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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救助点变成生态小课堂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讯（金红月 祁洁）“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值梨成熟季，河
间龙华店乡兴隆店村的贡梨园中，唯美诗句朗朗
诵读在林间回荡。河间文化传播者董杰在这里开
起《诗经》颂读直播，让游客在诗意中享受田园
采摘的惬意。

兴隆店村种梨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全村
1300亩地中 1200亩是梨树，目前，村中现存百
年以上古梨树 120 株。村里曾被评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全国生态文化村，贡梨园被评为
省级观光采摘园。近年来，村里依托梨树种植
发展休闲采摘，先后举办了三届梨花节，打造
了复古街、千亩梨花海、小桥流水等多个景
点。村党支部书记杜建乐介绍道：“如今，梨园
从 7 月到 10 月都有梨上市，我们将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让村庄既有风景又有

‘钱景’。”

听着听着听着《《《诗经诗经诗经》》》游贡梨园游贡梨园游贡梨园

本报讯（张双 祁洁）“过去，一到晚上，周
边总有异味。如今，空气好了，日子过得更舒心
了。”任丘市辛中驿镇刘庄村村民说道。

这得益于任丘市启动的“散乱污”综合整治
专项行动。近日，任丘市生态环境局在巩固近年
来污染防治成效的基础上，按照“镇不漏村、村
不漏街、街不漏户”的原则，联合各乡镇、街道
及开发区在全域范围内开展生态环境执法现场解
剖，全力推进“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工作，实
现“动态摸排、动态清零”。目前，已完成 9个
乡镇、7个街道办事处及开发区 3个区域内 7000
余家企业的现状摸排。

自“散乱污”整治工作开展以来，任丘市生
态环境局制定“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工作
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要求、任务目标、责任分
工，按照网格化管理要求，逐级落实工作任务，
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对摸排发现的“散乱污”企
业实行清单管理，严格按照整治标准分类施策。
符合提升改造要求的，积极指导企业落实环保要
求、优化升级。列入关停取缔名单的，坚决整治
到位、防止反弹，进一步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
发展。

任丘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专
项督查，将建立动态管理机制，以整治落后的

“减法”换取动能转化的“加法”。同时，在抓环
境治理的同时，加大污染防治工作进展和成效的
宣传力度，不断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引导群众参与进来、共同监督，让

“散乱污”企业无处藏身。

任丘生态环境局任丘生态环境局任丘生态环境局

清理整治清理整治清理整治“““散乱污散乱污散乱污”””企业企业企业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七月十六 P5责任编辑 祁 洁

电话 3155706 电邮 qijie330@126.com旅游生态
LVYOU SHENGTAI

前几天乘单位采访车下乡，
司机师傅打开后备箱拿东西的间
隙，笔者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采访车后备箱中装满了大大
小小的矿泉水瓶，本以为是司机
师傅把平日人们丢在车上的塑料
瓶收集起来卖废品，没想到他的
解释却令人感到意外：“许多瓶
子里都有水，扔了挺浪费，隔一
段时间，我就把里头的水都倒在
一块儿留着浇花。”原来，这些
矿泉水瓶中藏着个节水妙招。

如今，在我们身边，“半瓶
水”的浪费现象随处可见。一瓶
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
儿。相信不少人曾不经意地这么
做过。有的人打开一瓶水没喝
完，之后怕与人混淆，就又打开
一瓶。还有人口渴了买瓶水，解
完渴嫌拿着累赘，索性连水带瓶
子一块儿丢进了垃圾桶。

“半瓶水”微不足道，累加
到一块儿的数量惊人。据专家统
计，仅在会议场所，我国一年浪
费的瓶装水便有上千万瓶。我国
干旱缺水，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
近2/3城市不同程度缺水。我市
水资源极度匮乏，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 8%。
在水资源如此紧缺的前提下，这
些“半瓶水”白白浪费掉，真的
很可惜。

今年 7 月 1 日，《河北省节
约用水条例》 开始实施。条例的重点之一就是
大力宣传节水理念，让人们树立节水用水就是
保护生态、保护水源就是保护家园的意识。每
年的“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我市都会组织
一些节水宣传活动，人们的节水意识也在不断
增强。用水后及时关好水龙头、循环利用生活
废水等，大部分人在生活中也能做得到。但

“半瓶水”的浪费现象，还有待引起人们的重
视。

“水滴虽微，渐盈大器”。节约用水，不能忽
视“半瓶水”浪费。如何减少“半瓶水”浪费？办
法也有很多。比如，酒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可以把

“半瓶水”集中回收，用来浇花、擦地。个人自带
水杯，少喝瓶装水，养成喝不完的水随身带走的好
习惯。节约粮食是美德，节约饮用水何尝不是。环
保节约，从改变习惯
做起，从不浪费每一
瓶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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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两岸运河两岸运河两岸“““表情表情表情”””丰富生动丰富生动丰富生动
本报记者 祁 洁

走运河·看生态寻美记特别呈现寻美记特别呈现——

“快看，翠鸟背部和面部的
羽毛都是翠绿色的，难怪它叫这
个名字！”“翠鸟羽毛颜色与草丛
的颜色接近，一旦遭到外界惊
扰，它便迅速藏到草丛中，可见
羽毛是它的‘保护伞’。”8月16
日，在任丘白洋淀野保志愿者团
队的鸟儿救助点，孩子们边观察
边讨论着。

为了将爱鸟护鸟理念传递给
孩子们，如今，白洋淀野保志愿
者团队把鸟儿救助点打造成生态
小课堂，通过孩子们对鸟儿的近
距离观察，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
的爱鸟护鸟意识。

“大家知道翠鸟有哪些生活
习性吗？”孩子们正说得热火朝

天，志愿团队负责人王晓晔提出
的一个问题把他们难住了。一个
女孩拿起桌上的一本《中国鸟类
观察手册》不停地翻着，这时，
旁边男孩迅速“锁定”到了目
标：“翠鸟，212页。”女孩迅速
翻到页面，读出声来：“翠鸟有
林栖和水栖两大类型。林栖类翠
鸟远离水域，以昆虫为主食。水
栖类主要生活在各地的淡水水域
中，喜欢在池塘、沼泽、溪边生
活觅食，食物以鱼虾昆虫为主。”

女孩读完，王晓晔解释道：
“这只翠鸟是一位村民在坑塘边
发现的，由此猜测它是水栖型。
所以把它带回到救助点后，我在
盆中放入水，然后用荷叶和水葫

芦为它打造了一个仿湿地的生活
环境。保护鸟儿，必须尊重它们
的生活习性。”孩子们边听边点
头。

了解完翠鸟的生活习性，孩
子们还观察了救助点中受伤的红
隼、山斑鸠、纵纹腹小鸮等。仵
鑫怡小朋友看到红隼的翅膀用纱
布包扎着，心疼地流下眼泪：

“鸟儿是美丽家园的守护者，我
们必须要好好保护它们。”

好生态“好上加好”

每天早上6时，史兰华都雷
打不动地和姐妹们去附近的“氧
生园”去“吸氧”。

“吸氧？哪儿环境这么好？”
每逢有人问起，史兰华都滔滔不
绝地介绍一番：“那里成方连片
都是树，负氧离子近万个。到了
那儿，你就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
吧。”

史兰华是东光县南霞口镇南
霞口村村民，她口中的“氧生
园”是位于东光大运河畔的大运
河森林公园。

原来，东光县位于运河东岸
的这片地土质沙化、贫瘠，加之
灌溉困难，庄稼只能“望天
收”。2003年，政府提倡退耕还
林，速生杨相继在此扎根，贫瘠
的沙土地翻了身。随着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的推动，东光县依托北
起南霞口、南至连镇的 10 万亩
森林长廊，打造大运河森林公
园。公园逐步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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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兰华“吸着氧”
发起了感慨：“如今，好生态

‘好上加好’，‘绿水青山’成了
俺们的幸福靠山。”

同样有幸福感的，还有青县
清州镇唐家窑村党支部书记郑文
军。他每次去村边的运河河滩公
园遛弯儿，都觉得像在做梦。

“花架长廊、假山水系，谁成想
一片荒滩地能变成这样？”

过去，这里是大运河畔的一
片荒滩，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地势低洼经常遭水泡。 2019
年，青县全面推进大运河沿线生
态修复工程，通过河道清淤、拆
迁拆违、垃圾清理等措施，将这
里打造成生态公园。从此，郑文
军养成了每日一遛的习惯。

■记者思考
作为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

城市，为“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大运河资源，我市加强大
运河沿线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
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提高沿岸造
林绿化水平，为人们打造休闲观
光的好去处。泊头大运河景观带
集风貌保护、文化展示、观光休
闲于一身，成为当地市民和外来
游客的“打卡地”；位于沧州市
区的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保
留原有绿植树木，利用运河清淤
修复工程堆积的土方就势打造微

地形，成为市区“后花园”……
如今，在大运河畔，一个个自
然、富氧的景点连成一道生态景
观带。

运河故事日益丰满

千年运河，延绵流淌，万古
不息。如何紧扣运河文化的

“根”和“魂”，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讲好运河故事？是传承好
大运河文化的关键所在。

走进泊头文庙镇古贡梨园，
一棵棵系着红丝带的梨树跃入眼
帘。“将军梨”“乾隆御梨”……
记者正望着树上标牌中的字好
奇，镇党委副书记金春玲介绍

说：“这些系着红丝带的梨树都
是古树，棵棵有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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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树见证着时代的发展变
迁，也见证着村庄的兴衰巨变。
为展现梨乡风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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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中，打造特色民宿，建设梨文化
展馆，届时，这里将成为运河畔
赏运河风情、品梨乡古韵的新景

点。
东光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谢

家坝，新建水工博物馆，谋划启
动莲窝水驿古镇项目，以运河为
核心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吴
桥县将千年杂技梦和百里运河图
完美交织，为古老运河注入新鲜
的“血液”。

■记者思考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持续推

进过程中，我市运河沿线各县
（市、区）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挖掘弘扬运河文化内涵，通
过文旅融合发展，为运河故事添
加丰富、生动的注解，让流动的
运河文化泽被当代、启迪未来。

美丽乡村“接二连三”

眼下，沧县福圈农业专业合
作社桃园中的“久保”和“黄金
蟠”采摘完毕，负责人付宁可暂
时歇口气。9月初，“绿洲 1号”
将成熟，新一轮忙碌又将开启。

福圈农业合作社的所在地沧
县捷地回族乡傅家圈村，位于大
运河畔，已有 60 多年的种桃历
史。曾经，久保桃是傅家圈的

“名片”，村里几乎家家种桃。但
随着品种老化，临近成熟期，大
量果子掉到地上成了“落风
桃”，不少村民只得无奈地刨树
种粮。

2019 年，以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为契机，一直对桃深有感情
的付宁决定重振傅家圈桃。他聘
请专业团队进行规划设计，反复
引种新品种，如今，春季赏花、
夏秋摘桃，傅家圈的千亩桃园成
为运河畔的世外桃源。

“从 6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
我们这儿天天有鲜桃上市，光靠
采摘和上门配送，桃就不愁卖。
按亩产 1500 公斤算，每亩地能
收入近 2 万元。”站在地头，付
宁精打细算着。为了做好“桃文
章”，付宁仍在盘算新规划：申
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把傅家圈
桃打造成区域品牌；与河北农大
合作研发桃酒，延长种植产业
链；将品种与技术向周边推广，
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依运河而建的青县司马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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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去那儿满足下味蕾，园区
负责人李志彬的“剧透”更吊人胃
口：“这里将在休闲采摘的基础上
打造果蔬文旅小镇，将来除了采
摘，还可在周边坑塘垂钓和玩水，
一天玩不够可以在民宿住下，慢慢
享受这儿的田园风光。”

■记者思考
在不断改善运河两岸生态环

境的同时，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推
进，我市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
为加快乡村振兴的突破口，打造
一批运河特色小镇和田园乡村，
让运河沿岸百姓过上美好生活，
守住历史记忆，记住乡情乡愁。
如今，行走在大运河畔，厚重的
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丰
富的资源禀赋，悠扬的运河“交
响乐”在狮城大地随波荡漾，余
音缭绕。

吴桥燕赵风情美食园吴桥燕赵风情美食园 陈陈 雷雷 摄摄

沧县大白洋桥倒虹吸水利枢纽沧县大白洋桥倒虹吸水利枢纽

大运河景观带大运河景观带 陈陈 雷雷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