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穆以族长的身份要求家族支持杨坚，使得有
不同意见的子侄不得不从。他的侄子李崇本来打
算响应尉迟迥的，后来李穆表明态度后，他叹息道：

“合家富贵者数十人，只此国家有难，竟不能
扶倾继绝，有何面目处在天地之间啊。”

但最后他在李穆的严厉督责下，最终还是服
从了家族的意志，参加了平定尉迟迥的战争并立
下奇功。

李穆给予杨坚的支持，远不止是庞大的家族
力量，最重要的是他给天下人树立了巨大的榜样，
直接影响到官僚贵族的人心向背，极大瓦解了尉
迟迥的力量。所以，当杨坚获悉李穆的态度后，异
常高兴，直呼李穆的支持不亚于十万雄兵。他立
即派李浑马不停蹄地前往韦孝宽处，告诉他这一
振奋人心的消息，以坚定其信心。

于谨远祖为北魏的开国元勋，是北朝胡人世
族。到北魏末年，于谨辅佐宇文泰奠基关中，为八
柱国之一，后来又支持宇文护建立北周，可谓北周
第一大功臣，其子孙任职内外，部属遍于天下。可
是，正因为如此，受到当政者的暗中猜忌，次子于
翼为宇文护所排挤，三子于义因直言上谏差一点
被宣帝问罪杀害。杨坚上台，自然尽力拉拢于氏，
给其长子于寔进位上柱国，任命为四辅官之一的
大左辅。当时，非周室亲王而任三公四辅的，仅于
寔和李穆而已。

对于杨坚的好意，于氏家族投桃报李。于翼
为都督幽、定七州六镇诸军事，幽州总管，雄踞河
北，尉迟迥遣使招诱他，被擒拿送京，使杨坚对东
方局势大松一口气，当即对他大加褒赏：封为任国
公。于翼顺势派儿子入朝上表劝进，深得杨坚欢
心。于家长孙于仲文任东郡太守，因为拒绝尉迟
迥的引诱而两度遭到围攻，三子一女被害，自己单
身逃回关中，杨坚为之泣下，旋即委派他为河南道

行军总管，随韦孝宽征伐尉迟迥，屡立奇功。
杨坚的手段高明啊。他笼络北周元老重臣与

尉迟迥对抗，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竟效节于杨氏，
使得尉迟迥失去了以勤王为号召的合理性，反倒
成了周室的叛臣。这一政治谋略的成功，获得李、
于二氏的支持与劝进而并为天下表率，实是一大
关键。可以说，杨坚的统战工作获得极大成功。

优化环境

与此同时，杨坚针对北周失去民心的弊政，实
行了一系列大得人心的措施。首先，革除宣帝时的
苛政。宣帝实施《刑经圣制》，百官稍有过失就被判
重刑，搞得内外离心，各求苟免。杨坚辅政，即行宽
大之典，作《刑书要制》，使人们不再生活在惶惶不
可终日的状态之中。再次，由静帝颁旨，复行佛、道
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者简令入道，北周文武百官
和百姓中，信奉佛、道者大有人在。恢复佛、道二
教，大得各界赞赏，更获得了宗教界的巨大支持。

再次，下令将宇文泰时期所赐的汉人鲜卑姓
一律改回原来的汉姓。北周时期，汉人占人口的
大多数，为了笼络汉人，弥合鲜卑任和汉族人的界
限，宇文泰就把立了战功的府兵或给鲜卑人当家
奴的汉人赐予鲜卑姓，当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北
周朝廷真把我们当自己人啊。杨坚辅政后，一律
取消汉人的鲜卑姓，恢复原来的汉姓。杨坚带头
将宇文泰赐给的姓“普六茹”恢复为杨姓，这表明
了汉族人不再是鲜卑人的附属，极大地提高了汉
族人的地位，获得了广大汉人，特别是汉人府兵的
支持，增强了汉人的归属感，受到了汉人的拥护：
我们自己的朝廷，我们就要自己保卫。杨坚的这
几项措施，点燃了人们重建清明政治的希望，对于
振奋人心，稳定大局，提高士气，具有不可估量的
作用。杨坚平定三方叛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尉迟迥也在做紧锣密鼓地做争取人心的工
作。他不仅拉拢北周豪强势力，而且北联突厥、高
宝义，南联陈朝，妄想借助境外势力为自己撑腰打
气，钳制朝廷。

对于尉迟迥借外谋乱，杨坚针锋相对。对突
厥，北周派遣汝南公宇文神庆、司士上士长孙晟送
千金公主突厥完婚。千金公主下嫁突厥陀钵可汗
虽是早就许下的，突厥的迎亲队伍也在长安等了
几个月，由于中间发生的事情耽搁下来，但这时北
周送千金公主出嫁还是表示出了对突厥的极大善
意，杜绝了突厥出兵攻打北周的借口。

北齐宗室范阳王高绍仪，从北齐逃到突厥，并
在突厥的卵翼下建立了小朝廷，所有在突厥的汉
人和其它少数民族都归他管辖。尉迟迥派使者联
络高绍仪，让他从北边乘势攻击北周，响应尉迟
迥。杨坚就又派建成侯贺若谊前去贿赂突厥佗钵
可汗，并且向他陈说利害，要求将高绍仪交还北
周。陀钵才开始有些不乐意，但看到北周这么诚
心，又是美女又是贵重礼物的，有些心动；再说了，
高绍仪不过是用来对付北周的工具，北周对我这
么好，我还要这个工具干嘛？答应把高绍仪交给
贺若谊，但又怕承担出卖高绍仪这个“朋友”的名
声，就假装约高绍仪到南面边疆打猎，让贺若谊带
人抓获了他。高绍仪被押回长安。这就瓦解了尉
迟迥连高抗杨的图谋。

南陈是北周的死敌。在这个特殊时期，杨坚
派重兵监视之，不挑战，不打第一枪，只要南陈不
挑事，两边平安无事，南陈进犯，则进行有限的反
击。

梁朝是北周的附属国，两国交往频繁，正在尉
迟迥、司马消难和王谦反叛的时候，梁世宗派遣中
书舍人柳庄带着书信入周朝贡，表达梁世宗对杨
坚的支持，也有暗中观察动向的目的。杨坚非常
重视。他亲自接见，极尽款待，倾心相交，介绍三
方叛乱的情况，然后说道：

“我以前做开府时，曾经随军到过江陵，受到梁
国国君的热情款待，使我终生难忘。时下天子年
幼，我受命辅佐朝政，梁国几代君主都忠于朝廷，我
们应当共同努力，使这种融洽关系继续下去。”

柳庄很受感动。
当时，梁朝众将帅竞相劝说梁世宗起兵，与尉

迟迥联合，认为这样做进可以对北周帝室效忠尽
节，退可以席卷汉、沔之地。梁世宗犹豫不决。适
逢柳庄回来，将杨坚的话告诉了他，并分析道：

“三国时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等人都是三
国有雄才大略的人，占据要地，拥有强兵，但都没
有建功立业，反而祸不旋踵，其原因就是魏晋挟天
子以令诸侯，占据京师，依仗大顺以讨叛逆，师出
有名。尉迟迥虽是著名老将，但已年老昏聩；而司
马消难、王谦又是极普通的人，都没有匡时济世的

才能；周朝的将相大臣，大多数只为自身打算，竞
相效忠杨坚。依我看来，尉迟迥等必将被消灭，隋
公杨坚必定会夺取北周政权，我们不如保境安民，
静观时变。”

梁世宗非常赞同柳庄有理有据的分析，同意
柳庄的建议。其他将帅也不再争论不休了。

杨坚苦心经营，但事态还在进一步恶化。尉
迟迥反叛后陨州总管司马消难以其管辖之九州八
镇叛周降陈，并将其子质于陈，来换取陈朝对他的
支持；益州总管王谦据其管辖的十八州起兵，同时
豫州、襄州和荆州三总管辖内的诸蛮各率部落造
反，焚烧村驿，攻占郡县。

司马消难原是北齐勋贵，是高欢的女婿，官拜
驸马都尉、光禄卿。出镇豫州。他风流倜傥，喜欢
沾花惹草，且贪财好贿，所以与公主失和，被御史
弹劾，内外交困，很是狼狈。齐宣帝对他又猜忌日
甚，吓得他赶快举州降周。周宣帝纳其女为静帝
皇后，他自己也荣升为大后丞，不久，以外戚身份
出镇陨州。他也是真正的国丈，与周皇室的关系
相当密切，但正如柳庄的分析，他是个文人才子加
公子哥，而非匡复周室之才。

另一反叛头目王谦则是北周功臣十二大将军
之一王雄之子。为人倒是谦恭，但只是平庸之辈，
沾了父辈的光才身居高位。他觉得自己家族世受
皇恩，对北周感恩涕零，感情深厚。杨坚辅政，他
曾奉表服从。刚把信送出去，他又后悔了，对自己
的行为深深自责。处在感情和现实的纠结撕裂之
中。当派入京师的使者回来，告诉了他京城的形
势后，他对杨坚想要篡权的行为十分不满，为北周
王室的衰微痛心疾首，想为周室做点什么，以报答
北周王室，即便不能匡扶北周，也要对北周表表忠
心。为了报恩，他决定举兵讨伐杨坚。他是个典
型的传统的正人君子。 （待续二十四）

XIN J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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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连连 载载

某天中午十二点钟光景，我从沟杨村修理三轮电
动车完毕，即启程返回驻地。刚出村头不远，就听到
一种刺耳的声音由远而近。我很不自信，这叮叮哐哐
不和谐的声音，莫非是自己的耳朵也出了问题，听力
出了啥毛病？也或许电动车哪里没检修到、部
件松驰、螺丝帽没给拧紧？带着诸多猜疑，于
是我下意识地停住车，下车想弄个究竟，搞个
水落石出。

车子停在了水泥马路的左侧。还在巡查
车部件的我没等回过神来，叮叮哐哐的响声越
来越大，一个劲鼓动、撞击着我的耳膜。我不
由自主抬头西望，一辆电动三轮车由一个妇女
驾驶着迎面而来，叮叮哐哐的声音随着车由远
而近也由大变小，问题一下子找到了根源。

我赶紧把目光投向了这辆擦身而过的三
轮车：车厢前部马扎子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
额头缠着条雪白的孝带，腰里扎着细麻绳头，
哭丧着脸，手里紧攥着根长长的尼龙绳子，绳
子末端耷拉在车后厢之外，牢牢地拴在了一张
锈迹斑斑的铁锨头的“裤子”上。车从野外往
家里开，锨头跟不很平滑、高低坑洼的水泥路
面接触，发生摩擦振动，就自然而然发出叮叮
哐哐的声响。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事情还得追溯到遥远
的古代，才能回答得清楚明白。

我国三千年前的周朝制定的礼仪中就有
丧葬的内容。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中，丧葬礼
仪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是衡量子女是否孝敬老
人的重要尺度。因此，自古以来，殡葬礼仪、丧
葬风俗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在民间流传广泛
久远。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说过：“生，事之以
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这是孔
子回答孟懿子问孝时所说的话。被奉为亚圣
的孟子也曾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
可当大事”。（《离娄下》）由此可见，人们对父母
丧葬的重视程度。于是，长期以来，在民间形成了一
套有关丧葬礼仪的繁文缛节，风俗习惯。儒家提倡的

“视死如生”的主张，更使人们在丧葬礼仪上唯唯诺
诺，兢兢业业，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得循规蹈矩，方才

心安理得。其中“煎糕”这一程序，就是丧俗中的众多
环节中之一。

民间长期流行家中老人正常死亡施行“三日丧
局”的习惯。老人咽气后入殓第三天就是出殡或曰送

葬的日子。午后起运灵柩前，死者的儿媳、
侄媳或闺女两个人，准备火柴、柴火、铲子一
把、一盘或碗，放入小许食油于盘或碗中，将
几块豆腐和点心等糕点食品置入盘或碗中，
再备一口鏊子，其正面朝下，将一条孝绳拴
住鏊子的一条腿，由身穿孝衣头裹孝带的女
子从丧家牵引，拖至村外墓地，然后将鏊子
放置掘好的墓穴中央，鏊子正面朝上，将带
来的食油、糕点和豆腐置其上，然后在鏊子
底下生火，用小铲子搅拌鏊面上的食品，将
煎过的糕点放入墓穴四角各一部分，剩余部
分铲进所带去的盘子或碗中由其中一个人
兜回，把鏊子仍然翻过来，底朝天搬出墓穴，
用孝绳拴牢其中一足，由另外那个妇女拽着
绳子，原路拖回家中厨房。将带回家煎过的
糕点放进丧家盛放粮米的囤或缸、瓮之中。
这个风俗的寓意：死亡的老人的棺材即将埋
入墓穴之中，家中负责做饭吃的女人预先将
煎过的糕点（上等饭食）放到阴宅里的跟前，
随时随地可食用，顿顿饭如此，天天一个样，
表示他（她）死后子女后人对他（她）的敬养
孝顺。将带回家的那部分煎糕放到囤或专
盛粮米的器皿中，据说凡当过祭礼品的物
品，均含有吉祥灵气，拿回家来自然显得给
带来吉利；“糕”又与“高”同声同音同调，按
照“同音即同义”的说法，“糕”即“高”，日后
生活有“步步登高”之意。粮米作为老百姓
最主要最珍贵的财富，过得大囤满小囤流，
丰衣足食，这不仅是生者的企盼，也是死亡
者生前的美好愿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世世代代的人们，在丧俗中都少不了这

一项内容，流传至今。
“人固有一死”。人的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

然法则。唯物主义者认为：死了，死了。人死如灯
灭。人死后既不可能复活，转世投胎，也不会新死为

鬼，更不可能死久为神。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小雅·小弁》）人不能对

父不敬仰，不能对母不亲爱。这是人之常情，天然合
理。追思慎远，怀念父母。这是人伦道德，自古使
然。而提倡对父母长辈“视死如生”那样侍奉赡养，似
乎有些过分，有点愚孝的味道。与其子女在父母死后
天天顿顿送吃送喝供养伺候，倒不如在父母生前尽可
多的尽一份敬老赡养的孝心，岂不更实际更可靠更应
该更有意义吗？父母活着的时候，儿女赡养不够，等
父母过世后纵然天天顿顿供奉珍馐美酒，除了表白孝
心诚意，或表示悔不当初，或为做样子给人看，或沽名
钓誉之外，还有什么有用的价值呢？

近几年，“厚养薄葬”的社会风气越来越浓厚，对
旧的丧葬风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破除了旧丧礼
中的不少繁文缛节。比如，土葬改为尸体火化，棺材
改为骨灰盒，家族式的墓地逐渐改为公墓，三日丧局
改为两天出殡，出殡减少了扎灵棚、聘乐队发喜丧，反
对借丧葬大操大办、借机敛财收贿，删去了送浆水、上
路、断阴阳草、招魂扬幡等许多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仪
式、环节。丧葬仪式普遍开成追悼会，节约、朴实、郑
重、短暂，极富人情味，极有值得提倡的价值、意义。

话说至此，再回头看一看丧俗中的“煎糕”一项内
容，是不是有画蛇添足之嫌？有六指子划拳——多此
一举的感觉？不管哪家出丧，如果把是不是混得米多
粮足、日子过得殷实富有、步步登高，像赌博押宝一
样，将赌注押在“煎糕”上，那就注定输净，竹篮子打水
—— 一场空！聪明的现代人，都纸糊的灯笼心里明：
倘若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没
有老天的风调雨顺，没有自己辛勤的付出和努力奋
斗，哪来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吃好穿好住好的小康
生活，吃着甘蔗上楼梯——节节甜步步高呢？

“煎糕”用的是鏊子，一种专门摊煎面食器具。而
铁锨则是铲东西或掘土的工具。它们之间风马牛不
相及。人们为了应付过时的风俗，竟不惜拿张破锨头
代替鏊子，拖在电车后头来回跑，这不滑稽可笑吗？
到了这种地步，“煎糕”的原始寓意已经荡然无存，无
影无踪！

说到这份上，“煎糕”这过时的旧丧俗不要也罢。
作者系城区居民

忌讳是在民间流行的特殊文化现象，有记载“入
境而问禁，入过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禁忌”是禁止
或抑制人们的信仰活动、社会行为的某种观念与做
法，是一种传统风俗。济阳境内流行的禁忌甚多，很
难尽数记述，现将流行甚广的忌讳汇集如下：

旧历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忌说水饺“破”，忌扫地
泼水，忌打碎碗碟，忌说不吉利的话，起床揉揉鼻子，
忌打喷嚏，忌说带“死”和“鬼”的话，初一早晨忌喊人
名，妇女忌动针线，车辆启动前要放鞭炮，如有新丧
（没过年的）初一早晨太阳不升起，不开大门，初五以
前不走亲访友。正月男女忌理发做头，忌病人死在床
上，临危者一般要将其扶起或坐于椅子上，停尸守灵，
忌鼠猪狗等动物近前或从尸体上越过，据说这样会

“诈尸”，入殓时，死者忌照天光，一定用被单罩着，尸
体、棺材忌停放他人门口，丧期忌穿着孝服到他人家，
在治丧后的“七七”期内孝子不准理发，守孝期不穿红
衣，不戴红帽，父母丧后百日内不能结婚，烧纸上香忌
喊他人名字，给死者穿寿衣时，忌眼泪掉在死者身上，
死者穿寿衣忌偶数，并忌带金属的东西。同姓同族不
通婚，结婚忌生肖相克，如“狗克鸡兔”，鸡兔的属性宜
在正月、七月嫁娶，蛇、猪两属性宜在三月、九月嫁娶，
马、鼠的两属性宜在五月、十月嫁娶，狗、龙两属性宜
在二月、八月嫁娶，婚嫁礼品忌单数，一年如果没有

“立春”这个节气，称之为“无春”或“隔年春”，此年忌
结婚。新婚之夜，忌说不吉利的话，孕妇不坐新娘的
床，新婚的前一夜忌空房，须有长辈住宿叫“暖房”，新
婚忌用洗拆过的被褥，结婚花轿不走重路，民间俗传
如走重路，男续弦、女改嫁，写信留言字迹忌用红色，
晚辈与长辈名字中的某一个字忌讳同音、同字，兄忌
与弟媳开玩笑或进弟媳卧室，坐席不能和少妇坐在一
起，借用别人家的药勺熬药忌主动送回，戊时忌动土，
酉时忌杀鸡，亥时忌杀猪，男人忌摸头，女人忌摸腰，
忌跨小儿头顶，俗传被跨的小儿长不高，吃饭时忌用筷
子敲击碗碟，敲碗碟是骂做饭人的行为，忌将筷子插在
饭碗中间或馒头上，因为这和灵前放“倒头饭”很相
似。盛饭时忌将勺瓢外倒或平放，只有过去的犯人才
这样盛饭，忌吃饭时与人交叉夹饭，端菜时大拇指忌放
碗中，吃完饭忌碗底留残饭，吃饭时忌靠门框或登门槛
或在门外，因为只有乞丐才有这种习惯。父子不同席，

有长辈同桌不能坐上席，走路时晚辈忌走在长辈前面，
公公忌和儿媳妇同坐一根板凳，妇女忌坐人家的门槛，
扁担及钓鱼竿，妇女回家娘忌为娘家扫地，盖房时忌用
阴木，忌并椽、忌阴隼，两根椽子排在一起会生病，水道
要绕门而过，这样财富不会外流，门不可冲门，门不可
对窗户，窗户不可改门，住宅基地前忌栽桑树，后不栽
柳，院内忌种杨村，屋前忌庙宇，屋后忌坟墓，大门不能
对屋角、电线杆、尖锐的物体，男人忌入他人产房，为产
妇“送米”忌用筐子，初一、十五两日忌探望病人，祭祀
忌用面条，儿女忌直呼父母及长辈的姓名，吃醋时忌说
吃醋而只能说吃“忌讳”，猜拳行令忌猜“五”，行船时忌
说“糊”字，年龄讳言“一百”，一百岁及以上均说“九十
九”等。

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逐步提
高，有许多忌讳正在逐渐消失。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人民治黄河事业的新纪元。1952年，毛泽东
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从此，黄河事业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地
位，列入沿黄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堤防建设步入正规科学的新轨道。建国
70多年来，济阳黄河段60.71公里的大堤，科学管理与时俱进，建设面貌日新月异；
在常规建设保护管理的基础上，国家投资进行过四次大规模复堤培修工程。

四次工程，每次任务不同，要求有别，施工技术手段和管理体制也不断进步。
前三次以人工为主，70年代以后，筑堤才开始以履带式拖拉机碾压取代了石夯施
工。第四次复堤工程，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施工，取土压实全部由机械施工，并首次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了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及合同管理制的运作模式。

始于1950年的第一次大复堤工程，是鉴于遭受1949年大洪水后的河防形势，
按照山东省河务局的要求实施的，济阳河段当年投资11.84万元，出动劳力5800
人，投入工日38.83万个，完成土方30.83万立方米。1951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对复堤确定了新的标准。对照黄委的标准，济阳河段当年投资24.37万元，出动
劳力7000人，投入工日51.55万个，完成土方53.53万立方米，主要用于河提帮宽
工程。此后5年，济阳河段均按照黄委要求，年年组织复堤施工。建国后第一次
复堤工程历时6年，济阳河段累计投资106.65万元，出动劳力29800人，投入工日
167.08万个，动用土方221.22万立方米。

1958年，黄河遭遇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洪水。根据新的河防形势，国家部
署了从1962年到1965年，黄河第二次大复堤工程。济阳黄河堤防建设，按照黄委
会的要求，“以防御花园口洪水流量22000立方米/秒”为目标，大堤加培洛口至垦
利河段两岸，按防御高出洛口洪水流量10000立方米/秒，堤顶高度高出相应水位
2.1米的标准实施土方工程。这次复堤累计投资317.73万元，出动劳动力63200
人，投入工日221.33万个，动用土方346.95万立方米。在第二次复堤施工过程中，
还妥善解决了堤上居民搬迁的遗留问题。

1974年，根据黄河下游“河道淤积加重，排洪能力迅速降低，河势摆动加剧，严
重威胁堤防安全”的形势，国务院批转黄河治理领导小组《关于黄河下游治理的工
作意见》，做出黄河防洪工程标准的规定。依照规定要求，济阳河段堤防一般要加
高2.5米左右，与此相应，还需要加宽培厚和杂项土方等配套工程。1975—1983
年实施第三次堤防建设工程，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1975—1978年，完成了
河堤帮临加高50.17公里，帮背加高9.94公里。第二阶段，1979—1983年，共投资
393.80万元，出动劳力2.53万人，投入工日134.95万个，完成土方231.48万方米。
施工任务是：朝阳至葛店险工下首堤段、长度8168米，张辛险工上首至下界堤段，
长度16723米，两段共24.88公里河堤的继续加高；县城南关堤段的移顶，上起西
关道口，下止东关路口，长度2350米。经过两个阶段的有序施工，全面完成了境
内河堤的加高培厚任务，达到了1983年设防水位超高2.1米标准的要求。

1998—2000 年，实施第四次大复堤工程。按照堤顶加宽到一般堤段7米、险
工堤段9米，临、背河边坡比均为1∶3，使该段堤顶高程和堤顶宽度均达到2000年
设计防洪标准—11000 立方米/秒的目标，累计投资 17714.50 万元，动用土方
524.66万立方米。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十几年，济阳黄河段的堤防建设，在沿用传统加高培
厚筑堤方式的同时，还积极开拓创新，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实施了一些加强堤防建
设的新工程，如 ：机械放淤固堤、堤顶道路硬化、专项养护整修、示范样板工程等。

——机械放淤固堤工程。通过淤区基础清理→铺设排泥管道→淤区吹填→
淤区围堤、格堤施工→淤区排水→包边盖顶等六大步骤，实现以淤固堤的目的。

——堤顶道路硬化工程。为三级公路设计标准，长度为24000米，路面宽为6
米，基层为石灰土，面层为沥青混凝土。

——专项养护整修。建起1.35公里的挡土墙，安设隔离网，平顺堤坡，更新了
草皮。整修后的围城背河坡，堤肩饱满、堤坡顺直、弯道流畅、线直弧圆、绿化规
整，实现了与城区四关民房的彻底隔离，美化了县城段的堤防。

——示范样板工程。该项工程共投资207.99万元，完成土方5.43万立方米，整
平堤坡183.84万平方米，草皮补植7.2万平方米，埋设边界桩及路口警示桩877根。
样板示范工程的建设，对带动整个堤防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显著的示范作用。

（来源：济阳区委党史研究中心《济水之阳·黄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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