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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河 长 歌
乔文汇

提到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吐鲁番市，许多人会想

到甘甜多汁的葡萄。这里年均

降水量仅 16 毫米左右，蒸发量却

在 3000 毫米以上。干旱的吐鲁番

之所以能够成为“葡萄之乡”，这座

“火洲”的地下灌溉系统——坎儿井功

不可没。去年 9 月，吐鲁番坎儿井入选

2024 年（第十一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

录；今年 1 月公布的第三批中国全球重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预 备 名 单 中 ，其 再 次 成 功

入选。

坎儿井主要由竖井、暗渠、明渠和蓄水

池（涝坝）组成，竖井是修建坎儿井时的施

工井和通风管道，各竖井之间以地下的暗

渠相连，这样的“地下运河”，其主体巧妙地

隐藏于地表下，汇集渗入地下的天山雪水，

并避免了阳光直接照射，有效减少了水分

蒸发，让暗河长流，一路欢歌奔向绿洲与

田野。

千百年来，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

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坎儿井，一直

滋养着这片炽热的土地，哺育润泽绿洲人

家 ，被 吐 鲁 番 各 族 群 众 亲 切 地 称 为 母 亲

河。如今，坎儿井早已超越提供水源和灌

溉功能，承载着拼搏进取的动人故事，蕴含

着悠久丰厚的文化内涵，正与文旅等深度

融合，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生命之河

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 1540 条

坎儿井，其中 1108 条在吐鲁番，暗渠总长

3200 多公里，相当于半条长江的长度。可

以说，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绿洲。流

淌在大地下、流淌在岁月里的坎儿井，是

名副其实的生命之河。

挖建坎儿井是一项繁重的工程，

一靠智慧，二靠汗水。“坎儿井是新

疆各民族面对酷热与干旱，尊重

自然、改造自然、因地制宜发

展生产的体现。”长年从事

坎儿井研究的吾普尔·努

尔丁说。

坎儿井借势而

建，结构十分巧

妙，天山雪

融 水

进入地下后，便沿着地势从高向低流动，形

成自流水，进入吐鲁番盆地。坎儿井系统

中的竖井，不仅是挖掘、清理暗渠时运送泥

沙的通道，还是通风口。挖掘出的泥沙被

运送至地面，堆放在竖井口周围，形成了环

形土包。这种做法既节省了清理时间，还

可 有 效 防 止 风 沙 侵 入 ，确 保 了 坎 儿 井 的

水质。

在挖建暗渠时，为确定方向，当地人创

造了木棍定向法，即相邻两个竖井的正中

间，在井口之上各悬挂一条井绳，井绳上绑

上一根木棍，两个棍尖相向而指的方向，就

是竖井间暗渠的走向。此外，还有一种油

灯定向法，在竖井的中线上挂一盏油灯，掏

挖者背对油灯，沿着自己的影子方向进行

掏挖，这样就可确保方向不偏离。

挖建坎儿井，离不开汗水浇灌。戈壁

滩上，干燥、炎热、大风的自然环境，让建设

过程充满艰辛。坎儿井掏捞匠人吾斯曼·纳

斯尔丁说，戈壁下的砾石层比较坚硬，过去

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条件下，挖掘特别困难，

一条坎儿井往往要挖几年才能完工。另

外，在挖暗渠时，得弓着身子干活，还要忍

受冰冷刺骨的雪融水。

经过层层砂砾过滤，天山雪融水从大

山经坎儿井，汩汩流向吐鲁番盆地。因在

地下避开风沙，并经砂砾过滤，权威机构检

测结果显示，许多坎儿井水可直接饮用。

这条生命之河蜿蜒向前，不是为了通江达

海，而是奔向需要她的人们和土地。

“坎儿井水就是生命之泉，我就是喝坎

儿井水长大的，甜得很。”吐鲁番市高昌区

恰特喀勒乡村民阿不来提·艾尔西丁感慨，

“吐鲁番离不开坎儿井，就像乡亲们离不开

歌声一样。”

沉静之水

与激越奔腾的大江大河相比，深藏地

下的坎儿井水沉静温婉，从山间到田间，静

静流淌，犹如一首平静舒缓的乐曲，令人不

知不觉中放松身心，得到滋养。有人说，沉

静是一种力量，坎儿井对此做了极佳的诠

释。在吐鲁番，凡是有坎儿井的地方，多为

生态良好、树木繁盛之处。

为呵护这沉静之水，吐鲁番市持续开

展坎儿井保护和修复，制定并实施了《吐鲁

番坎儿井保护利用与恢复工作实施方案》；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大力度

治理地下水超采，在坎儿井竖井附近，逐

步停用机电井。2009 年至今，

投 入 资 金 近 1 亿 元 先

后开展 7 期坎儿井保护工程，加固维修 165

条坎儿井，加固 1.5 万多个竖井口，掏捞明

渠、暗渠近 800 公里。

通过一系列有力举措，坎儿井的出水

量趋于稳定，众多因暗渠淤堵、塌陷导致断

流的坎儿井，再现沉静之水，让坎儿井基本

形态得以最大程度保存。今年，吐鲁番市

将继续推进坎儿井维修加固，以进一步提

高坎儿井出水量。

着眼于传承坎儿井掏捞技艺这一“活

的文化遗产”，吐鲁番常态化组织培训，培

训了一大批掏捞工匠，目前有坎儿井的村

大多有掏捞匠人队伍。“对坎儿井进行保

护，下井清淤关键要靠以老带新，不仅要传

承技艺，更要传承不怕辛苦、不怕困难的精

神。”吐鲁番市鄯善县连木沁镇掏捞匠人吾

斯曼·纳斯尔丁便是其中一员。

随着时代发展，坎儿井保护和利用进

入新阶段，不断应用新装备、新技术和新材

料。现在，拖拉机、滑轮、钢丝绳等工具成

了坎儿井掏捞队的标配，各种新设备和材

料的应用既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让竖井、暗

渠更为坚固。

“火洲”论水，节字当先。坎儿井“托

举”的城市，从不缺节水、护水、爱水的意识

和理念。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的吐鲁番，将地下坎儿井与地上

渠网、灌区工程等密切联结，让水资源从

“源头”高效流到“地头”，并深挖葡萄节水

潜力，让 63 万亩葡萄从“开怀痛饮”到“小

口慢饮”。“尽管少喝水，咱吐鲁番葡萄依然

是最甜的。”吐鲁番葡萄种植户玉山·阿布

拉自信地说。

产业之泉

在吐鲁番，坎儿井不仅为葡萄等特色

作物“解渴”，“浇灌”葡萄产业，还丰富了旅

游 项 目 ，已 成 为 吐 鲁 番 旅 游 的 一 张 亮 丽

名片。

过去，坎儿井仅被看作水利工程，现

在，坎儿井正融入时代、融入生活、融入产

业。吐鲁番人认为，坎儿井从历史深处走

来，并与现实联结，不仅是灌溉系统，而且

是重要的文化遗存，将持续挖掘其文化文

物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

旅游价值，赋能高质量发展。

眼下，吐鲁番有交河驿·坎儿井源、坎

儿井乐园、坎儿井民俗园等主题景区，

展示 了坎儿井的历史演 变、工

程结构、功能作用等，成

为游客热门打卡

地 。 交 河 驿·坎 儿 井 源

景区采用实景与多媒体技

术 相 结 合 ，让 游 客 体 验 式 参

观的方式，讲述坎儿井的“前世

今生”，及其所承载的不畏艰难、

团 结 互 助 、尊 重 自 然 的 精 神 。 在

该 景 区 ，乘 坐 电 梯 进 入 60 米 深 的

地下，可见竖井深邃、暗渠长流，似

乎看到千年时光；这里还有座坎儿井

博物馆，生动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如

何在艰苦环境中创造这一伟大的水利

工程。

“坎儿井非常壮观，折射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古人勤劳智慧的

结晶，得到这么好的保护和传承，我很受

感动。”来自山东的游客张东新觉得，应该

让坎儿井知名度更高、影响力更大，让更

多的人深入了解坎儿井，了解其所承载的

精神。

从水利设施到旅游景区，曾经“深藏功

与名”的坎儿井知名度越来越高。长年从

事旅游工作的吐尔逊汗·胡吉艾合买提说，

坎儿井是特色旅游资源，为避免同质化竞

争，吐鲁番正在整合各坎儿井主题景区，打

造集文化体验、休闲度假、民族歌舞、餐饮

住 宿、观 光 购 物 于 一 体 的 旅 游 景 区 综 合

体。各景区也在丰富业态，引入民宿、旅

拍、骆驼骑乘等项目，共同擦亮坎儿井这块

金字招牌。

清泉涓涓，文脉绵绵。有人说，水脉

即文脉，吐鲁番大地的根脉，与坎儿井相

融，源远流长。今年，当地将加强吐鲁番

文物释读、文脉研究，挖掘整理坎儿井

等吐鲁番各族人民融入中华民族大

家 庭 的 鲜 活 历 史 ，讲 好 坎 儿 井 故

事，做活坎儿井文章，以文化厚植

底蕴、筑牢根基，以旅游促进交

流、赋能发展。

水流千载，暗河长歌。

寒雪化水，破山而出，一路

蜿蜒向前，在突破层层

障碍中净化、提升自

己，实现自身价值。

坎儿井如此，

人生亦然。 山野美食富乡亲

李

景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

看近却无。春天的仙居县依旧

游人如织。这座位于浙江台州

的小县城，既有山野春光，也有

特色美食。没到饭点，当地神

仙居旅游度假区内的餐馆“桃

源人家”已经食客不断。

“这是店里的特色，现磨豆

浆、石磨豆腐和干捞豆皮！”“尝

一尝神仙鸡，是仙居本土三黄

鸡制作的，口感焦香嫩滑。”“这

是山野土菜，清爽可口⋯⋯”在

冷菜、点心、豆腐、海溪鲜、炖

煲 、大 锅 菜 、手 工 菜 7 个 档 口

前，顾客在餐厅工作人员的热

情介绍中不断调整着手中的菜

单签。

2024 年，神仙居旅游度假

区接待游客超 600 万人次。桃

源人家年营业额近 3000 万元，

最 多 时 一 天 接 待 食 客 近

600 桌。

“我们有套末位菜单淘汰

制。”桃源人家餐饮总经理董亮

亮说，通过“点单数据、食客意

见、时令节气”三个维度，餐厅

不间断优化菜单。

“本地食客不喜欢、烹饪时

间过长都是导致菜品出局的原

因。”桃源人家厨师长李海志仔

细复盘，食客更倾向于选择敲

敲肉、麻糍、豆腐皮、杨梅仔排

等手工制作、原汁原味的本土

菜系，仙居经典的面点“麦脸”

就是明星菜品，很多顾客甚至

会直接购买后快递回家。

“末位菜单淘汰”的制度丰富了菜色，也带来了大量客

流。“餐厅生意好，我们工资就高。”来自仙居县东横街村的

王卫亚去年年收入 8 万多元，每每说起这份家门口的工作

总是干劲满满。

“我们的服务人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庄，平均年龄在 45

岁左右，带着仙居口音的普通话让食客们觉得很温暖。”董

亮亮说，让生意“更上一层楼”，才能真正带动周边村民

共富。

神仙居旅游度假区打造美食广场，以升腾烟火气吸引

了大量游客，又继而带动了周边村庄餐饮、民宿的发展，村

民得以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景区沿线 17 个村庄的

400 多家民宿去年接待游客 200 多万人次，民宿（农家乐）经

营户年均经营收入 25 万元以上，沿线 75%的村集体经营性

年收入达 100 万元以上。

“饭馆的生意特别好，碰上旅游旺季，客人还得等位。”

在仙居县白塔镇关后村，村民李相宝经营了一家土灶头农

家菜饭馆，眼见生意红火，他索性将饭馆的 2 间门店扩张至

5 间，还准备再开一家民宿。“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李

相宝充满期待。

菜 市 场 为 啥 少 见 有 机 蔬 菜
李 苑

日常生活中，你喜欢去哪购买蔬菜？是

热闹非凡的传统菜市场、便捷高效的电商平

台，还是琳琅满目的超市？在挑选时，会偏爱

经济实惠的普通蔬菜，还是追求健康生态的

有机蔬菜？

据统计，电商平台以超 60%的占比成为有

机蔬菜的主要销售渠道，专卖店和超市分别

占比约 20%和 15%，承载着深厚市井文化的传

统菜市场销售有机蔬菜占比不足 5%。这是为

什么呢？经济学的弹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解读视角。

蔬菜作为餐桌上的常客，是人们日常饮食

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需求量相对稳

定。即便面临价格上涨，但需求依然存在，大多

数消费者也不会显著减少购买量。这一现象，

在经济学上被称之为“需求价格弹性”，该理论

揭示了商品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

从市场定位与营销策略的角度来看，电

商平台、专卖店和超市等销售渠道在有机蔬

菜营销上可谓下足了功夫。电商平台通过精

美的图片、生动的视频和直播间主播绘声绘

色的介绍，展示有机蔬菜各种细节；专卖店和

超市则通过专业冷链物流、冷藏设备等保持

新鲜度，再搭配精心的产品陈列，醒目的“有

机”认证标识，营造出高品质的购物氛围与高

信任度的消费场景，以此激发消费者的购买

意愿。这也是需求价格弹性理论在现实生活

中的演绎——通过场景溢价来降低弹性，不

少人觉得在这些场所买有机蔬菜与净菜物有

所值。

消费习惯和认知差异造成的刻板印象，也

导致蔬菜销售渠道的差异。农贸市场、菜市场

作为传统生鲜销售场所，虽然品类繁多、价格

亲民，但其厚重的市井气质较难塑造出与有机

蔬菜价格相匹配的消费体验。价格敏感的消

费者或注重性价比的家庭往往倾向于在传统

菜市场选购经济实惠的普通蔬菜；价格敏感度

较低或者特别在意健康消费的人群则更愿意

在超市和电商平台购买有机蔬菜。当然了，到

了时令季节，想吃一口新鲜的豌豆尖和马兰

头，不少人还是会直奔菜市场那几个老摊位。

其实，消费情况和销售渠道并非一成不

变。有的消费者可能既在传统菜市场购买普

通蔬菜，又在电商平台、超市购买有机蔬菜；

也有消费者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从“生活

成本优先”转变为“品质优先”。

另外，随着成长于物质相对丰富时代的

“80 后”“90 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他们更

愿意为生态、绿色、健康的产品支付溢价，其

消费偏好也更为多元，既享受线上购物的便

捷 性 ，又 乐 于 体 验 传 统 菜 市 场 的 市 井 烟

火气。

随着市场格局的改变，如今菜市场也在

悄然发生着变化。多地菜市场兴起了“代炒

菜”业务，通过为消费者提供清洗、切割、搭配

以及烹饪等加工延伸服务，实现了业务范围

的大拓展，在提升购物体验的同时，改善了场

景溢价空间，还改变着既定消费习惯——现

挑现选、食材可靠、新鲜出锅、立等可取，在这

样的消费场景下，消费者在菜市场买有机蔬

菜与净菜的路子打开了。这个新变化，或许

能 为 高 端 品 质 与 市 井 烟 火 的 并 存 找 到 平

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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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居民在装灌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居民在装灌坎

儿井水儿井水。。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①① 从空中俯瞰从空中俯瞰，，吐鲁番坎儿井竖吐鲁番坎儿井竖

井井口肩并肩排向远方井井口肩并肩排向远方。。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游客在吐鲁番坎儿井民俗园景游客在吐鲁番坎儿井民俗园景

区游玩区游玩。。 刘字昂刘字昂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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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