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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5淮安西游乐园淮安马拉松暨大

运河马拉松系列赛（淮安站）将于4月13日鸣枪开

跑。为保障赛道环境品质，淮安经开区作为本次马

拉松赛事的主阵地之一，连日来积极开展赛前沿线

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机械化道路清扫、“小火车”道

深度清理及城市家具精细化擦洗三大任务，通过

“科技赋能+人机协同”模式，加快赛道环境全域焕

新。

机械集群作业，道路清扫“零尘渍”。多车型联

动作业提效能，投入10台高压洗扫车，采用“冲、

刷、吸、收”四步联动作业，对赛道主干道及有轨电

车周边道路进行深度清洁，清除路面油污、积尘，确

保道路标线清晰、无泥沙残留；投入2台护栏清洗

车沿赛道双向作业，重点针对护栏底部、立柱连接

处等机械盲区，去除积尘和泥渍残留，确保“横到

边、竖到底、无斑驳”。

“小火车”道“靶向攻坚”，立体清理“无死角”。

利用凌晨无有轨电车通行时段错峰作业，组建专项

突击队，划分责任网格，对5.5公里有轨电车道开展

“轨道+绿化带+边坡”立体清理，清除枯枝落叶、漂

浮物等。针对轨道缝隙等难以清扫的地方，采用捡

拾器、扫帚、钉耙等定制工具，实现隐蔽区域垃圾

“动态清零”，绿化带整洁度显著提升。

城市家具“焕新行动”，擦洗养护“见本色”。对

赛道沿线垃圾桶、长椅、标识牌、雕塑、公交站台等

精细化设施进行无死角养护，高压冲洗结合深度擦

洗，确保清除口香糖、涂鸦、小广告等残留污渍，提

升公共设施的安全性与美观度。

淮安经开区将持续助力淮马环境卫生保障工

作，进一步巩固整治效果，并将在赛时增设移动公

厕、临时垃圾桶等公共服务设施，全力护航赛事环

境。

■融媒体记者 杭卫东 唐筱葳
通讯员 吕大春 颜世颀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台获悉，新的一

周，我市将迎来一连串晴好天气，一直到本周日，都

无需担心雨水的“现身”。同时，本周淮安将从湿冷

转为晴暖，升温通道开启。

从目前气象资料来看，淮安今起将迎来连续7

天的晴好天气。前半周受冷空气影响，早晨气温较

低，尤其是今天和明天，最低气温为零度，可能会有

霜或霜冻。后半周，暖空气将全面“掌控全局”，气

温将迅速回升。今天最高气温为10℃，从周四起，

最高气温将升至 20℃以上，下周甚至可能达到

27℃。需要提醒的是，本周昼夜温差较大，白天在

阳光的补温作用下气温会“窜”得很快，日最低温和

最高温的温差都在10℃以上，一天的体感温度可能

在春与冬之间反复变化。

目前正值冬春转换之际，春季何时到来备受关

注。气象学上，“入春”的标准是连续5天的日平均

气温≥10℃，并以首日为春季的开始。受暖湿气流

影响，本周迎来今年第三次“入春”冲刺。预计周四

起，我市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将超过10℃，这意味

着如果天气没有太大变动，淮安大概率将在本周

“入春”。值得一提的是，淮安通常会在3月中下旬

“入春”，今年淮安“入春”的时间与往年基本一致。

■融媒体记者 徐薇 通讯员 安礼政

当太阳初升，运河上的
船只缓缓移动，悠扬的汽笛
声在央视荧屏上悠然回响，
犹如古老的歌谣唤醒沉睡的
记忆。花街上，少年在奔跑，
并穿透荧幕，与观众记忆里
青春的身影重叠，交织成一
幅幅生动的时代画卷……电
视剧《北上》日前在央视首
播，开播15分钟实时收视率
破3.5%，让花街从“文学地
图”跃入百姓视野，也让观众
开始探寻：现实中是否有这
么一条花街，长到足以承载
过往的青春与未来的奔赴
呢？

这条花街，位于清江浦
区闸口街道。这里地处京杭
大运河畔，入目是厚重的青
石板路、灰瓦白墙的建筑，这
里曾繁盛一时、商贾云集，承
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磅礴，如
今历经岁月更迭、绽放新颜，
孕育出古街在时代浪潮中焕
发新生的“出圈密码”。
■融媒体记者 杨尚 蔡雨萌

“科技赋能+人机协同”

焕新马拉松赛道

淮安本周或“入春”
“连晴模式”开启，气温快速回升

3月 18日 晴到多云，西到西北

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夜里减弱至

3到4级，最低气温1℃到2℃，有霜或

霜冻，最高气温9℃到10℃。

3月19日 晴到多云，西南风4级

左右，最低气温0到零下1℃，有霜或

霜冻，最高气温15℃到16℃。

3月20日 晴到多云，西南风4级

左右，最低气温 5℃到 6℃，最高气温

20℃到21℃。

我市近期具体天气情况

3 月 3 日，电视剧《北上》

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该剧

改编自著名作家徐则臣茅盾

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以京杭

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6个运

河边长大的年轻人在故乡“花

街”度过纯真青涩的少年时光

后，一路沿河北上追寻理想又

顺流而归建设家乡的故事。

作为徐则臣学习、工作和

小说创作的原型地，淮安与原

著《北上》渊源深厚，在电视剧

《北上》中，也有诸多淮安元素

的体现。本报今起推出“运河

潮涌 源远流长——探寻《北

上》里的淮安印记”系列报道，

以《北上》中的淮安印记为切

入点，展现淮安作为“运河之

都”的古今交融与文化传承。

编者按

“运河潮涌 源远流长——探寻《北上》里的淮安印记”系列报道

文学原型嬗变文旅地标
——探寻淮安花街的故事

电视剧《北上》中的花街，青石板路上

是打闹的孩童，繁华的街道回响着小贩们

的吆喝声，彰显着“云收雨过波添，楼高水

冷瓜甜”的自由自在。在小说《北上》中，

花街被描绘成“从运河边上的石码头上

来，一条窄窄的巷子，青石板铺成的道路，

从几十年前就是这么长的一段。临街面

对面挤满了灰旧的小院，门楼高高低低，

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店铺”，种种细节都能

在淮安花街找到现实的影子。

同样的街道名，同样在运河畔，同样

有着青石板路、灰瓦白墙，同样在街道旁

有众多店铺……电视剧和小说《北上》中

的花街为何与淮安花街如此相似？2015

年3月8日徐则臣接受《淮海晚报》“淮周

刊”记者采访时说：“我喜欢花街这个名

字，很多年前读书时，曾去过那条老街做

家教，印象和感觉都在，写起来心里有

底。小说中的花街，就是根据那条街展开

想象的。”

●“小说中的花街，就是根据那条街展开想象的”

花街，既是徐则臣写作的原点和精神

原乡，也是淮安城市记忆的鲜活载体。据

淮安地方志记载，花街的旧街起于轮埠

路，止于环城路，原有三四里路长。1952

年的城市改造时拓宽至12米，改为沥青路

面。1968年，曾并入东、西大街，更名东风

大街，1981年复原名。20世纪末，市区新

修承德路时，花街被截断，只剩现在约130

米，其余并入东大街。

“当年的花街像电视剧里一样繁华，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候，淮安漕运

发达，花街就在清江大闸附近，独特的地

理位置使得南来北往的商船在此驻留，花

街因此集聚了众多商贩，非常热闹。我记

得逢年过节的时候，人太多，自行车无法

骑行，人们只能推着自行车在街上慢慢走

动。”花街“百年秤店”的老板古连俊介绍，

他1989年调到淮阴衡器厂花街门市部，便

与这条老街有了不解之缘。

淮安文史专家何永年在《花街记忆》

一文中，也提到了花街琳琅满目的各色店

铺，包括朱桂记印刷店、蔡姓白铁店、粉团

店、许源和丝线店、王元记蜡烛店等，任一

家都能勾起淮安人对花街过往、喧闹岁月

的回忆与感怀。

一如电视剧《北上》中，随着运河航运

功能的下降，花街的人流量骤减，几位主

角母亲的早餐摊位也乏人问津。现实中

的淮安花街，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衰，随

之走入了“沉寂期”。

●花街是城市记忆的鲜活载体

2011年，我市对花街进行全面改造，

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修复古建筑，同时引

入文创、书局、糖水铺等新业态。这种“保

留形制、激活功能”的策略，让花街既留存

青石板路与灰瓦白墙的传统风貌，又通过

璞园糖水店等青年创业项目吸引年轻游

客，形成“历史感”与“松弛感”并存的消费

场景，成为淮安的文旅新地标。

随着电视剧《北上》的播出，花街迎来

又一个春天。街道上张贴装饰着电视剧

《北上》的宣传海报，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璞园糖水店日均接待量翻倍增长，花街御

面馆接待的食客百分之六十来自外地。

这种“影视+文旅”的模式，让花街从静态

景点变为沉浸式文化体验空间。

千年运河奔流不停，文脉传承生生不

息。随着电视剧《北上》的热播，大运河的

厚重历史再一次具象化，淮安花街再次

“翻红”，印证了地域文化通过文艺作品

“破圈”的可能性，也为文旅产业提出了如

何将“流量”留住的现实问题。

从漕运码头的喧嚣到荧屏内外的热

议，花街的“出圈”不仅是花街文旅经济的

复兴，更是一场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当

游客漫步于青石板路，他们触摸的不仅是

徐则臣笔下的文学意象，也是一座城市在

现代化进程中守护记忆、重构身份的成功

探索。

运河的水流了千年，淮安花街的故

事，才刚刚开始。

●花街迎来又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