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险工终无险 白龙护堤美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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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韩金宝

滚滚黄河奔流不息，在行
至惠民县清河镇时，东西方向
的河道突呈南北走向，于黄河
河道拐弯处，形成一处深水潭，
名曰“白龙湾”。白龙湾作为黄
河下游有名的险堤，河水为害
在这里留下诸多印证。“开了白
龙湾，淹了十八县”，黄河曾多
次在这里决口。随着一次次的
决口、堵口，不知什么时候起，
一段关于小白龙的动人传说开
始流传开来。

相传，小白龙因为行雨下
错地方，被贬至这里。看到吕家
庄一位名叫吕老弯的老人，以
种二亩菜地为生，生活窘困。小
白龙心生怜悯，化身一男青年
寄居在吕老弯家里，帮他种菜
耕田。时间一长，吕老弯发现了
不对劲，不见青年人干活，可该
干的活一样没落下。

这一天，吕老弯借故离开，
躲在大树后偷瞧。发现青年走
到井台边，一晃就不见了，接着
从井里钻出一条银光闪闪的小
白龙。龙头一摆，井水就洒向菜
地，眨眼间菜地就浇了一遍。真
身被识破，小白龙也不再隐瞒，
便将实情相告，并告诉吕老弯
说：“三天后黄河将要发大水，
有一条大黑龙，借着涨大水抢
占我的窝，想从这里决堤入海。
黑龙很凶猛，到时候还得你来
助我一臂之力。”

青年人说：“你把麦子磨成
面，蒸成馍馍，再准备一堆砖
头。看见河水翻江倒海，你就念
‘河水滚滚开了锅，黑龙要抢白
龙窝，黑龙上来使砖打，白龙上
来吃馍馍。’发现水中有黑东西
上来，就向河水扔砖头。水里有
了白东西，就向河水里扔馍
馍。”老汉点点头说：“记住了。”

三天之后，天阴沉沉的，下
着小雨。忽然，河水翻腾起来，
紧接着波涛汹涌，便见水里一
会儿浮上一个黑影，一会儿又
翻上来一个白影。见状，吕老弯
赶紧念起咒语。然而，三念两
念，吕老弯竟将咒语念反了。这

一下不得了，只听吱的一声怪
叫，大堤突然被冲开一道口子，
河水一下子涌了出来———黄河
决口了！

就在这时，人群之中冲出
一个穿白衣的小伙子，大声喊
道:“闪开!”一个箭步，跳进豁口
里，他的身子就像一堵墙，河水
霎时就被堵住了。人们惊呆了，
青年人说:“快向我身上压土!”
人们这才清醒过来。于是含着
热泪，向青年人身上压土，一
筐、两筐……大堤合拢了，筑平
了，沿岸的百姓得救了。可再也
看不见年轻人。人们说，他就是
帮吕老弯干活的那个青年人，
是一条小白龙。从此，这个水湾
就有了名字，叫“白龙湾”。为纪
念小白龙护堤救众生的功绩，
人们在堤外修了“白龙庙”，纪
念小白龙。可惜的是庙后来淹
没在黄河的一次次洪水中。

许多年以后，这里建成了
山东黄河最早的险工。惠民黄
河河务局工作人员张璐璐告诉
记者，白龙湾险工及近邻堤段，
自 1855年铜瓦厢改道以来，先
后决口 7次，为滨州黄河决口
最多的河段。人民治黄以来，白
龙湾险工由秸埽坝改建为砌石
坝，加高、加宽了黄河大堤，并
在历次汛末工程普查中，及时
发现问题并进行整修、加固，再
未发生过决口的情况。这里还
修建了白龙湾引黄闸，河水浇
灌了沿岸的土地，粮食、棉花年
年都有好收成。“白龙湾灌区是
黄河下游的大型灌区之一，辖
清河、麻店、辛店、李庄、桑落
墅、胡集六个镇 337个自然村，
灌区覆盖灌溉面积 35万亩。”
惠民县清河镇水利站站长刘云
说。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在黄
河人的精心装扮下，白龙湾已
经成为惠民县的重要旅游景
点。花园式的引黄闸区清新幽
雅，蜿蜒的河堤似绿色长廊秀
美宜人。2000年以来，白龙湾
险工及其近邻堤段被惠民县纳
入旅游开发总体规划。近来，又
被滨州市文化局列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与魏氏庄园相映生
辉，一自然、一人文，名声相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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