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灯展、赏非遗、猜灯谜……元宵
节期间，我市各景区在加强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纷纷举办丰富的文化娱乐活
动，游客乐翻天，直呼“过瘾”。

每天晚上6时，任丘田园小镇彩灯齐
亮，流光溢彩的光影世界随即登场。

惟妙惟肖的孔雀停歇于假山之上，
与周围树木完美呼应融合，又似要展翅
高飞；百鸟朝凤创意设计，造型飘逸浪
漫，色彩明丽温馨，表达着振翅高飞、
百业兴旺的美好寓意；“恐龙时代”灯
组打造穿越时空的梦幻场景，融合亲子

互动、科普互动、光影互动等内容，让
人身临其境……从新春经典主题到现代
科技互动主题，再到大型水上主题，徜
徉灯海中，各色花灯各有看点。正可
谓：“万盏花灯齐绽放，灯影树花暖新
春。”

田园小镇负责人杜增辉介绍说，此
次灯展以传统灯组+现代光影秀+沉浸体
验等方式综合呈现，活动将持续到正月
底。除了赏花灯，正月十五元宵节当
天，灯展现场增加了打铁花、大鼓、吹
糖人、草编等非遗活动展演。

2月 23日，河间府署锣鼓喧天，非
遗文化活动在此轮番上演。这边，彩龙
踏着鼓点，时而上下翻腾、盘旋仰啸，
时而倒地平舞、蜿蜒遨游；那边，旗袍
表演队闪亮登场，她们轻盈的步履，举

手投足间的优雅，引来阵阵掌声。非遗
文化活动的精彩亮相，将古城河间的深
厚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肃宁国际月季博览园，彩灯和极
光秀同时上演。当夜幕降临，天空大放
异彩。五彩的极光由浅至深，从夜空的
不同方向散发而来，像波浪、像旋风、
像烟花，更像不断变幻于苍穹的印象派
作品。除了邂逅浪漫的光影天地，猜灯
谜、篝火晚会……融节俗与现代时尚于
一体，一派喜庆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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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碎的白菜腌制后，变
成了金黄色，清香脆爽。夹
一口放入嘴中，只觉得甜中
微辣、香中略咸，味蕾间皆
是满足。而当冬菜与肉搭配
时，则成了“灵魂伴侣”，
开胃解腻，不知不觉又多吃
了一碗米饭。

对于大多数沧州人来
说，饭桌上少不了一种佐味
——冬菜。而在运河区南陈
屯乡刘辛庄村，藏着一个百
年老字号——义昌永。十几
年前，刘向前回乡接过老字
号，成为义昌永冬菜第 19
代传承人。

普普通通的大白菜加上
盐和蒜两种佐料，便能制作
出这般美味。看似简单，实
则不然。

每年秋后，新鲜的大白
菜上市，义昌永的工厂里便
忙了起来。工人们将白菜切
成指甲盖大小的小块儿，经
过彻底脱水、原汤清洗，加
工成菜胚，再将菜胚、蒜
泥、食用盐按一定的比例充
分搅拌，封缸压实，经过
360 天发酵才得以重见天
日。

冬菜味美，早在明永乐
二年 （1404 年） 就已有了
雏形。传说，河南项城刘氏
家族部分北迁燕地，后落户
沧州，始将祖传大白菜泡腌
技艺引入。刘氏家族对制作
技法进行改进，将整段腌
制，改为切碎，以盐、蒜拌
之等工艺，之后封储瓦罐之
中，经自然发酵一年待食
用。

光绪 16年 （1890年），
刘氏 16代传人刘荫棣将自
家 所 产 冬 菜 立 以 “ 义 昌
永 ” 名 号 ， 取 仁 义 、 昌
盛、永远之意，依托天津
卫北大关东城货栈向海外
销售。深受港、澳、台地
区 及 东 南 亚 诸 国 民 众 喜
爱。1936 年，沧州冬菜曾
在巴黎举办的商品博览会
上荣获优质产品奖。

时光流转。
在刘向前的记忆中，村

里家家户户都有几个大缸。
小时候，在外面玩累了、饿
了，回家拿个馒头就着冬
菜，就吃得美滋滋的。成年
后的刘向前起先选择去南方
打工，挣钱不少，却总觉得

没意义。出门在外的游子，
想起家乡，便想起家乡的吃
食，心里想得慌，嘴里馋得
慌，却只能忍着。与此同
时，刘向前的父亲虽年近古
稀，却依然抓着老手艺不
放。父亲的坚持触动了刘向
前，他毫不犹豫地回乡接过
了接力棒。

作为传承人，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刘向前却没有想
要把企业做大。年仅 20吨
的产量是上限。“手工的东
西，弄多了，品质就顾不上
了。”刘向前笑道：“在选材
上，我们对品质进行严格把
关，白菜得是无筋的，蒜得
是红头小蒜，盐得用精盐，
就连看似简单的搅拌，也没
那么简单。风干不了、封不
严实、压不实，都对品质有
影响。总而言之，必须得用
心。”

2017 年，义昌永冬菜
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同时，刘向前被选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刘向前已接过接力棒，
87岁的老父亲却始终不放
心。“几乎每天都来看，说
要给把把关。有老人在，是
福！”刘向前感叹道。或
许，义昌永的字号，就是在
一代一代用心传承中才得以
昌盛。

从想念冬菜到消解乡
愁，身份的转变让刘向前满
是自豪。“虽然不能大富大
贵，但守着老手艺，踏实也
满足。”刘向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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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隼别怕红隼别怕红隼别怕，，，
我们给你疗伤我们给你疗伤我们给你疗伤”””

本报讯 （张 金 星 祁
洁）“你好，我发现一只受
伤的鸟儿，已经无法飞行，
请求救助……”近日，吴桥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桑
园镇居民王立波的电话后，
立即赶赴现场。

经工作人员辨认，这是
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野生保
护动物红隼，除右翅受伤
外，生命体征正常。他们迅
速与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负
责人孟德荣教授联系，及时
对鸟儿进行救助。

孟德荣专程赶到吴桥，
仔细检查了红隼的伤势，并
介绍说：“这是一只成年红
隼，身形瘦弱，右侧翅膀根
部有明显的撞击伤，可能是
在迁徙过程中，因受伤严重
影响飞行能力和觅食能力才

掉落此地。”
孟德荣还详细介绍了红

隼的生活习性、救助常识和
技巧，并把这只红隼带回野
生动物救护中心，采取进一
步救治措施，待红隼伤势痊
愈后进行放飞。

“多亏了这个小伙子，
让受伤的红隼得到及时救
助。”听到大家的称赞，王
立波笑着说：“这小事微不
足道，爱护动物、保护自然
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

科技赋能 旅游加装“智慧芯”
本报记者 祁 洁

科技与文化“握手言欢”

无须驾驶车辆，你只管坐在车中刷
手机、看电影，汽车却于车流中自如地
穿行。你是不是觉得这场景遥不可及？

其实，自动驾驶汽车已经融入我们
的生活。2020年 9月，我市启动自动驾
驶旅游专线。东线可体验自动驾驶、汽
车工业、航天科技等发展成果；西线可
感受沧州历史、铁狮子、杂技、武术等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打开手机百度地图APP，选择狮城
公园站上车博物馆下车，不一会儿，一
辆白色汽车驶过来。

“不是自动驾驶吗，怎么前排驾驶
座上有人？”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介绍
说，他们是安全员，行驶中遇到紧急情
况，将由他们临时操控车辆。原来如
此。从后门上车，系好安全带，旅程开
始了。

能智能变道，有人横穿马路减速避
让……转眼工夫，车稳稳地停在博物馆
门前。

踏入博物馆历史文化厅，一步一寸
时光地感受沧州的悠久历史。迈进河北
大运河文化展厅，沿着“数字运河”蜿
蜒向前，深刻感受千年运河的沧桑与厚
重。

进入东线，则是不同的“画风”。
在自动驾驶标定与维护中心，技术人员
揭开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神密“面纱”。
车顶内，有摄像头、激光雷达、传感器
等，能自动感知周边环境；后备箱中，
藏有智慧 “大脑”；车身四周遍布“眼
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难怪自
动驾驶汽车这么聪明。

走进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冲压车间，
只见机器人挥舞着灵活的机械手臂，搬
运、焊接、码件，动作一气呵成。“每
小时下线 71辆汽车，即平均不到 51秒
下线一辆。”工作人员剧透的数字着实
令人惊叹。

乘坐自动驾驶汽车，一天之内遍览
狮城的大好风光、历史文化以及产业科
技的最新成果，让沧州这座千年古城，
与自动驾驶曾经遥不可及的未来科技紧
密结合在一起。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沧州将依托河海相济、
文武相兼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不断探
索文旅与新科技、新工业等深度融合。
将无人驾驶嫁接沧州文旅业，把丰富的
历史文化和科技工业充分串联，为后疫
情时期沧州文旅发展注入科技力量。

线上“云游”异军突起

“七天假期，我‘云游’了 10多个
景区。” 每年春节选择外出旅游的王
静，虽然今年在沧州就地过年，但假期
生活依然精彩。

关注单桥景区公众号，《漪莲带你
游单桥》《雨中单桥》《冬霁单桥》……
除了跟随视频欣赏景区美景，她每天都
关注公众号上更新的《栏板上的故事和
传说》，在故事与传说中，感受单桥厚
重的历史文化。

除了云游沧州景区，她还通过微信

小程序“云游”了敦煌。伴随着动听的
古典乐声，进入以敦煌壁画为背景的欢
迎界面。在“探索”板块，可通过小视
频、图片、文字欣赏敦煌壁画；在“新
文创”板块，可观看“云游敦煌动画
剧”，并可以为壁画上的人物配音、参
与敦煌丝巾设计、观看“足不出户领略
千年莫高窟”“莫高学堂直播”……王
静一边演示一边介绍。

或“美图+美文”平面呈现，或
“视频+直播”互动传播，或 360度全景
式虚拟展现……疫情来袭，旅游业受到
冲击的同时，也倒逼出线上旅游新业
态。在“互联网+旅游”发展大方向

下，各地景区在线下预约、扫码入园、
错峰限流的同时，纷纷推出形式各样的

“云游”活动，在为人们提供丰富的在
线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旅游体
验。

科技刷新旅游体验

如今，游览河间府署，即使没有导
游陪同解说，你也可畅行无忧。

每个景点入口处，都设有二维码，
用微信扫一扫，景点的历史文化故事便
娓娓道来：“仪门是礼仪之门，迎接皇
帝圣旨或者接待贵宾时才走正门……”

“戒石坊上书‘公生明’三字，取自
‘公生明，廉生威’，意为只有处以公心
才能明察事情之本末……”为方便游客
游览，河间府署在大门处、仪门处、戒
石坊等多处景点入口处，设置微导览

“金牌解说二维码”，游客现场扫码便可
边听边看。

走进沧州铁狮与旧城文化展览馆，
一个个电子屏幕引人驻足。点击屏幕中
的秸秆扎编，便可通过视频了解秸秆扎
编的工艺流程；点击传统民间游戏踢毽
子，上方大屏幕便播放孩童踢毽的场景
……通过一次次互动体验，沧州旧城的
历史文化沿革铭记于心。

头一次游览南大港湿地，先去哪
个景点呢？用不着发愁，湿地游客服
务中心有自动导游终端一体机，你可
以在智能屏幕上，先了解景区的整体
情况。若对哪个景点感兴趣，直接点
进去，通过图片和视频，提前感受景
点的景色。景区还在游客中心打造了
鸟类互动体验投影，利用VR技术给游
客带来全新体验。

除了在线上打造“云游”模式，网
上预约购票、自助人脸识别验票、自动
售取票机……景区线下还为游客打造了
丰富的体验。南大港湿地作为我市首个
省级智慧景区示范点创建单位，将分步
实施智慧旅游项目，打造语音导览系
统、景区智能WIFI系统等，为游客带
来更丰富、新颖的体验。

一场疫情，逼出形式多样的云旅
游，也激发出智慧旅游新潜能。伴随人
们旅游习惯的改变，体验式旅游已逐步
取代观光式旅游，成为旅游新方式。如
今，以 5G为代表的新基建发展提速，
正在为旅游业加装高质量发展的“智慧
芯”。各景区加紧练内功，加速智慧化
升级，期待以更新鲜的旅游体验，带给
游客新颖的“诗和远方”。

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影响下，，旅游业如旅游业如

何逆势而上何逆势而上？？将自将自

动驾驶嫁接沧州文动驾驶嫁接沧州文

旅业旅业，，把历史文化把历史文化

和科技工业充分串和科技工业充分串

联联；；线上线上““云游云游””异异

军突起军突起，，刷新旅游刷新旅游

体验体验；；修练内功修练内功，，加加

速智慧化升级……速智慧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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