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县马厂镇将大运河文化青县马厂镇将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结带建设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结

合合，，打造既体现运河文化又展打造既体现运河文化又展

示乡村风情的运河景观带示乡村风情的运河景观带。。二二

十里屯村建设大运河党建生活十里屯村建设大运河党建生活

馆馆，，生动地讲好生动地讲好““运河故事运河故事”；”；下下

马厂村发展马厂村发展““农业农业++旅游旅游”“”“运运

河河++旅游旅游”，”，一个村打造一个村打造 88 个景个景

点点。。运河水悠悠运河水悠悠，，乡村织锦绣乡村织锦绣。。

绿树村边合绿树村边合，，人在画中游人在画中游，，一幅一幅

秀美的生态画卷伴着潺潺运河秀美的生态画卷伴着潺潺运河

水渐次舒展水渐次舒展。。

2021年9月27日 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八月廿一 P5责任编辑 祁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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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意田园的诗意田园的诗意田园的“““美丽密码美丽密码美丽密码”””
□□ 本报记者 祁 洁 通讯员 刘富恩 摄影 陈 雷

农田变成风景线农田变成风景线，，好风景生出好好风景生出好““钱景钱景”，”，村村

民挣上民挣上““双薪双薪”，”，赏自然风光赏自然风光、、住星空帐篷住星空帐篷、、品特品特

色美食色美食、、体验各种娱乐项目……新的乡村旅游体验各种娱乐项目……新的乡村旅游

规划不断在完善规划不断在完善。。一个三县交界的纯农业村如一个三县交界的纯农业村如

何变得如此洋气何变得如此洋气？？且看河间市景和镇北丰尔庄且看河间市景和镇北丰尔庄

村村——

洼里好似“一轴画”

9月 24日清早 6时，河间市景
和镇北丰尔庄村委会主任杨传保准
时到村南的丰尔庄园遛弯儿。刚出
门没多远，同村两位村民赶上他：

“杨主任，今天咱组团遛吧。以
前，下洼是去干活，现在成了赏
景，这生活简直一天一地。”三人
一边走一边感慨。

进了丰尔庄园大门，他们分头
行动。一人去蝴蝶花海赏花，一人
去童话牧场看小动物，杨传保雷打
不动地从头至尾挨个景点转。

穿过紫藤长廊，悠扬的歌声传
来，只见一个小伙弹吉他，另外两
人唱，三人配合得十分默契，杨传
保掏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晒到朋友
圈，并附了一句：“瞧瞧俺村风光
美不美?”

婚礼草坪上，两位新人正在拍
婚纱照。他们或深情对视，或并肩
手挽手，人如景，景醉人。

“妈妈，这是蚂蚱吗？”从星空
帐篷旁路过，杨传保看见一个男孩
正拿着一只虫子好奇地问。他走上
前说：“孩子，这是螳螂。螳螂的
身材细长，尤其是头部，蚂蚱身子
是圆鼓鼓的。”男孩妈妈说：“来这
儿玩了一次，孩子就上瘾了，这次
专门带他来体验星空帐篷。这不，
早早他就起来捉虫子了。”杨传保
接着说：“大自然是最好的课本，
带孩子来乡间接接地气儿不是坏
事。”

景区小径两侧，草美花香。采
摘大棚中，瓜果满藤。走在景区
中，杨传保瞅瞅这儿，瞧瞧那儿，
正在园中打理花草的一位村民和他
打招呼：“杨主任，又来溜达了
啊，你是一天不落啊。”“咱这洼里
跟展开的一轴画似的，哪天不来转
一圈心里都没着没落的！”说罢，
杨传保接着逛起来。

村民跨入“双薪族”

提起如今的日子，北丰尔庄村
民杨占为直言“腰板越挺越直了”。

以前，他一天天在地里猫着腰
摆弄庄稼，累得腰酸腿疼。受半天
累不说，收完庄稼一算账，赶上好
年头，一亩地能多收入几百块钱，
年头不好的话，只能无奈地叹气。

如今，杨占为家 15亩地全部
流转给丰尔庄园，他终于如愿从土
地中解放出来。“土地流转费用根
据每年的粮食价格合算，平均每亩
地收入六七百元，俺在景区当保
安，一个月还能挣 2000 多块钱，
俺现在正式跨入‘双薪族’了!”
杨占为滔滔不绝。

“说得忒对了，过去咱老是羡
慕城里人挣月薪，现在的生活跟他
们差不离啦。来这玩的人都说羡慕
咱们呢，天天守着这么好的风光，
多享福！”在此路过的一位村民凑
到跟前说。

北丰尔庄村位于河间、沧县、
献县三县交界处，全村有耕地
2800多亩，是个纯农业村。杨传
保回忆道：“以前，从北丰尔庄到
位于沧保路的镇政府办事，这 10
多公里的道别说柏油路了，连砖路
都少见。赶上下雨天出去办事，开
车还好点儿，骑车子连门都没有，
这么偏僻难走的地儿，谁愿意上这
来？现在情况不一样喽，村村通柏
油路，庄稼地里处处是景，一到节

假日，路上汽车排长龙，连外地的
游客都往这奔呢。”

如今，北丰尔庄村土地全部流
转，不算干零活的，长年在丰尔庄
园打工的村民就有四五十人。庄稼
地变成了风景线，北丰尔庄村还被
评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杨传保
说：“这荣誉可不是单靠庄园的名
气获得的，俺村环境也不赖。垃圾
坑变成了小广场，家家门口栽上了
树，村里还通了天然气、自来水，
丰尔庄园里头欣赏的是自然风光，
来村里感受的是新农村新气象！欢
迎大家顺道来村里逛逛，村里正在
商量下一步发展规划，真诚希望大
伙儿多给俺村发展出主意，让田园
风光日日新！”

美了村庄富了老乡

前不久，丰尔庄园国际马术俱
乐部和陶然园正式对外开放。欣赏
精彩的马术表演，体验骑马的“风
度翩翩”，用天然染料把布料染成
自己喜欢的颜色，到此体验的大人
孩子直赞：“有意思，过瘾！”

游客玩得尽兴，景区负责人李
硕心中颇有成就感。

这两年，只要晚上有空，李硕
总喜欢到市区各大商场附近走走，
人气较高的地方尤甚。

李硕并不是喜欢凑热闹，如何
将这 3000多亩的大田打造成游客
休闲度假的胜地，让风景生“钱
景”？他不停在为景区发展谋求新
思路。

经过长时间观察，他发现有的
商场里面人多，门口冷清。而有的
商场室外有各种游乐设施，尤其到
晚上，大人可购物，孩子也有地方
可玩，看似寻常的情形，却是商场

“引流”的一个好举措。
李硕告诉记者，如今，人们选

择出行目的地往往看重的是体验。
从 2016年起，丰尔庄园在传统大
田种植的基础上发展乡村旅游，刚
开始，游客来了通常是赏赏景、拍
拍照，或者坐摩天轮、采摘果蔬，
一圈下来，最多只需要一天时间。
如何让一日游变成多日游，让

“游客”变“留客”？这是景区持续
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经过多方考察学习，丰尔庄园
将发展规划由休闲旅游提升为体验
式休闲旅游。李硕介绍说：“赏自
然风光、住星空帐篷、品特色美
食、体验各种娱乐项目，游客在景
区吃住玩的诉求都能够得到满足，
这样，景区就不愁人气了。景区发
展得好，周边村民才更受益，美了
村庄富了老乡，这是我们打造乡村
旅游的初衷。”

蓝天白云下，一棵棵、一簇簇碱
蓬草红似火，像一朵朵飘落人间的绯
云，又如一条条舞动的红绸，将海滩
装扮得美不胜收。近日，渤海新区沧
海文化风景区惊现“红海滩”，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打卡。

“红海滩”并非真正的海滩，而是
由盐碱地上特有的黄蓿菜和碱蓬草自
然生长形成的。从每年的 4月初至 10

月底，柔弱纤细但生命力顽强的黄蓿
菜、碱蓬草蓬勃而生，由嫩绿、草
绿、黄绿逐渐变至浅红、火红、紫
红，尤其到秋季宛如红毡铺地，形成
一道壮丽的景观。

火红如焰的红海滩，闲庭信步的
海鸟，清爽宜人的海风，不妨带上家人
朋友到此转转，无论是穿梭于湿地游
览，还是站在亭台俯瞰，一边呼吸着高

负氧离子，一边静静地观赏绿苇红滩，
这幅色彩斑斓、如诗如梦的秋日画卷，
一定令人怦然心动、流连忘返！

这里的运河会这里的运河会这里的运河会“““说话说话说话”””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张文文 黄荣荣 摄影 陈 雷

走进乡村旅游重点村寻美记特别呈现寻美记特别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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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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河边的“党建生活馆”

白墙灰瓦，翘角飞檐，一进马厂
镇二十里屯村，运河堤顶路东侧，一
座徽派建筑古色古香，“大运河党建
生活馆”几个字赫然在目。径直走进
展馆，一艘木船跃入眼帘，船底部，

“强党建，聚民心，振兴古运河畔新
农村”一行字耐人寻味。抬头间，形
如运河流向的灯带透出明亮的光线，
无声地诉说这里与大运河的不解之
缘。

二十里屯村党支部书记祝相元告
诉记者，村里建设大运河党建生活馆
的初衷，是要传承运河文化和红色精
神，让不会说话的运河会“说话”。
馆内的木船象征“红船精神”，灯带
则体现流淌不息的运河精神。他们还
将在大运河党建生活馆一楼东侧打造
大运河文化科技馆，通过灯、光、电
等 3D影像让游客更直观地感受大运
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运河文化
史料变得鲜活起来。

建于明永乐二年的二十里屯村，
原来叫郭村，因沿运河距青县和流河
镇都是20里，故改称为二十里屯。二
十里屯村曾是大运河的一个古渡，运
河从村庄旁蜿蜒流过，滋养了这片古
老的土地，也留下了许多红色故事。
祝相元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二十里屯为老革命根据地，许多
党员从运河东到运河西开展地下革命
工作，需乘船或坐簸箩穿过运河与敌
人开展斗争，那时，大运河是一条重
要的交通动脉。

二十里屯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王
凤海带领 11位村民炸掉日本满铁船；
二十里屯两位英烈为保护县大队的
2500公斤小米牺牲在村庄附近的地道
中……走在二十里屯村，村民对于这
些发生在大运河畔的红色故事如数
家珍。祝相元说，我们将大运河党建
生活馆打造成为大运河上一颗璀璨的
宝石，有文化历史底蕴，有丰富故事
传说，让人们在这里能站住脚、留下
念想。

1个村子8个景点

绿树葱葱，花儿娇艳，凉亭中几

位村民正围坐一起聊天，“瞧周边，
花红树绿，天蓝水清，天天在‘大氧
吧’中生活，真享受！”“可不是嘛，
村里村外环境这么好，咱这儿就是现
实版的‘世外桃源’！”站在下马厂村
口，笑声不时传入耳畔。

下马厂村党支部书记陈金良笑迎
过来：“这两年，俺村将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相结合，先后
打造了 8个景点。除了马厂炮台，运
河边有凉亭码头、垂钓园、水幕电
影、儿童乐园、荷花池和绿化带，村
里有党群服务中心和社区，村边还有
养马场和桃园……先不说了，走，咱
去转转！”

走进位于党群服务中心的下马厂
村史馆，仿佛一下回到曾经那段悠悠
岁月中。1959年，下马厂村家家户户

用上电灯，成为青县最早告别煤油灯
的村庄；1968年，党支部在村东边开
挖坑塘改土治碱，利用挖出的红土垫
地1000余亩，至此碱地变成良田；大
搞农田水利建设、开办第一个村办企
业、大力发展“农业+旅游”“运河+
旅游”……驻足于一幅幅展板前，记
者切身感受到村庄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金良说，这座村史馆承载着全村几
代人的共同记忆，不仅成为记录历
史、传承文化的“博物馆”，还成为
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

出了村史馆，陈金良特意带记者
到荷花池参观，池中荷花已“谢
幕”，田田荷叶间，鱼儿顽皮地吐着
泡泡。“这里离运河最近，以前垃圾
成堆、杂草丛生，是全村最脏的地
方，也最影响村庄形象。如今，坑里
种上荷花、撒上鱼苗，周边还打造了
小游园、儿童乐园、水幕电影，这里
成了村里环境‘标杆’了。”难怪陈
金良如此青睐此地。

走进采摘园，游客正拎着小篮子
穿梭于桃林中，一边采摘一边品尝。
大杨树广场上，孩子们追逐嬉戏玩得
不亦乐乎。养马场中，一匹匹赛马既
是赛场上的“明星”，也是下马厂村
养马文化的“代言”。走在村中，看

到的是美景，听到的是笑声，感受到
的是村庄的“精气神”。陈金良介绍
说，我们将在运河堤顶路上打造骑行
驿站，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下马厂
参观游玩。

背靠“花园”富了家园

这两年，“奔波”不再是村民陈
明口中的高频词。

以前，上个班得跑到10多公里之
外，每天起早贪黑地忙活，让陈明苦
不堪言。如今，他在村里的驰阳农业
公司负责后勤管理。“上班不用出
村，每月工资不算奖金就有 5000多
元，中午回家吃完饭可以歇歇，晚上
围着村再溜达会儿，日子过得越来越
滋润了。”说起现今的生活，陈明笑
得合不拢嘴。

陈明的烦心事，也曾是全村人的
苦恼之处。下马厂村是一个纯农业
村，为了增加收入，不少青壮劳动力
外出打工，家庭妇女和老人成了村里
种地的主力。这两年，村里流转大部
分土地种植绿化林木，村民从土地中
解放，怎样既解决就业难题，又提高
大伙儿的收入？成为下马厂村亟待解
决的问题。

陈金良告诉记者，随着运河景观
带建设和村庄面貌的改善，一到节假
日，每天来村里参观的游客都有上百
人。好环境把游客吸引来了，能不能
也吸引一些企业落户？这样，就业与
增收的两难问题将迎刃而解。经过村

“两委”和党员、村民代表反复讨
论，村西的建设用地规划成了工业
园。“如今，好环境成了俺村经济发
展的‘吸铁石’，全村大小企业共有
20多家，年产值五六亿，光自己村的
劳动力都不够用喽！”陈金良正说着，
站在一旁的驰阳农业负责人张凤明插
话说：“可不，光我们一家企业就用
了三四十个工人，背靠着‘花园’，
不光村民幸福感强，我们干企业的也
喜欢上这儿了，没事围着附近转转，
每天工作很快乐。”

马厂镇党委书记李新说：“我们
将立足大运河深厚的文化底蕴，打造
既体现运河文化，又展示沿岸村庄风
情的运河景观带，在讲好运河故事的
同时，让运河文化浸润村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