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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正值周末，老牛

湾碧波荡漾，两岸青山绿树点点。湾里一艘

艘快艇载着游客进进出出。站在码头的李文清看着心

痒，要是以前，他早开着自家快艇拉着游客兜风去了，可如今码头上停靠着

几十艘船没有一艘是他的，想开只能等上班。

53岁的李文清生在长城脚下，长在黄河岸边，黝黑的皮肤，瘦小的身材，让人怎么也想不到他能划船打渔，还会

开快艇、游轮。但其实，从儿时开始，李文清就不止一次见过黄河船工们跑“河路”运货物，更不止一次听过老父亲讲述

“河路”上的艰辛。黄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居住在黄河岸边的人也紧跟着时代的脚步，用自己的行动在坚守中不断发展、创新，

让幸福生活遍地开花。

长城脚下黄河岸边——

船工李文清的“河路”越跑越宽

2006年的五一假期，常年在外打工的李文清回
老牛湾处理家事，偶然发现黄河上的新商机——带
游客坐快艇游黄河。“一艘快艇有的坐四五个人，有
的坐七八个人，跑一圈下来就是500元，收入非常可
观。”李文清悄悄地联系了快艇的生产厂家，用了不
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老牛湾的河面上就又多了两艘
飞驰的快艇。

快艇有了，但是开快艇的却并不是李文清。他
把快艇交给同村的亲戚，由他们运营管理，到了年底
给他分红，自家的窑洞也租给亲戚办起了农家乐。
直至 2014年，老牛湾迎来一批又一批游客，旅游业
前景一片光明，李文清才放弃在外漂泊的生活，和妻
子回到老牛湾，办起了农家乐，跑起了“河路”。

“2017年国庆假期收入最好，4条船 7天毛收入
就有19万元。”游客坐着快艇游黄河，不仅给李文清
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让更多村民看到了其中的利
益，但无序竞争、恶意降价，也让本就不完善、不规范
的市场更加混乱。

2023年 3月，内蒙古清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受清水河县委委托回购游船，原本分属于金三角
船运公司和村民的39条游船（包括一条储油船、3条
还未落户的快艇）统一“落户”到内蒙古清河文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李文清的一条游轮、一艘快艇也
在其中。

船，虽然没有了，但李文清却签下合同，让自己
成为了内蒙古清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船工，
开游轮，上一天班休一天，月工资6000余元，还上了
保险。内蒙古清河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建珍打趣地说，李文清一个人就收了公司 100多万
的回购船费用，他不是船工，他是李总。

“现在省心了，码头以及所有船只都由公司统一
管理、维护，有统一的收费标准，有统一的制度，有保
险，哪像以前，不管大小事都得个人承担，就是遇到
大风船毁也只能自认倒霉。”2018年，李文清和村民
花 120多万购买的游轮就遭遇大风天气，加之汛期
黄河淘沙，游轮沉入河底，损失惨重。

小舟浪尖探今朝

“跑‘河路’是穷苦人家没办法的办法。”李文清
80岁的老父亲李存曾经也是一名船工，装卸货物、拉
纤，在“河路”上一跑就是20多年。

“拉上瓷器、白泥、磨石各种货去包头、陕坝、磴
口换粮食和特产，出发时，要看黄河水大水小。水小
了不行，船容易搁浅；水大了，船难驾驭，有生命危
险，刮风下雨就得靠岸停船。往下游到府谷运送货
物时，到下城湾以下就有石涧。要流过这些石涧，就
得由非常有经验的水手掌舵，即使这样，也会时有事
故，轻者物毁船沉、重者人船两空。”李存也经历过物
毁船沉，他说，在水里不冷，上了岸刮风下雨浑身筛
糠一样。

因为知道黄河的凶险，李文清每次出门前，李存
还是会叮嘱他小心驾船。“已经形成习惯了，只要上
船肯定会先穿好救生衣，检查机器、船舱，让游客穿
好救生衣。”安全要领李文清熟记于心，公司组织培
训、考核，他次次都能顺利通关。只是随着年龄增
长，李文清越来越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李文清说，
游客的安全最重要。

当了船工，李文清上一天班就能休息一天，但
勤快的他在家根本坐不住，家里的活儿偶尔帮妻子
做一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河岸上的果园里。就
在自家农家乐大院下的半山坡，李文清开辟出了占
地面积十余亩的果园，栽种了树莓、海红果、山杏等
果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水绿了，山也青
了，河里、岸上生态环境都好了，旅游的人多了，我们
还得想想怎样让游客留下来，有更多的消费。”李文
清有自己的“小九九”，盘算着通过采摘留住更多的
游客，让自己的农家乐借着老牛湾文旅融合的春风，
不仅要走在全村20余家农家乐的前面，还要走得更
稳更远。

逐浪追梦守正道

李文清划着船

迎风而归

李文清在自家农家院种植蔬菜

跑“河路”原本是“穷苦人家没办法的办法”，但
如今却是老牛湾文旅融合带领村民创造美好生活的
重要手段之一。李文清看好文旅产业的发展，让二
儿子上大学选择了旅游管理专业，并且在毕业后到
成都市闯荡学习。

“我把他送去的，成都市一年四季都是旅游旺
季，让他多闯荡闯荡。我还年轻，还能干几年，就是
希望他将来能回来找工作、成家立业，经营好家里的
这一摊生意。”李文清的心里有一杆秤，他知道守正
才能历久，但要想发展、要想跟上时代的脚步，还得
创新。

如今，老船工李存拎着装有果干的篮筐，日复一
日地转悠在老牛湾地质公园的石坪广场，向游客推
销自家的土特产，和老邻居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拉家
长，看公园里游人你来我往，生活幸福安康。李存对
于儿子李文清很满意，李文清也盼着二儿子能早一
天回到自己身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担当。

如果说，李存跑“河路”纯粹是为了讨生活，李文
清的“河路”在满足家庭对更好生活追求的同时，也
为老牛湾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到了李
文清儿子这一代，在文化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
下，文旅融合发展专业人才将会得到更多机会、更大
的发展空间。

“以后这个地方肯定会更好，二儿子带着经验回
来，在这里发展更有优势。守住这个家，守住这份
业，更方便照顾我们和家里的这一摊子买卖，也能更
好地为老牛湾旅游业做贡献。”李文清说。

代代更迭开新枝

李文清帮父亲李存整理要售卖的果干

▲

出观光轮船的时候，船工们总会两
两合作，一个驾驶，一个在甲板上提醒乘
客注意安全。

▲老牛湾处，快
艇穿行，船工日复一
日地工作，改变自己
的生活。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舒雨 王英 许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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