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共有中小型水库 152 座，
其中中型 10 座、小型 142 座。这
些水库大多数建于 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年久失修，病坏问题严重，
安全隐患突出，综合效益难以发
挥。2008 年开始，水利部启动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我市共有
143 座中小型水库列入国家除险
加固规划。

在具体工作中，市水务局充分
发挥行业职能作用，做深做细项目
前期工作，及时认真开展督导检查，

严格管理工程建设，积极做好各项
综合协调工作，有效保证了工程建
设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已完成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 118 座，计划到今
年年底再完成25座，届时我市中小

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将大头落
地，历年困扰防汛工作的水库安全
隐患问题将有效解决，同时水库的
灌溉、养殖、发电等综合效益将得到
更加充分发挥。 （陈亚辉）发展水利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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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惠济祠

位于淮安市淮阴区的码头镇，历史上曾经是黄河、淮
河、运河交汇之地，以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活动场
所为代表的寺庙文化在此聚集，特别是明清时期，这片弹
丸之地庙宇林立，蔚为大观。在这些庙宇中，最著名的就
是惠济祠。

康熙、乾隆曾亲临进香

惠济祠坐落于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码头村，曾是淮安市
道教重要的庙宇之一。

“明清时期，这里是黄、淮、运交汇之地。由于码头运河形
势险要，为了祈求平安，人们在码头建了众多庙宇，其中以惠
济祠规模最大。”淮安市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祁小东说。

祁小东说，惠济祠又名天妃庙，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公
元1506年-1521年），供奉泰山碧霞元君。说起惠济祠这个
名字还有一段故事：

惠济祠建成不久，明武宗朱厚照即于正德 14 年（1519
年）南巡。是年 11 月，武宗路经清口，见此地风景佳绝，惠
济祠地当形胜，便驻跸祠下。非常有意思的是，武宗一路上
不是撒网捕鱼，就是弹丸打鸟，所得鱼鸟皆赏赐臣下，而臣
下则献金献帛向武宗表示谢意，他在惠济祠自然也少不了

一番游娱嬉戏。武宗此次南巡，虽然没有给惠济祠留下匾
额或者其他什么赏赐，但当朝天子幸临祠下，惠济祠亦因此
而声名大噪。

明嘉靖初年，惠济祠又迎来了嘉靖皇帝的母亲章圣皇太
后。章圣皇太后巡幸路过清口，登临惠济祠，亲诣升香，并赏
赐黄香白金。不仅如此，章圣皇太后还取给予困苦的人们以
恩赐之意，题额惠济，惠济祠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清代，惠济祠又增设“妈祖娘娘”的神位，妈祖娘娘福
河济运，非常灵验，因此惠济祠备受皇帝与朝臣的崇敬，
尊行春秋致祭，列入祀典。康熙、乾隆皇帝曾亲临祠下，
虔诚进香。特别是嘉庆皇帝还将妈祖请进紫禁城大内御
园，隆崇之至，无以复加。盛名之下，惠济祠终年香客如
云，香烟缭绕。

祁小东介绍，惠济祠原有山门、前殿、大殿、篆香楼、碑亭、
回廊等建筑，占地2.5万平方米。清道光帝后，由于漕运转衰
与河道变迁的缘故，运河地位逐渐下降，惠济祠逐步淡出朝廷
的视野。后因水患，惠济祠开始损毁。20世纪40年代，由于
战乱，其中一部分建筑被毁。惠济祠原有两座石碑，右侧碑于
1958年被雷电击毁，后被附近居民敲碎，散落于各处。祠中
大部分建筑在“文革”中被彻底毁坏，只幸存左侧的石碑。

历史残存 勾勒当年盛况

时隔几百年，记者来到惠济祠，虽然没有见到
宏伟的宫殿与华丽的修饰，但是从散落在地上的瓦
砾中，也依稀可想象出当年惠济祠周围车马穿梭、
人声鼎沸的繁华。

现在的惠济祠遗址处，左侧依然矗立着乾隆
皇帝题字的惠济祠碑，历经数百年沧桑，碑上的
字迹已有些许模糊。碑的顶部和底座都有龙纹
浮雕，中间则是乾隆当年的御书。惠济祠碑正面
刻有乾隆御笔行书七律诗一首，背面刻乾隆亲拟
称颂康熙治水业绩的碑文，碑身高近 7 米，庄严而
威仪。

在遗址处，地上散落着许多石块，细看之下，不
少石块上有圆形的雕刻痕迹，内圈的雕刻纹路与中

间的小口都清晰可见，部分石块上还有明显的纹路走向。虽
然都只是一个个横断面，但是明显可以看出它们在当年是作
为柱子基石使用的。

“虽历经沧桑巨变，但历史的存在不可磨灭，惠济祠与众
多大运河沿线的历史古迹一样，也是大运河申遗和研究康乾
时期治河、导淮、济运的重要历史见证。”大运河申遗中国行活
动志愿者、洛阳宏进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营销部华中
一区营销总监童本琦说。

虽然现在残存的只有古遗址以及零落的瓦砾等物，但是
借以想象，似乎不难勾勒出当年繁华的画面：方圆百里善男信
女不辞劳苦前来进香朝拜，货郎小贩在此摆摊设点，不时拦下
香客夸赞着自己的货物。大街小巷，车水马龙，烟云缭绕。香
客的络绎不绝与惠济祠内的人声鼎沸，让惠济祠有了更多的

“人情味儿”。

“运河之都”的重要历史物证

“作为大运河淮安段的重要节点之一，惠济祠等丰富珍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生动、准确地展示着码头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成为淮安作为‘运河之都’重要的历史物证。”祁小
东说。

淮安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国家文物局召
开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会议上，淮安被确定为大运河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涉及城市之一，淮安共有淮安区漕运总督衙
门遗址、清口水利枢纽遗址两个遗产区入选，涉及淮阴区双金
闸、市区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堤和淮阴区码头镇的惠济祠、天
妃坝等多个遗产点。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淮安正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和
要求，实施清口水利枢纽工程、总督漕运公署遗址等遗产点修
缮和环境整治工作，建成大运河（淮安全段）遗产监测预警平
台。同时，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举办以“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为
主题的展览、展演活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
传，全方位向市民宣传大运河申遗工作，充分展现大运河的遗
产价值和良好的保护管理状况，营造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大运
河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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