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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裕，，城有其馨城有其馨，，是是

为泊头为泊头。。千年运河千年运河

犹如一条生命脐犹如一条生命脐

带带，，不仅滋灌出沿不仅滋灌出沿

途的秀美风景途的秀美风景，，还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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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河文化的运河文化、、农耕农耕

文化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文化。。

近年来近年来，，泊头以大泊头以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运河文化带建设

和旅发大会为契和旅发大会为契

机机 ，，以 运 河 为 主以 运 河 为 主

线线 ，，整 合 特 色 资整 合 特 色 资

源源，，倾力打造大运倾力打造大运

河全域旅游带河全域旅游带：：运运

河人文景观与自河人文景观与自

然风貌完美融合然风貌完美融合；；

古贡梨园重现梨古贡梨园重现梨

乡风采乡风采；；十里香酒十里香酒

文化产业园成运文化产业园成运

河风情旅游新地河风情旅游新地

标标。。品梨乡古韵品梨乡古韵，，

赏运河风情赏运河风情，，一幅一幅

全域旅游画卷渐全域旅游画卷渐

次铺展开来次铺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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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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公园开启“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王 萍

十里香酿酒坊十里香酿酒坊

连日来，每当夜幕降临，位于吴桥
大运河畔的运河公园中心广场，灯光璀
璨，音乐飞扬，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大运吴桥嘉年华消夏音乐节”暨庆祝
建党100周年晚会在此精彩上演。

优美的歌曲，曼妙的舞蹈，经典
的戏曲，惊险的杂技表演，丰富多彩
的文艺节目为市民及游客奉上了一道

“文化盛宴”。
近年来，吴桥县抢抓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机遇，全面推动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大力实施大运河生态治理和修

复，巧妙利用河道蜿蜒曲折的特点，
在大运河“耳廓”上打造了兼具运河
文化和杂技文化特色的运河公园。如
今，运河公园已经成为县城和周边群
众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

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消夏音乐节将一直持续
到10月份。音乐节期间，将通过一系
列文化演出为市民及游客呈现多彩的
文化吴桥，进而弘扬运河文化，激发
吴桥“夜经济”活力，丰富运河文化
旅游业态。

两项枣技术获林业部科技奖

“纪站长，俺家的枣树得了枣疯
病咋办？”最近，纪清巨经常接到枣
农的咨询电话。

大伙儿心急，纪清巨比他们更
急。可枣疯病通常被称为枣树的

“癌症”，如何通过综合管护防治让
枣树渡过难关，一直是棘手的技术
难题，解开“谜团”尚需要一定时
间。

枣树是沧州独特的生态林，出
生于献县枣区的纪清巨，从小就对
枣树情有独钟。1985年，他从河北
林学院经济林专业毕业，怀揣梦想
来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
作。工作不到一年，他就申请加入
了“金丝小枣密植速生丰产技术研
究”课题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枣树的种
植方式为稀植、高干，生长十来年
才开甲、结果，导致结果晚、产量
低、效益差。为改变传统的种植方
式，纪清巨和课题组同志扎进南皮
县大树金村的枣树试验田，一干就
是5年。

60亩地，6000多株枣树。枣树
枝条硬，刺儿多，他们的手时常被
扎得出血。小冠密植的树干只有五
六十公分高，蹲在地上开甲不方
便，他们索性趴在地上干。当时正
值麦收，一天下来，他们戴着手套
手还磨出了茧子，个个热得像从水
里捞出来的。

经过 5年的试验与示范，枣树
实现了 3年挂果、4年亩产 370公斤
鲜枣的突破，比传统枣树丰产期提
前 8至 10年，这项技术获得了林业
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紧接着，纪清巨和中国科学院
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合作进行金丝
小枣篱壁型早果优质丰产技术研
究。篱壁型栽培和种植葡萄方式类
似，把枣树枝条绑在篱架上，最终
3年生枣树亩产达到927公斤，好果
率达 98%，每亩收入 5000余元，该
技术再次获得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
奖。

12载培育优质枣品种

丰产并不代表一定丰收。纪清
巨在调查中发现，枣树早期速生丰
产的难题虽已得到解决，但品种单
一、品质退化将直接影响红枣的经
济效益。从1996年开始，纪清巨开
始着手枣树新品种的选育工作。

当时，我市枣树种植面积近
200万亩，从中一点点儿筛选，简
直是大海捞针。纪清巨和课题组同
志走遍了献县、青县、沧县等重点
产枣区，一年中有 200多天在外头
跑。

搞科研，数据调查至关重要。
林业科研对季节、时间要求严格，
错过一次调查时间，就可能延误一
年。每次数据调查，他们都风雨无
阻。12年来，经过多次试验示范，
纪清巨成功选育出无核小枣优良品
种“沧无 1号”“沧无 3号”，以及
我省第一个冬枣新品种——“冀星
冬枣”。这几个新品种在河北、四
川、福建、天津、湖南等地均进行
了大面积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金
丝小枣经济效益降低，出现了大面
积刨树现象。为了提高枣果品质，
纪清巨组织有关专家开展了抗裂果
枣及鲜食枣树新品种选育工作，先
后选育了“曙光 5号”“曙光 6号”

“曙光7号”“曙光8号”4个抗裂新
品种，“沧冬 1号”“沧冬 2号”“沧
冬 3号”“京沧 1号”4个冬枣新品

种，“冰坨蜜”“猴枣”2个鲜食枣
新品种，并对这些新品种进行了推
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誓让盐碱地披上绿装

2003年，纪清巨调入市林业局
林木种苗管理站工作。林木种苗是
造林的基础和前提，而我市多为盐
碱地，适合种植的树种较少，怎么
办？又一道难关摆在纪清巨面前。

为了搜集良种数据，纪清巨用
将近一年的时间跑遍了全国各地。
特别是在新疆期间，正值七八月
份，高温炎热，他每天要跑几百公
里的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考
察调研了全域十多个苗圃场和胡
杨、小叶白蜡等多处原始森林，成
功引进小叶白蜡、沙枣、圆冠榆等
多个抗盐碱树种，并在盐山良种基
地成功栽植，丰富了我市的抗盐碱
树种资源。

如今，通过纪清巨与有关县市
的多次跑办申请，我市建设林木良
种基地 9 处，总建设规模 2800 多
亩。其中，沧县国家枣树良种基
地，收集枣树种质资源 681份，每
年生产良种接穗 6万根，是我国规
模最大的枣树良种基地。盐山国
家抗盐碱树种良种基地，是我国
唯一的抗盐碱树种良种基地，目
前收集树种 29 个，保存种质资源
153份，培育了抗盐碱白榆新品种

“盐山 1号”，每年生产抗盐碱良种
苗木20万株，优良穗条15万根，有
力地保证了我市造林绿化优良苗木
的需求。

“这些年因为我常扎在林子里，
还落了个绰号——‘钻林专家’，惟
愿尽一己之力，让该绿的地方都绿
起来，这样，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纪清巨说。

人物简介：

纪清巨，1964年9

月出生，1994年9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林 木 种 苗 工 作 站 站

长，先后获得省部级

科学技术奖7次、市级

科学技术奖11次。在林

业战线拼搏 35 年来，

纪清巨致力于枣树密

植栽培技术、枣树新

品种选育推广及抗盐

碱树种引进选育等工

作 ， 选 育 的 无 核 小

枣、冬枣、枸杞、白

榆 等 多 个 林 木 新 品

种，均在我市进行了

大面积推广。

献礼建党百年 记录百名先锋

““钻林专家钻林专家””躬耕林业躬耕林业3535载载
□□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杨俊杰

纪清巨纪清巨（（中中））在林间进行数据调查在林间进行数据调查

大运河畔倾听泊头故事大运河畔倾听泊头故事大运河畔倾听泊头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祁 洁洁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田志锋田志锋 杨天宇杨天宇

打卡市区1.9公里运河景观

炎炎夏日，骄阳似火。步入位
于泊头市区的运河景观带，绿树垂
荫，清风拂面，燥热瞬间不驱而
散。游人三三两两而至，或漫步林
荫花径，或围坐笑谈，好不惬意。

“如今，泊头市区 1.9公里的运
河两岸风光秀美，已成为城区的

‘绿肺’。”泊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工作人员赵小兴此话一出，记者不
由深吸几口气。

紧着步子向前，几步一景，美
得醉人。山楂树广场上，野花烂
漫，草坪如茵，树上缀满的青山楂
如顽皮的孩子在枝叶间躲藏。黑心
金光菊花海璀璨夺目，黑色的花心
与金黄色的花瓣交相辉映，不时引
得游人驻足。远远地，一座环形白
桥映入眼帘，赵小兴说之所以将桥
命名为运河之链，正如它蜿蜒灵动
的造型，看，它多像凌波仙子将运
河两岸揽入怀中。

登上运河之链环顾四周，一组
组大型雕塑若隐若现。河工辞别家
人的不舍，运河漕运的繁忙盛景，
鸭梨之乡的欣欣向荣，人文景观与
自然风貌在此完美融合，古城泊
头，仿佛从千百年历史中缓缓走来。

大运河纵贯泊头南北，全长
36.3公里，有 7公里左右在泊头市
区。为充分展示大运河的生机与活
力，泊头充分利用大运河穿城而过
的自然禀赋，深入挖掘开发大运河
文化，利用运河两侧河滩地的自然
地貌，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有苗圃和
果林，在市区裕华桥至北环桥河段
两侧悉心打造了大运河景观带。景
观带全长1.9公里，占地面积56.9公
顷，集风貌保护、文化展示、观光
休闲等于一身，成为市民休闲健身
的“打卡地”。

尹庄古梨树会讲故事

出泊头市区，沿运河堤顶路一
路北行，水蜿蜒，路逶迤，阳光灿
烂日当顶，绿意葱葱藏林影。

蓦然，大运河东岸，一片格桑
花海惊艳绽放在眼前。下河堤，本
想花海寻芳，却被一棵棵系着红丝
带的梨树吸引了目光。文庙镇党委
副书记金春玲介绍说：“系红丝带的
梨树都是古树，有二三百年历史
了，棵棵都有故事。我们打造这片
古梨园，就是为梨乡添神韵。看，
这棵‘乾隆御梨树’有 300 多年
了，相传乾隆曾品尝过这棵树上的
梨呢。”

“乾隆品尝过的？”见到记者吃
惊的表情，金春玲笑着说：“没错。
相传，乾隆皇帝曾 3次沿京杭大运
河水路到德州，驻跸位于尹庄村内
的化城寺。在此处品尝鸭梨后，念
念不忘芳香绵长的大鸭梨，遂命地
方官以梨纳贡。打那以后，泊头的
鸭梨就进了宫廷成为贡梨美名扬。”

再往前，“将军梨”3个字引人
驻足：“这是哪位将军栽下的？”金
春玲说：“这棵树凝结着‘赠梨谢恩
人’的深情。据老人们回忆，抗日
将军萧华曾在尹庄村一边领导革命
工作，一边带领百姓开荒种梨树。

每到收获季节，老百姓挑选品相
好的梨，送给萧华和战士们，
用最淳朴的方式表示感谢。”

古树沧桑，留下几多传说，几
多故事。这些古树见证着时代的发
展和变迁，也见证着村庄的兴衰和
巨变。金春玲介绍，除深厚的文化
底蕴外，尹庄村还有着得天独厚的
环境优势。村西侧是尹庄干渠，周
围有2.2万亩的大运河绿化带，再加
上村内近 2000亩的绿化，为古贡梨
园的打造提供了良好条件。为重现
梨乡风情，文庙镇以尹庄村为示范
点，以梨为媒，结合人居环境整治
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挖掘当地的
传说故事，对古梨树进行保护，先
后打造了占地面积近 200亩的古贡
梨园。

目前，关于古贡梨园的新规划
仍在进一步完善中，依托村西的闲
置宅基地和空地，打造特色民宿，
建设梨文化展馆，整合村周边现有
的农业种植设施，打造特色村容村
貌……“届时，欢迎来文庙赏运河
风情，品梨乡古韵。”金春玲热情相
邀。

大运河文博园
成运河风情旅游新地标

走进位于十里香酒文化产业园
中的十里香·大运河文博园施工现
场，一座外观酷似酒樽的建筑赫然
耸立、古色古香。

公司工作人员尚佳介绍说，这
是正在建设中的十里香文博大厦，
里面规划打造泊头革命历史博物馆
和十里香·大运河酒文化馆，目前大
厦主体已经完工，正在进行内外装
修施工。文博大厦周边，园区滨水
景观公园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2021年 8月底前，所有建设项目将
全部完成。届时，产业园将成为大
运河风情旅游新地标。

十里香酒业，前身是国营泊头
制酒厂，始建于 1946年，至今已有
70多年的历史。“隔壁三家醉，开坛
十里香。”香甜绵软的运河水，曾孕
育出开坛十里香酒，让行船的汉子
枕涛酣眠。十里香的兴盛发展离不
开大运河的馈赠。一代代十里香
人，历经沧桑，传承古法酿酒技
艺，使得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诸多荣誉接踵而来，企业
负责人祁建发愈发感念自己的运河
情缘。2018年旅发大会期间，他斥
巨资打造占地 800余亩的十里香酒
文化产业园工业旅游项目。产业园
包括“三园”，即工业园、发酵园
和文博园；五大功能区，即工业生
产、生物发酵、酒文化博物馆、接
待中心、会议中心等。产业园全景
展示了酿酒技艺，浓墨重彩地记录
和传承灿烂的大运河酒文化。如
今，产业园已成为国家 3A 级工业
旅游景区，每年接待参观人员近万
人。随着酒文化产业园的建成，大
运河畔这缕浓香将伴随着滔滔运河
绵远流长，绽放时代异香。

大运河畔梨果飘香

尹庄古梨园尹庄古梨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