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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润青县如江南水润青县如江南水润青县如江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彦芹刘彦芹 祁祁 洁洁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杨天宇杨天宇 吴华兵吴华兵 摄影摄影 陈陈 雷雷

沿青县北环桥驶入运河河堤，刚才
还是村庄连片、屋舍俨然，转眼又是绿
树葱葱、花枝招展。忽然，一片开阔的
水面闯入眼帘，“这就是司马庄的坑
塘。”“司马庄”3个字刚从青县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局长王泽辉口中说出，记者
的味蕾便有些蠢蠢欲动。

车驶下河堤进入司马庄蔬菜观光
园，一下车正要奔向大棚，王泽辉的一
句话，让记者停下了脚步。“这里将以
休闲观光为基础打造果蔬文旅小镇，将
来这儿除了采摘，还有许多好玩的呢。”

依运河而建的司马庄村，是河北省

乡村旅游重点村，还是享誉京津冀的
特色蔬菜种植基地。“蔬菜文旅小镇啥
模样？”记者好奇地打探道。王泽辉介
绍说：“司马庄将在特色果蔬采摘的基
础上，建设民宿一条街，让游客吃好
玩好之余，在此留宿享受慢时光；村
庄周边坑塘将进行改造升级，打造垂
钓和水上娱乐项目。”听罢，更令人翘
首以待。

心中的疑问消除了，这下可以踏实
进大棚参观了。迈进棚里，仿佛闯入蔬
菜“大观园”。这个南瓜怎么长得像飞
碟？那边的小西红柿，除了红色的，竟

还有黄色和深棕色的；旁边蔓上挂着的
像是西葫，形状长得怎么像香蕉？这瞅
瞅，那望望，样样都觉得新鲜。

“这是飞碟南瓜，那个叫香蕉西
葫，旁边的小黄瓜是拇指黄瓜，目前，
园区棚里的特菜总共有 100多种。”园
区负责人李志彬介绍。

出司马庄村，车在河堤的运河景观
分布图前停下，王泽辉介绍道：“司马
庄仅是大运河畔的一个代表性景点，我
们将把红木小镇、中蔡庄古贡枣园等运
河沿岸散布的景点串成线，打造‘一线
多珠’的运河生态文化长廊。”

杂草丛生，垃圾遍地，雨水大一点
儿，就成了汪洋一片。这样的荒滩能打
造成啥样？

漫步青县运河滩地生态修复示范
区，花架长廊，假山水系，徽派景墙，
景色古色古香，俨然一幅江南水墨画。

负责公园设计施工的青县园林所
副所长古文玉介绍说：“以前这里是一
片荒滩，我们以旅发大会和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为契机，将这里打造成生态
公园。如今，这儿成了县城的网红

‘打卡地’。”
登上位于公园最高处的休闲凉亭，

恰遇清州镇唐家窑村党支部书记郑文军
在此歇脚。突然，他起身举起相机边拍
边兴奋地说：“瞧，前面水面上落了只
白鹭。环境好了，鸟儿也成了常客！”

郑文军说，唐家窑村 1000多口
人，每人在河滩都有一分来地。河滩地
势洼，遭水泡是常事。“如今，河滩
地变成了公园，没事来这儿遛遛弯
儿，多带劲！”话语间，郑文军满脸幸
福。

站在凉亭眺望四周，河滩的故友
——大运河静静环抱着这方地界。蓝天
白云，绿树垂荫，游客在园中若隐若
现，“还运河于人民”，既是对古老运河
的感恩回馈，也是对运河儿女的庄严承
诺。

运河之美，因水而生；运河文脉，
依水绵延。以运河为脉，以文化为韵，
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青县一直以
来的探索。除了运河滩地公园，盐碱洼
地生态恢复示范区贯穿县城西南主要水
塘和坑塘，以生态湿地和湖泊为主要元
素，将盘古文化和湿地风景有机结合，
充分展示青县“北方水城”的独特魅
力。一条运河穿城过，两岸风光入画
来。一幅幅自然唯美的运河画卷，在盘
古故里渐次舒展。

荒滩长出生态公园 蔬菜基地变果蔬文旅小镇

出青县县城，沿大运河堤顶路向北
行驶，便到了马厂镇二十里屯村。村里
的大运河古槐广场上，几位村民正在古
槐树下聊天：“以前这儿是片垃圾坑，
一到夏天臭气熏天。如今建了小广场，
没事来这儿遛达会儿，可舒坦了！”笑
声不时拂过耳畔。

王泽辉介绍说：“如今，运河沿岸
个个村庄美如画。我们将以马厂段运河
堤顶路为主线，打造 10公里的梧桐大
道观光长廊。届时，行走在这里，既可
享受天然氧吧的快感，还能纵览村庄的
美丽风光。”

大运河纵贯青县南北，长 45.7公
里，沿岸坐落着 50多个村庄。随着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沿线村庄
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被提上议程。青县
在运河河堤打造骑行漫道的基础上，按
照“能绿化则绿化”原则，做好村内空
地、残垣断壁拆除及综合利用文章，集
中打造了百余个小游园，既为村民提供
了休闲场所，又提升了大运河的“颜

值”。
在清州镇胡白庄村，村“两委”在

村头的废弃地上建起九曲广场，九曲十
八弯的溪水造型，配以凉亭、磨盘、秋
千等点缀，绿树成荫，花草芬芳，甚是
惹人喜爱。广场上还专门设有党员志愿
者大运河服务点，每天都有党员志愿者
打扫卫生。

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马厂
炮台及兵营遗址所在地，马厂镇下马厂
村投资 85万元先后建设了村史馆、垂
钓园、运河沙滩、荷花池、码头凉亭等
多处景观，成了名副其实的旅游村。

大运河河湾处的流河镇人和镇村，
房前屋后遍植花草，最吸引人的则属村
子入口处的“买卖街”壁画，商贩穿梭
于街道中，叫卖声此起彼伏，买卖街的
繁荣景象跃入脑海。

脏乱不堪的村庄脱胎换骨，默默无
闻的小村“逆袭”成网红，一个个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犹如大运河畔的颗颗明
珠交相辉映。

10公里梧桐大道成观光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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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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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的腿刚做完手术出
院，却仍整日一瘸一拐地在
农庄里招待游客。“老毕，快
好好养着吧，别落下病根
儿！”跟他熟的人去了都劝
他，老毕却满不在乎：“没
事，大伙儿大老远奔这儿
来，俺哪忍心怠慢。”话音刚
落，又有一辆轿车驶入停车
场，老毕又过去“接客”了。

老毕，名叫毕煌华，献
县韩村镇毕氏庄园负责人。
从 2013年他流转这 200来亩
土地涉足农业，这里的一草
一木成了他的命根儿。

从 3月份樱桃成熟，紧
接着甜瓜、西瓜、葡萄、桃
陆续上市，一直到入冬的雪
桃收尾，老毕的农庄多半年
游客不断。产品不用出去找
销路，游客却主动上门来，
常常有人到这里取经：“老毕
你到底有啥高招儿？”

坐在农庄办公室里，老
毕没有开门见山，反倒回忆
起他的创业经历来。“刚开
始，俺可走了不少弯路。成
天在地里猫腰撅腚，瓜果一
下来，卖个好价比登天还
难。”说着，他的额头紧蹙出
一道道纹。你种的别人也
种，一窝蜂地上市，根本没
啥优势，种就得种些新鲜的
东西。渐渐地，老毕悟出了
门道。

“老毕，咱老家有啥好玩
的？”外地的亲戚朋友经常打
电话向他打探。献王陵、马
本斋纪念馆、单桥……可老
毕说的这些地儿，他们每次
回来必转。“有好玩的采摘的
地儿吗？”亲戚的一句话“惊
醒”了他。“对啊，咱别光把
瓜果蔬菜拉出去卖了，不如
种点儿新鲜的玩意让游客上
门采摘。”回忆起当时的情
形，老毕仍有些激动。

那种点儿啥呢？老毕通
过外出参观考察，渐渐有了
思路。别人没有的，俺种。
市场上罕见的，俺更得种。
不光品种稀罕，还要抓住市
场空档，瓜果香甜，游客自
然就来了。老毕越说越让人
好奇，到底他都种了些啥？

走进大棚，记者终于见

到了“庐山真面目”。这边温
室里，明明刚看到的葡萄如
颗颗绿宝石般，往前没走几
步，又变成了黑紫色的，“蜜
光 ”“ 七 星 女 王 ”“ 早
夏”……老毕脱口而出的这
些品种，记者全都头一回听
说。

钻进另一个棚里，一边
的樱桃已过采摘季，这头的
油桃脸蛋已红扑扑。一位游
客正穿梭于桃树间徘徊不
前：“深红色的应该更甜。”
老毕招呼道：“没事，多尝几
个就有参考标准了。”

火龙果、西瓜、哈密
瓜、西红柿……听着这些品
种，好像也没啥新奇，“俺这
儿光葡萄就有 9个品种，西
红柿有四五种颜色，甜瓜都
得过奖，哈密瓜能达到19个
糖！”说着，他随手从棚里摘
下一颗瓜递过来：“尝尝就知
道了。”记者迫不及待地咬了
口，脱口而出俩字“齁甜！”
老毕笑着说：“俺不是自卖自
夸吧？”

这时，有人在外头喊了
一嗓子：“老毕，又来新单子
了！”“好嘞，俺这就安排人
摘。”老毕说，许多老顾客抽
不出时间过来采摘，可以打电
话下单，我们直接给他们发快
递。收到货，如有烂果或者口
感不好的，直接联系售后进行
赔偿。

稀罕的品种，能摆弄成
功不是件容易事。这个品种不
行，再淘换新的，他记不清搞
了多少次试验。就算是品种成
活了，怎样提高果实的口感更
为关键。定期测土施肥，土壤
缺吗补吗，每亩地光有机肥他
就得投入 1200块钱。光品种
听着新鲜，不好吃也白搭。老
毕处处较真。

正说着，他的电话响了：
“老毕，现在农庄能采摘啥？”
老毕笑答：“现在正是旺季，
快来吧！”挂掉电话，他又一
瘸一拐地忙活起来。

吴桥杂技大世界吴桥杂技大世界

入选省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入选省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本报讯（杨天宇 祁洁）近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 2021
年全省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名单，
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入选其中。

吴桥杂技大世界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60万
人以上。景区负责人介绍说，景

区将以创建省文明旅游示范单位
为契机，持续开展文明旅游宣传
引导和主题实践活动，培养游客
文明意识和行为习惯，营造文
明、健康、绿色的旅游新风尚，
为促进我市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夯实基础。

瓜香果甜瓜香果甜瓜香果甜 游客自来游客自来游客自来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郭瑞瑞

别人直为农产品销路发愁别人直为农产品销路发愁，，献县毕氏庄园却献县毕氏庄园却

游客盈门游客盈门。。不少人来此取经不少人来此取经，，负责人毕煌华常负责人毕煌华常

说说：“：“人无我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优，，瓜果香甜瓜果香甜，，游客才能游客才能

主动登门主动登门，，这是发展休闲旅游的关键一环这是发展休闲旅游的关键一环。”。”

市文广旅局推出绘本讲读品牌活动
本报讯 （洪熠辉 杨天宇

祁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
出“尚书童”绘本讲读馆系列
品牌活动，以“书”为媒，以

“讲读”为纽带，让孩子在亲子
讲读中开阔视野、浸润心灵。

绘本讲读系列品牌活动采
取线下线上两种方式，通过
开展“尚书童”英文绘本沙
龙 、“ 寻 找 大 自 然 的 守 护
者”英语沙龙系列、“吟古

诗 唱童谣”手指游戏、电影
总动员“跟着电影学党史”
等丰富多彩的少儿活动，寓
教于乐，为孩子们带来全新
的阅读体验。

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截至目前，该系列活动
共举办50余场，参与读者5000
余人次，家长可带孩子到图书
馆现场参加，也可关注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在线参与。

7月 4日上午，河间融媒体中心院
内绿化带旁，10多个人你一剪，我一
钳，干得热火朝天。

他们不是河间融媒体中心花钱雇
来的修剪工，而是河间市绿植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

“新生的枝条需要将弱枝剪掉，重
叠枝、枯枝也要剪……”服务队带头
人李伟一边修剪，一边向身旁的人介
绍技术要点。不一会儿，樱花、西府
海棠变得姿态俏丽，小叶黄杨也有了
充足的生长空间。“剪完立马漂亮多

了。”虽然汗水湿透了衣裳，他们却心
里美滋滋的。

“队长，下次去哪儿修剪？”如
今，这句话成了人们和李伟的见面
语。干了多年的工程绿化，李伟有种

“强迫症”，发现哪儿的绿化外观欠
佳，他就打探有没有人管，若没人
管，他立即带着工具过去修剪。

“真是没事找事干。”常常有人不
理解。“剪几下费不了多大劲儿，别因
个别角落影响了大环境。”一说这事，
他“轴劲”又上来了。

2020年，李伟参加河间第二届乡
村振兴培训班，一同参训的学员给他
提了个建议：“咱建个群，再去修剪在
群里招呼声，谁有空谁跟着去。”在大
家的强烈要求下，河间市绿植志愿服
务队成立了。

从孤身一人发展到如今 33 位成
员，“小集”赶大了，李伟的干劲儿更
足了。这不，天一热，绿化进入淡
季，他没事就开车围着河间转。“去年
修剪过的地方，现在该整整形了，趁

着没事对它们进行‘回头看’。”李伟
笑着说。

前些日子，李伟带领志愿者先后
到河间烈士陵园和白求恩手术室旧
址，对景区内的绿植进行了修剪。“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不少游
客都到这儿瞻仰革命烈士，不能让景
区环境丢了漏儿。”他考虑得真周全。

今年4月份，李伟到河间交警大队
办理业务，发现办公楼大院花池中的
冬青该修剪了，他便招呼志愿者过去
修剪。过后，交警大队工作人员送来
一面写有“志愿服务 无私奉献”的锦
旗，李伟连连婉拒：“举手之劳的事，
再有修剪需要随时联系我们。”

如今，为了服务更多的人，李伟把
服务队的宣传语贴到车上。“讲文明、
树新风从我做起。园林绿化修剪哥，好
人好事坚持做。”标语下面，他还用大
号字加了句：“为河间市区及周边村庄
庭院免费修剪绿植，如果你有修剪需要
或者想加入我们的团队，可拨打服务
电话。”

河间有位义务“修剪哥”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徐亚楠

陈陈 雷雷 摄摄

青县盐碱洼地生态恢复示范区青县盐碱洼地生态恢复示范区

大运河畔村庄环境美如画大运河畔村庄环境美如画

青县运河滩地生态修复示范区青县运河滩地生态修复示范区

大运河青县段大运河青县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