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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农业科技“迪士尼”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张 萌

没有土壤，没有农药，
植物能健康生长吗？农作物生长
可以不受季节影响吗？近日，位
于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
化产业园中的自然科学馆正式对
外开放，孩子们可变身小小农业
科学家，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

“黑科技”。
走在自然科学馆中，“太神

奇了！”这句话成了“高频句”。
科学育种实验室中，琳琅满目的
种子令人应接不暇。几个孩子正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种子
生命力的检测实验。“难怪植物

的长势不一样，原来它们自身的
生命力不同。”孩子们欣喜地发
现。

智慧种植实验室里，孩子们
则变身“农业技术员”，让一株
株幼苗踏上了神奇之旅。先按照
标准将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液配
比好，再为它制作“落脚”的营
养盒，最后把小苗移栽进去，他
们就可以把小型无菌温室——植
物生长盒搬回家，观察它们的生

长过程了。
营 养 科 学 实 验 室 里 最 热

闹，你拔几棵叶菜，他摘几个
小番茄，然后把它们洗好切好
挤上沙拉酱，尽管大快朵颐、
享受美味吧。

园区工作人员介绍道，自然
科学馆以中国农科院科学家平台
与科研成果为支持，以农业科技
为主题，配套系统的研发课程，
课程内容涵盖种子、植物、生
命、昆虫等多领域，为孩子们打
造有场景、有故事、有体验的农
业科技“迪士尼”，让孩子们在
感受农业高科技魅力之余，体会
粒粒皆辛苦的不易。

花为媒引来拍鸟客

“快瞧，‘小翠’又飞来赏荷花
了。它站在莲蓬上正甩着身上的水
珠呢，赶紧拍！”本来想趁中午游客
少在屋里躺会儿，听到隔壁拍鸟棚
中的拍客发现了“小翠”的踪影，
李东良立马起身奔过去。

“快让俺瞅瞅！墨绿色的羽毛，
尖尖的嘴，没错，就是小翠。”李东
良在镜头中细细端详着，嗓门一声
高过一声。“老李，小点儿声，别把

‘小翠’吓跑了。”正在旁边拍鸟的
摄影爱好者袁秋良的一句话，把人
们逗笑了。

李东良是肃宁雨荷农庄的负责
人，人们口中的“小翠”是南方常
见的一种水鸟——翠鸟。这两年，
荷花一开，鸟儿便成了农庄的常
客。除了翠鸟，这里还发现了白头
翁、长嘴鹬、黑水鸡、黑水鸭等六
七种奇特的鸟。这不，李东良又在
农庄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翠鸟拍
摄基地。他在荷塘中间建了个拍鸟
棚，大门口还用醒目的字标注了句

“非爱鸟人士不得入内”。
一只黑水鸡跳上莲蓬秆，玩起

了“跷跷板”；小麻雀正“闲庭信
步”于莲蓬之上；一只翠鸟把脸靠
近花瓣像在嗅花香……每天，李东
良在拍鸟棚里都会听到许多“荷塘
趣事”。如今，受拍鸟者的影响，他
越来越有诗性。向外人介绍荷塘中
的鸟儿时，他有时会引用几句拍客
的“打油诗”：“荷塘小雨哗啦啦，
荷叶飘摇珍珠撒。翠鸟登莲捉鱼
忙，辛勤养育窝中娃。”有时，他也
会即兴创作一首：“小翠鸟，上莲
台。想捉鱼，下不来！”

废坑塘“长”出好风光

摸鱼大赛、划船、漂流……最
近，李东良在荷塘旁边增添了几项
水上娱乐项目。伏天的天气虽然闷
得像蒸笼，水上乐园却人气爆满。

一个男孩正在水中使劲划动着
双桨，船却不听使唤原地转起了
圈。“手臂打直，双手均匀用力，不
用太使劲儿。”恰好在此路过的李东
良耐心指点了一番。旁边水池里，
摸鱼的孩子玩得更欢。“又发现一
条，赶紧捞。”两个男孩密切合作，
一个扫描目标，一个用网子捞，不
一会儿，小篓里就捞了好几条。“我
跟你们一起捞。”说着，李东良也下
水加入了摸鱼队伍。

白天，李东良忙着招呼游客，
脑子里啥都顾不上想。一到夜深人
静，昔日那片荒废的坑塘时不时跃
入他的脑海。四周被挖得坑洼不

平，连草都长得稀稀拉拉，那戳人
心的“流言蜚语”犹在耳畔。谁成
想现在荷花娇艳，鸟儿成群，游人
如织，想着，李东良笑着睡着了。

为了盘活这片废坑塘，李东良
可谓绞尽脑汁。从最初种藕，到后
来种藕养鱼混搭，再到如今赏花、
拍鸟、戏水，随着农庄人气的增
加，李东良底气十足：“废坑不荒，
却长出了好风光。俺一年向前迈一
大步，往后定会更精彩。”

农旅融合拓宽乡村振兴路

“李大哥，回头你过来看看俺村
的坑塘怎么整好？”如今，经常有人
找李东良出点子。

每个地方情况不同，不能原搬
照抄，必须因地制宜。每次，李东
良都要反复向对方灌输一个理念：

“改造坑塘让村庄生态宜居仅是目标
之一，怎样找到契合点带动村民致
富才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

2020年，李东良去南宫一个现
代农业园区现场指导了半年。这个
园区距离邢台市区四五公里，主要
以果蔬种植为主，受农产品价格波
动的影响，园区经营陷入了困境。
到了那里，了解完实际情况，李东
良琢磨好些天才开出了“药方”：采
取会员制，会员每年缴纳一定的会
费，除了享受一定数量的新鲜果
蔬，还可定期到园区游玩；园区内
水面改造成荷塘，增加娱乐设施和
项目；打造民宿，一天玩不够可以
住下来慢慢享受。李东良自信地
说：“赏花、戏水、吃农家饭，吃的
玩的都有了，不愁没钱挣。”

李东良的话并不夸张。这几
年，他在村里的废坑上做试验，保
守算哪年也挣个十万八万。李东良
笑着说：“以前，俺做煤炭买卖，人
们都叫俺煤老板。如今，俺通过改
造坑塘吃上了生态饭，为此，俺还
获得了河北省乡村振兴带头人称
号。农旅融合是乡村振兴的一条新
路，且有文章可做呢。”

这片荷塘趣事多这片荷塘趣事多这片荷塘趣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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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旅游
南排河“渔舟唱晚”赋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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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思彤 祁洁）“太萌太
高科技了！”昨天，在沧州高铁西站前
广场上，一辆外观呆萌的无人驾驶清
扫车，正在按照既定路线一边清扫路
面，一边洒水降尘，引得路人驻足观
看。

这台无人驾驶清扫车叫“蜗小
白”，它能通过车身四周的传感器，快
速识别障碍物、行人以及定位，完全脱
离人工操作，自主在路面上完成清扫、
洒水、垃圾收集等工作。当行人和车辆
距离渐近时，它就会发出警告声音并停

留在原地。除了自动避障功能，“蜗小
白”还有自主循迹、定点起停等功能，
即使是道路边缘、死角也能清扫干净，
实现了多角度全覆盖清扫。

中环洁（沧州）环境服务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介绍道，高铁西站客流量
大，清扫任务重。“蜗小白”虽体型小
巧，一辆却能顶 6 名环卫工人的工作
量，每小时可清扫 5000 余平方米。

“蜗小白”的上线，提高了清洁效率，
减少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让城市
清洁更加智能。

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无人驾驶“““蜗小白蜗小白蜗小白”””
清扫洒水样样行清扫洒水样样行清扫洒水样样行

渔村文化连成故事线

走进南排河镇歧口炮台公园，历
史沧桑感扑面而来。书卷式的历史浮
雕长廊，无声地诉说着歧口人民抗击
外敌侵略的勇敢与不屈。中心广场
上，几座雕塑栩栩如生，将士目光如
炬射箭反击，百姓奋力反抗义无反
顾，驻足其间，齐心协力保家卫国的
感人场面如临眼前。

登上城台，两尊铁炮赫然伫立。
一位老人正在炮台上给两个男孩讲述
那段过往故事：“这两尊炮分别叫大
将军和二将军，歧口因靠近入海口，
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就是靠
着大炮的神勇和歧口人民的英勇善
战，歧口才能在风雨飘摇的历史中抵
御外敌入侵，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孩子们听了不住地
点头。

离炮台不远，便是歧口民俗文化
馆。歧口人民傍海而居，靠海而生，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渔区民俗文化。非
遗展区，船模、渤海渔村剪纸、蟹壳
画等，生动展现渔民辛苦劳作的场面
和渔区深厚的文化底蕴。美食展区，
尜尜汤、虾酱、糟梭鱼等渔家特色美
食令人馋涎欲滴。再看那一件件刻满
时间烙印的地笼、渔叉、木榔头，曾
经，渔民正是靠着这一件件简陋的渔
具获取来自大海的馈赠。

炮台有故事，食物有故事，“退
伍”的渔具背后也有故事。南排河镇
是黄骅市唯一的纯渔业乡镇，靠海临
港，区位独特。镇党委副书记张鑫介
绍道：“我们以旅发大会为契机，倾
力打造滨海休闲渔业旅游小镇，以歧
口村为建设重点，将炮台历史文化、
海鲜美食文化、渔村民俗文化连成丰
富的故事线，让游客切身感受到海堡
渔村的历史文化和日新月异的发展。”

同行抱团“鲜味十足”

到了海堡，不来顿海鲜大餐，是

不是觉得有点儿对不住自己的胃口？
走在歧口海鲜美食街，一家家海

鲜馆栉比鳞次，梭子蟹、皮皮虾、墨
斗鱼……望着各家玻璃窗上贴的“招
牌菜”，记者馋得直咽口水。

歧口村委会委员李希清告诉记
者：“俺村大小饭店共有 70 多家，
98%的店都在美食街。现在是休渔
期，还不是这儿最火爆的时候。过了
这个时候，家家爆满。如今，这里成
了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走进千禧园海鲜馆，店主刘文达
正在后厨忙碌着。一瓢清水，一勺食
盐，一盘活蹦乱跳的虾刚入锅，转眼
变得“红光满面”。刘文达迅速捞出
装盘，一盘鲜美的大虾上桌了。

大堂墙上，一排照片格外惹眼。
刘文达笑着说：“这些照片都是我和
外国顾客的合影，随着海堡发展休闲
旅游，这儿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外国
游客也成了常客。”

“常言道：‘同行是冤家’，这么
多饭店聚集在这儿，岂不竞争很激
烈？”记者问道。刘文达笑着说：“这
句话在我们这儿行不通。南排河所有
的饭店联合成立了餐饮协会，谁有好
点子，大伙儿就坐在一起切磋。时间
是食物的‘挚友’，但对于海鲜来说
却是‘敌人’。怎样让顾客品尝到最
鲜美的海味，大家有空就坐在一块儿
沟通学习。顾客来了想吃的东西没
有，谁家特色就推荐谁家，大家向来
互相推荐。”

渔业变“娱”业

7月14日早7时30分，南排河中
心码头上，几艘观光船整齐列队。虽
然休渔期不能体验海上捕鱼的乐趣，
人们还是忍不住到此乘船出海观光。
随着游客陆续登船，海上之旅启程！

碧水蓝天，海风轻拂，船在行，
人如醉。“妈妈，课文里总是用一望
无际来形容大海，这次我切身体会到
了。啊！一望无际的大海！”一个男
孩的抒情朗诵把大家逗笑了。

“大家过来吃海鲜啦！”终于听到
了美食的召唤，人们迫不及待地走进
船舱。虾、鳎目鱼、花蛤……桌上摆
的虽然都是养殖或近海的小海鲜，人
们却边吃边赞：“在海上吃海鲜，味
道果然不一般。”

华鑫海上观光旅游公司负责人宋
爱华告诉记者：“如今，出海游成了
周边地区短途游的‘新宠’，朋友组
团或全家总动员来此吹吹海风，吃吃
海鲜，很是惬意。”

欣赏完海上风光仍觉得不过瘾，
游客还可以在渔村留宿，深度感受渔
家风情。

走进张巨河村圣禾民宿，随处可
见“渔”元素。门口挂着渔网，院内
有微型沙滩景观，屋内摆放着各式贝
壳造型，“住大通铺，吃渔家饭，游
览小渔村，简直太嗨了。瞧，对门的
渔民正在织网，我过去看看。”游客
王芳玩得不亦乐乎。

位于南排河沿海的黄骅古贝壳
堤，是世界三大古贝壳堤之一，建设
有古贝壳堤遗址公园。张巨河村依托
这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以民宿为载
体，发展休闲渔业。民宿负责人陈金
栋说：“我们将村里的闲置房屋打造
为渔家民宿，让游客出海打鱼的同
时，还来体验当地的渔家特色风情。”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张鑫告诉
记者，南排河镇依托镇里制定的旅游
发展规划，大力发展“渔业+旅游”
休闲渔业，为 21 个渔村的旅游专线
进行设计，将盐场、虾池、渔港、古
贝壳堤、船模、蟹壳画等渔区资源和
特色文化融合其中，重点打造“三区
一码头”，即赵家堡休闲渔业体验
区、张巨河渔家民宿体验区、歧口北
方第一渔村旅游区以及华忠旅游码
头，在丰富业态提升旅游体验的同
时，帮助渔民从传统渔业的依赖者转
变为特色旅游的参与者。

夕阳西下，彩霞满天，渔鸥起
舞，游船靠岸。游客不忍离开，站在
岸边静静欣赏着落日晚霞，不知不觉
成了画中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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