个古迹背

后是历史上鲜活的人物。《西游

记》作者吴承恩、抗倭状元沈

坤、温病学家吴鞠通、女中豪杰

梁红玉……都诉说着河下的人

文鼎盛。地名也是河下繁华的

写照。花巷、茶巷、竹巷……每

一条古巷都有过动人的故事。

这些都积淀成了河下古镇厚重

的历史文化。

●在这里追忆千年旧时光

“2021年以来，我们全力配

合大运河百里画廊项目建设，

突出古镇保护与复兴，精心修

缮各类文化遗存，强化对老建

筑、老街区的整体保护和活化

利用。”河下街道党工委书记武

志告诉记者，在延续古镇格局

与肌理、彰显厚重历史底蕴和

丰富文化内涵的同时，他们着

力还原老淮安场景业态，力争

重现千年古镇的繁荣盛景。

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时尚

在这里交融。百年文楼，因文

人时常在此聚会而得名，是河

下古镇深厚历史文化的典型代

表。淮安市文楼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行政主厨陈飞告诉记者，

文楼汤包、软兜长鱼、开洋蒲

菜、文楼涨蛋等特色菜肴让游

客流连忘返。文楼汤包、文楼

涨蛋被中国烹饪协会认定为江

苏省名小吃，被列入江苏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与百年文楼门对门的是刚

开业一个多月的铁炉咖啡。老

板王先荣是一名“80后”，曾经

在北京、上海从事互联网工

作。一年前回到家乡淮安，经

过多番寻觅，在河下开起了咖

啡店。店名来自于一款知名的

网络游戏。“咖啡和古镇的气质

很契合，氛围感很棒。”王先荣

说，古镇人气不错，开业一个月

的营业额令他很惊喜，也给了

他扎根下去的底气。

作为盐商后代的张洪斌，

世代居住在河下古镇。开着充

满河下元素的民宿、经营着名

为“河下往事”的公众号、编辑

着《河下往事》丛书，张洪斌的

生活离不开河下。“民宿一年接

待游客1万多人次，他们都很好

奇古镇的前世今生。我所做的

这一切都是想把河下往事、淮

安故事讲好。”在张洪斌看来，

深厚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值得深

挖的富矿。

武志告诉记者，千年古镇

的古韵和现代都市的时尚，赋

予了河下街道强大的发展张

力。河下街道将通过续写千年

古镇风华，丰富河下艺术文化

生活，提升古镇消费场景，赋能

河下发展与人居美好生活。

●在这里触摸新发展脉搏

●在这里感受满满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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