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到周末，沧县神然生态园便迎来大
批小游客。孩子们来这儿并不单纯是来玩
儿的，而是奔着大人口中神秘的“中药
材”来的。

一下车，背起小竹篓，孩子们便开始
了“采药”之旅。“处处都是杂草，怎么
也看不到中药材呢？”没等神然生态园负
责人孙良君“揭秘”，队伍中的一个男孩
满脸沮丧地说。

“孩子们，中药材都是与杂草共生
的，这才符合它们原始的生存环境。看，
这棵就是鹅绒藤，它可以清热解毒、消积
健脾。”孙良君随手从草丛中拔出一棵介
绍着。

看似平淡无奇的杂草，经孙良君一解
释，却都是珍贵的中药材。这棵是紫花地
丁，可以清热解毒；那一片是救心菜，也

叫“金不换”，能活血化瘀；那边是罗布
麻，可降血压、血脂…… “没想到薄荷
有淡淡的清香。”“原来野生爬山虎也是一
种药材。”孩子边听边点头，时不时地摘
几片叶子放入篓中。

熟悉了园中中药材的名称和功效，接
下来开始动手制作香包。坐在桌子前，孩
子们纷纷把采摘的中药材倒了出来。“薄
荷和金银花搭配，明目提神。”“我想再加
几片艾叶，能不能从你那借几片。”孩子
们饶有兴致地制作着。

“孩子们，咱们园子里种植的中药材
都是药食两用的，展柜中摆放的这些面
条、茶叶，也是用园中的中药材制作的，
接下来咱们就用中药材做面点。”孙良君
的一句话，又提起了孩子们的兴致。

择叶、榨汁、和面……转眼间，小小

面团变成了憨态可掬的小猪、瞪着眼睛的
小青蛙，还有他们笑称的“四不像”，孩
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忙得不亦乐乎。

小小“药童”来采药，传统文化记心
间。在当前国家提倡传承中医药文化的背
景下，孙良君把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和休闲
旅游结合到了一起。如今，已有100多种
中药材相继在神然生态园中扎根。“通过

研学体验，能让孩子们切实感受中医药文
化的博大精深。”孙良君介绍说。

小小小小小小“““药童药童药童”””来采药来采药来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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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运河走运河··看生态看生态寻美记特别呈现寻美记特别呈现——

桑葚熟了，献县本斋
回族乡孟各庄的古桑林热
闹起来。不少人携亲带友
前来采桑果、赏古桑。

孟各庄村党支部书记
樊永国亲自当导游：“俺
村的古桑树树龄都在 500
年以上，每一棵都有不一
样的姿态。走，一起去看
看。”

迫不及待地走进林
子，眼前的场景有些出乎
意料。一棵棵比邻而居的
古桑树，虽躯干布满了岁
月的“皱纹”，但枝繁叶
茂、葱茏劲秀，犹如一幅
幅肆意洒脱的水墨画。有
的盘根错节、两杈同根，
仿佛两位老人抱在一起；
有的树身虽有空洞，却依
旧枝干高擎；还有的树干
被沙壤掩埋，盘曲的枝丫
依然竭力地撑起巨大的绿
盖。抬头望着棵棵古桑，
那种震撼，简直无法用语
言形容。

微风拂面，深绿色的
叶子飒飒作响，熟透的桑
葚从树上落了下来，啪嗒
啪嗒，仿佛在提醒着人
们：“别光顾着看，快摘
几棵葚子尝尝。”

拨开叶子，藏在后面
的挤挤挨挨的桑葚露出了
脸蛋。摘几颗白胖胖的放
入嘴中，甜甜的汁液沁入
心脾，口中无意识地吐出
俩字：“真甜。”这一尝不
要紧，记者的馋虫被勾
起。一颗颗地吃不过瘾，
索性一把把地往嘴里塞起
来。

旁边两个男孩摘着摘
着葚子，玩起了捉迷藏。
这个正蒙着眼数数，那个
迅速藏到低垂的枝叶搭成
的“绿幕”后面。男孩数
完数再找，这边瞅，那边
望，找了半天才找到小伙
伴。

走着走着，樊永国突
然发现旁边一个小伙子双
手抱住树干，正要纵身向
上爬。他赶忙上前阻止：

“咱这古桑树得好好保
护，摘葚子不要紧，千万
不能破坏树木。”

樊永国回忆道，小时
候，孟各庄洼里遮天蔽日
的都是桑树。站在树上，
能望到村东八里外的滹沱
河堤。那时，桑树是村民
的主要生活来源。每逢桑
葚成熟时节，成筐满车的
桑葚涌入集市，有的客商
还搭载滹沱河水路，将桑
葚销往天津、北京等地。

“俺从小就是在桑林里玩

大的，在下头玩烦了就爬
到树上看看景，那会儿小
不懂事，现在可舍不得伤
害树喽。”说着，他咯咯
笑了起来。

献县文保所工作人员
介绍，植桑是我国传统农
耕文明的典型文化。献县
植桑历史悠久，孟各庄古
桑林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
文化研究价值。但随着经
济效益的降低，不少村民
砍伐桑树改种粮食，村里
的桑树数量日益减少。

“经多方保护，目前村里
的古桑树仅存 650棵。俺
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保护
好这些‘活化石’。”樊永
国意味深长地说。

如今，孟各庄古桑林
已成为献县旅游景点之
一。旅游服务中心已经建
好，通往古桑林的主路和
林间小路已修好，关于孟
各庄发展古桑林旅游的规
划也正在制定中。

献县电视台记者范占
坤多年前下乡采访，偶然
发现了这片古桑树。他用
镜头记录了大量古桑林的
影像，他拍摄的微电影
《献县孟各庄明代古桑
林》，引发了人们对古桑
林的广泛关注。

2014 年，献县地方
文化学者吕永森等人为了
保护古桑，联系媒体对孟
各庄古桑林保护进行了报
道，随后引起了多家媒体
的关注。

如今，不少村民主动
在古桑林中巡逻，碰见破
坏树木或在林子里乱丢垃
圾者，及时上前阻止。

听着暖心的故事，沿
着古桑林林间小径走到尽
头，“黑珍珠桑葚采摘
园”几个大字格外显眼。
走进园子，游客们正穿梭
于林间，一边品尝一边精
挑细选。园子负责人黄平
夫边忙边说：“这几天可
把俺忙坏了，游客一拨拨
的不断流。赏古桑，摘桑
葚，俺村越来越有名气
了。”

如今，除了古桑林，
孟各庄村新发展桑树种植
500多亩。一些村民在古
桑上取枝扦插，培育桑树
苗，发展桑葚采摘，切实
尝到了种植和保护桑树的
甜头。挖掘古桑林的历史
文化，发展乡村旅游，扩
大种植面积，延长桑葚产
品产业链，随着规划一点
点变为现实，孟各庄的百
年古桑将焕发新的生机。

吴桥打通水系吴桥打通水系““连通梗阻连通梗阻””
本报讯 （王 昱 鑫 祁

洁） 近日，随着吴桥县南
运河第六闸的开启，南水
北调东线一期北延应急供
水 工 程 水 源 通 过 水 系 水
网，3天时间覆盖吴桥县全
境。这主要得益于吴桥县
自去冬今春实施的水系连
通工程。

吴桥县属于深层水严
重超采区，地下水资源严
重匮乏。为适应南运河短
周期低水位小流量的常态
化引水模式，解决引水难
的问题，2020 年，吴桥县
对沙河、工人渠、第六引
水渠等6条骨干渠道进行了
清淤，形成“六纵二横”
的水系连通网。在此基础

上，继续加大投资，通过
扩 挖 坑 塘 、 治 理 有 坑 无
渠，修建节制闸等措施，
实现“一村一水盆”，让地
表水引得来、蓄得住、用
得上。

为广开水源，吴桥县积
极协调漳卫新河上游管理部
门，重启永丰引水闸，开辟
引黄、引江多种外调水源引
水，扭转了农业灌溉全部依
靠开采地下水的被动局面。

吴桥县水务局工作人员
介绍说，通过打通水系“连
通梗阻”，吴桥县构建起

“引蓄并重、丰枯互补、河
渠相济、灌排共治”的水系
水网，彻底解决了全县多
年缺水的难题。

谢家坝旁又添智慧博物馆

红墙灰顶，造型别致，来到位于连镇运
河五街、六街交界处的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点——谢家坝，堤顶路东侧，一栋正在施工
的建筑引人注意。

东光县文体广旅局副局长刘德生介绍
说：“这是即将在今年旅发大会中亮相的水工
智慧博物馆，馆内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模
型、动画互动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谢家坝
及大运河沿线所有的坝体工艺。目前，博物
馆主体施工已完成，待内部装修布展完毕，
人们可到此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近代漕运水
利的先进夯筑工艺。”

“看，前面那段月牙形的堤坝就是谢家
坝。”顺着刘德生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段灰褐
色的堤坝横卧在运河东岸。这座用糯米和灰
土层层夯筑的大坝，虽全长仅 218米，但历

经百年风雨洗礼，容貌依旧，令人由衷地敬
佩先贤的智慧。

沿着一处有小路痕迹的陡坡，慢慢下至
坝底，摩挲着两百多年的夯土，瞬间感受到
了它的沧桑与厚重。

刘德生说，大运河谢家坝段是个大弯，
历史上一有大水，总是首当其冲，经常决
口。谢家坝最后筑成并青史留名，跟连镇一
户人家有关。相传，清朝末年，连镇乡绅谢
家捐资从南方购进大量糯米，组织人力用糯
米熬粥，加灰土与泥土混合筑堤，故名谢家
坝。听着，转身望望那宽阔而弯曲的河道，
遥想当年，在运河水势滔天的年代，这座大
坝静静护佑运河沿岸的村庄与百姓，再也没
有出现决堤，简直堪称世界“水利奇迹”。它
所凝聚的民众团结抗洪的磅礴力量，更加令
人震撼。

如今，为了尽展“水驿古镇”的风采，
东光县依托谢家坝，还谋划启动莲窝水驿古
镇项目。在深入挖掘连镇生态资源的基础
上，围绕运河文化、商贸文化、驿站文化、
红色文化、美食文化、民俗文化等，充分依
托现有的工业文化遗址遗迹，打造集文化研
学、商贸会展、生态科普、亲子娱乐等功能
于一体的工贸小镇，再现连镇商埠重镇和运
河古镇的风采。

运河畔生态公园串珠成链

沿东光运河堤顶路行驶，景色转瞬即
变。刚才还是草青树绿、郁郁葱葱，转眼又
花海遍地、摇曳生姿，静静流淌的运河水，
在巨大的“画布”中时隐时现，旖旎风光令
人心旷神怡。

刘德生不无自豪地说：“东光县运河沿岸
20公里，处处都是这样的风景。我们在大运河
东畔 3000米范围内，持续打造林果观光区、
生态文化公园，沿岸各景点已串珠成链。”

行至东光镇油坊口村附近，一片金黄色
煞是惹眼。“这就是大运河武术公园。”刘德
生说着，车在一片开阔地停下。

走进公园，一尊塑像高大威武、赫然在
目。刘德生介绍说：“这尊塑像是闻名中外的
近代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他的祖籍就在如今
的东光镇安乐屯村。”

漫步大运河武术公园，金枝槐那金灿灿
的树冠，黄的晃眼。树下随处可见的一簇簇
或紫或黄的小野花，格外讨人喜欢。中心广
场上，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习武，一招
一式刚柔相济、潇洒自如。

刘德生边走边介绍：“大运河武术公园是
今年旅发大会东光站的一处重要观摩点，我
们将对其进行改造提升，以武术文化为核
心，打造演武场、擂台、梅花桩、名将台等
景点，将沧州的50多种拳术都囊括进来，打
造集武术展示、运动休闲、旅游观光于一体

的滨河生态公园。”
大运河东光段总长36.98公里，流经南霞

口镇、东光镇、连镇 3个镇，是南运河沿线
原始风貌保存较好的一段。近年来，东光县
秉持“大保护、微开发”的理念，以旅发大
会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借助万亩森
林资源优势，坚持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并
重，让生态文化在大运河畔珠联玉映。看，
那潋滟的水波，正如大运河的一串串笑涡！

氧生园负氧离子“爆屏”

你相信北方有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
达1万个的地方吗？

走进氧生园森林公园，绿树成荫，凉风
拂面，燥热瞬间不驱而散。

公园中心广场电子屏上，实时显示公园
的负氧离子含量。刘德生介绍说：“负氧离子
含量是环境好坏的表现。负氧离子含量越
高，代表环境越好。天气最热的时候，这儿
的负氧离子爆屏，能达 1万个。而公园里为
几千个，街道上仅为上百个，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吧？这里之所以叫‘氧生园’，就
是因为‘氧生’与‘养生’异曲同工。”

“忒对了，要不俺们来这儿‘吸氧’吸上
瘾了。”正在林中遛弯儿的南霞口村民史兰华
接过话茬，“以前这可是片‘老大难’，种点
儿花生、大豆，赶上天旱，连种子钱都收不
回来。不种舍不得，种了又没啥收成。”说
着，她叹了口气。

原来，东光县位于运河东岸的这片地土
质沙化、贫瘠，孤立于 105国道和京沪铁路
之间，加之灌溉困难，每年只能种一季庄
稼。2003年，政府提倡退耕还林，免费给村
民提供树苗，每亩地还给予适当补贴，一棵
棵速生杨相继在此扎根，昔日贫瘠的沙土地
渐渐有了生气。

树成林，林成景，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的启动，这片林子有了雅致的名字——“氧生
园”。除了环境好，公园的景点也越来越丰
富：U型木栈道，曲径通幽；婚纱摄影基地，
花海绿树掩映；观鸟平台，群鸟翔集……这
不，旁边一位村民吸着氧发起了感慨：“‘绿
水青山’成了俺们的幸福‘靠山’，大伙儿种
树种上瘾了。”

如今，北起南霞口，南至连镇的近 10万
亩森林长廊，成为大运河畔一道靓丽的风
景。刘德生“剧透”：“目前，非遗传习所、
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所等已经建设完成，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5A级旅游景区标准，对
天池、观鸟平台、亲水平台等景点进行景观
提升。”

古老的文化蕴藏着运河之魂，绿色生态则
延续着运河生命。如今，船工号子声声远去，
奔腾千年的运河卸下漕运的重担，正铺展着宏
伟的蓝图，滋生出一个个安闲舒适之地。

陈 雷 摄

明代古桑林明代古桑林明代古桑林
焕发新生机焕发新生机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郭瑞瑞 杨 敏

大运河东光段总长大运河东光段总长

3636..9898 公里公里，，流经南霞口流经南霞口

镇镇、、东光镇东光镇、、连镇连镇33个镇个镇，，

是南运河沿线原始风貌是南运河沿线原始风貌

保存较好的一段保存较好的一段。。近年近年

来来 ，，东 光 县 秉 持东 光 县 秉 持““ 大 保大 保

护护、、微开发微开发””的理念的理念，，以以

旅发大会和大运河文化旅发大会和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为契机带建设为契机，，借助万亩借助万亩

森林资源优势森林资源优势，，沿大运河沿大运河

东畔东畔 30003000 米范围内米范围内，，打打

造 绵 延造 绵 延 2020 公 里 的 风 景公 里 的 风 景

线线 ：：依 托 百 年依 托 百 年““ 糯 米 大糯 米 大

坝坝””谢家坝谢家坝，，打造水工智打造水工智

慧博物馆慧博物馆、、莲窝水驿古莲窝水驿古

镇镇，，尽展尽展““水驿古镇水驿古镇””的的

风采风采；；林果观光区林果观光区、、生态生态

休闲区休闲区、、文化公园……大文化公园……大

运河畔景点串珠成链运河畔景点串珠成链；；沙沙

土 地 变 万 亩土 地 变 万 亩““ 森 林 氧森 林 氧

吧吧”，”，成 为成 为““ 吸 氧吸 氧 ””好 去好 去

处处。。奔腾千年的大运河奔腾千年的大运河，，

卸下漕运的重担卸下漕运的重担，，正铺展正铺展

宏伟蓝图宏伟蓝图，，滋生出一个个滋生出一个个

安闲舒适之地安闲舒适之地。。

京
杭
大
运
河
东
光
段

京
杭
大
运
河
东
光
段

大运河武术公园

氧生园观鸟台氧生园观鸟台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谢家坝谢家坝

水驿古镇水驿古镇水驿古镇“““大保护大保护大保护 微开发微开发微开发”””

202020公里运河生态风景线串珠成链公里运河生态风景线串珠成链公里运河生态风景线串珠成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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