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州大运河迎来沧州大运河迎来

了了““高光高光””时刻时刻！！

1010月月88日至日至1010日日，，

以以““魅力运河魅力运河 文武沧文武沧

州州””为主题的为主题的20212021年沧年沧

州市旅游产业发展大州市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拉开帷幕会拉开帷幕。。迷人的运迷人的运

河风光河风光、、历久弥新的运历久弥新的运

河故事河故事、、一个个特色文一个个特色文

旅项目旅项目，，壮美运河宛如壮美运河宛如

一条玉带一条玉带，，将新时代新将新时代新

运河的独特魅力淋漓运河的独特魅力淋漓

尽展尽展。。

作为大运河流经作为大运河流经

里程最长的城市里程最长的城市，，我市我市

积极抢抓大运河文化积极抢抓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机遇带建设机遇，，围绕市委围绕市委

““一四五九一四五九””工作思路工作思路，，

按照按照““河为线河为线、、城为珠城为珠，，

线串珠线串珠、、珠带面珠带面””的理的理

念念，，全面做好保护全面做好保护、、传传

承承、、利用三篇文章利用三篇文章，，因地制宜打造大运河绿色生态带因地制宜打造大运河绿色生态带、、璀璨文化带和缤璀璨文化带和缤

纷旅游带纷旅游带。。一条充满希望的河流一条充满希望的河流，，正从历史流向未来正从历史流向未来。。请跟随记者的脚请跟随记者的脚

步步，，打开沧州大运河的美丽画轴打开沧州大运河的美丽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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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家门口家门口”””旅行旅行旅行

风景别样好风景别样好风景别样好
□□ 本报记者 祁 洁 摄影报道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各地各地

倡议倡议““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国庆假期国庆假期，，距离距离

近近、、时间短的时间短的““微旅行微旅行””成为不少市民成为不少市民

的首选的首选。。走运河赏风光走运河赏风光，，体验乡村采摘体验乡村采摘

的乐趣的乐趣，，足不出户足不出户““云游云游””景区……虽景区……虽

未远行未远行，，人们依然能感受到人们依然能感受到““家门口家门口””

的别样风景的别样风景。。

河为线 城为珠 线串珠 珠带面

魅力运河迎来“高光”时刻
本报记者 祁 洁 陈 雷 本报通讯员 杨天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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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乡间玩到嗨

10月 1日，“十一”假
期第一天，沧县捷地回族乡
傅家圈村绿洲桃园采摘园内
人头攒动，不少游客趁天气
晴好，携亲带友到此品尝秋
日的甜蜜。

“妈妈，这儿的桃怎么
长得这么丑？”一个女孩兴
致勃勃地走进桃园，接连剥
开3个纸袋也没发现一个好
看的桃，小家伙扫兴地撅起
了嘴。采摘园负责人付宁听
到后上前说：“宝贝，这个
晚熟品种的桃外观就是这
样。别看它长得丑，吃着可
甜呢。不信，你尝尝。”听
后，女孩将信将疑地挑了一
个咬了一口，边嚼边点头
说：“还真是，跟糖似的。”

为了让游客体验乡间采
摘的乐趣，绿洲桃园的红薯
地、花生地也成了游客娱乐
的新“地盘”。大人平时在
家让孩子动动“体力”得做
半天工作，到了这儿，不用

“打气”，小家伙们抄起工具
就干。“宝贝，累了就歇会
儿。”“不行，旁边小伙伴篮
子里的红薯比我的多，我得
加把劲。”孩子们一个个跟
小大人似的，太可爱了！

“身体不要过度前倾，
手拉住缰绳，身体稍微后仰
……”河间丰尔庄园的马术
俱乐部内，几位游客正在教
练的指导下练习骑马。游客
李明将教练强调的动作要领
在心里默念了几遍，刚坐到
马背上，他就慌了神，只听
见他紧张兮兮地对教练说：

“先别让马走，我再回想
下。”

“打卡”运河收获多

国庆假期前，市民李娜
提前根据天气预报做好了出
行计划。经常在新闻中看到
运河美景的她，决定利用假
期带孩子沿运河实地感受
下。

由于家和单位都在市区
西边，10月2日，很少“进
城”的李娜，到了百狮园门
口，被眼前景色惊艳了：

“去年在这儿过的时候，还
是一片河滩地，没想到这么
快变成了公园。”

蓝天下，古色古香的牌
坊，憨态可掬、形态各异的
石狮子，不时吸引李娜驻足
拍照。站在运河边的木栈道
上远眺，蜿蜒的运河水静静
流淌，不远处，朗吟楼、南
川楼芳容重现，李娜不由感
慨：“大运河已经成为狮城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月7日，连接下了几
天的雨，天终于放晴。李娜
利用最后一天假期，专门开
车带孩子去了趟东光。

当她指着运河边一段月
牙形的堤坝告诉孩子，那就
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的谢家坝时，孩子一脸不屑
地问道：“看着就是个土
坝，有什么特殊吗？”

正在运河边遛弯儿的
一位老人走过来说：“孩

子，别小瞧这土坝，它是
用糯米和灰土层层夯筑而
成的。在运河水势滔天的
年代，这座大坝静静护佑
运河沿岸的村庄与百姓，
再也没有出现决堤，堪称
世界‘水利奇迹’。”听
罢 ， 孩 子 脱 口 而 出 三 个
字：“了不起。”

参观完谢家坝，走进旁
边的水工博物馆，李娜带孩
子近距离感受了这座大坝的
宏伟之处。夯土，在古代需
要众多劳动力的高强度体力
劳动，少则数千人，多则数
万人以上，在那个科技落后
物资匮乏的年代，筑起这座
大坝何其艰巨。在讲解员的
讲解中，孩子兴奋地说：

“我回去要把今天的见闻写
在日记中，妈妈，下次放
假，咱们还沿着大运河‘打
卡’。”

线上“云游”也精彩

7 天假期接连几天下
雨，不少人在朋友圈发感
慨：“在家宅得要‘发霉’
了。”市民王敏却在家“云
游”了七八个景区。

打开《河间文化旅游》
抖音号，王敏跟随镜头的移
动与导游的解说，了解了河
间府署中的许多文化故事。
每次她“云游”完一个景
区，都要和家人分享下自己
的收获：“人们常说‘开封
府有个包青天’，包拯在河
间任瀛州知州却少有人知
道。公元 1052年秋，他赴
任瀛洲知州，正值河间一带
严重夏涝，居民流亡未复，
然而瀛州是宋朝的边关要
冲，文武百官迎来送往的费
用很多，行政支出很大。包
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节省经费开支，挥笔写下了
《论瀛州公用》一文，里面
提到的勤俭节约精神一直被
传颂至今。”

除了“云游”市内的景
点，王敏还通过“云游茂
名”小程序，通过直播、短
视频、VR、图文等手段，
在手机上游览了广州茂名的
浪漫海岸旅游度假区、高州
古郡水城等多个景区。“打
开小程序，茂名的市井文
化、乡土人情应有尽有，足
不出户便能‘云游’世界，
简直太过瘾了！”王敏高兴
地说。

一条流动的风景线

提起青县司马庄，不少人脑中会闪
现俩字——“特菜”。飞碟南瓜、香蕉西
葫、拇指黄瓜……想想这些稀罕的宝
贝，是不是有点儿垂涎欲滴了？

如今，特菜不再是司马庄的代名
词。司马庄以筹办 2021年沧州市旅发大
会为契机，紧紧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提升打造大司马果蔬小镇。除了果
蔬采摘，新建的萌马乐园可观看大型表
演《飞马乾宁》；博学湖可以捕鱼捉虾、
戏水游玩，也可以徜徉栈道、休闲放
松；司马湖上可以观看表演 《大运飞
龙》，还可泛舟赏景；菜博园中有各种蔬
菜创意景观，可为孩子们提供研学体
验。集盘古文化、运河文化、武术文
化、红木文化、农耕文化等于一体，改
造提升后的司马庄更令人心驰神往。

青瓦灰墙、木栅花窗，垂柳丝丝、
池水粼粼，走进南皮县刘八里乡双庙
村，仿佛置身江南小镇。迈入张之洞纪
念馆，半山亭、书屋、兵工厂生产的枪
和炮、新式织机……徜徉在历史图片和
珍贵文物中，深刻感受到张之洞为中华
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作出的
贡献。

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个古色古香的
村庄，几年前，还是一个基础设施较差
的贫困村。自 2018年起，双庙村以张之
洞文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韵，以生态
农业为基，将历史文化与乡土人情有机
结合，摇身变成了文旅小镇。

大运河保护基于城市发展，也应主
动融入城市格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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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在不断改善运
河两岸生态环境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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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乡情乡
愁。如今，随着运河堤顶路的全线贯
通，沧州运河沿岸，一个个自然富氧、
文韵悠长的景点连成一条流动的风景线。

运河故事“活”起来

繁华不只为追忆。新时代下，如何
讲好沧州运河故事，全方位展现运河的
独特风华？一直是我市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的重中之重。

走进泊头文庙镇大运河贡梨公园，
一棵棵系着红丝带的梨树跃入眼帘。“将
军梨”“乾隆御梨”“总督梨”……透过
树标牌中的名字，足以显示它们的不一
般。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系着
红丝带的梨树都是古树，棵棵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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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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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亩的贡梨园。大运河贡
梨公园主要包括运河文化区、南巡文化
区、梨文化区、化城寺遗址及大运河梨
博物馆五大主题分区，目前，园内文化
墙、雕塑、梨博物馆及御码头已完成建
设，待全部景点打造完成，这里将成为
大运河畔赏运河风情、品梨乡古韵的新

打卡地。
沧县御碑苑水利风景区以大运河为

依托，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生态、历史
文化和水利科技等资源，对原景区进行
全面系统提升，通过改造提升 20余处景
观节点，形成“一场、两闸、三廊、四
碑”的总体布局，让运河文化“活起
来”“靓起来”。

东光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谢家坝，
新建水工博物馆，馆内通过实物、文
字、图片、模型等形式展示大运河的水
工智慧。

千百年来，大运河奔流不息，恰如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奔涌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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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自身优势，
通过多种方式传承大运河文化，为运河
故事添加丰富、生动的注解，让千年运
河文脉常新。

文旅融合续写运河传奇

杂技因运河而兴，运河因杂技而
灵。杂技和运河是吴桥两大文化要素，
密不可分。

登上江湖大剧院西侧的观景平台，
从高处俯瞰，古色古香的运河人家美食
街与杂技奇观宫、魔术迷幻宫和江湖大
剧院形成环形，契合了天方地圆、浑然
一体的美好景象。吴桥县文广旅局相关
负责人员介绍说，正前方的燕赵风情美
食园，以展示吴桥地方名吃为主，并荟
萃全国各地特色美食，以完善旅游配套
服务，满足游客需求。右侧的玻璃大球
是球幕影院，通过超常规沉浸式虚拟影
像，让游客现场感受360度全景包围的震
撼。

为擦亮“中国杂技之乡”的金字招
牌，吴桥县充分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承办市级旅发大会、杂技节吴桥分
会场、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
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及打造国家5A级
景区的历史机遇，把杂技文化、大运河
文化元素贯穿于旅游产业发展全过程，
推进杂技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提升产
业延伸壮大的拉动力，目前已建成文旅
项目8个，总投资约11.8亿元。如今，吴
桥大运河畔正演绎着新的“江湖传奇”。

运河区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
化产业园，充分利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辐射带动能力，依托运河区区位和资源
优势，立足沧州，面向京津，建设河北
省“四个一百”工程生态休闲农业示范
区，大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中国大运河非遗文化公园作为落户
沧州的首个国家级大运河项目，以“千
里通波，大美运河”为主题，将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
合，打造“大运河上永不落幕的园博
会”。

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是运河
沿线城市的共同传奇。当时代巨轮航行
到新的历史“风口”，如何书写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锦绣华章？从
这些新鲜“出炉”的文旅项目中不难发
现，沧州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同
发展全域旅游结合起来，集成运河沿线
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资源，让古老的
运河更具生机与活力，也为沧州大运河
旅游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远看，水天一色、碧波荡漾。近
观，芦花摇曳、水鸟嬉戏。秋日的南
大港湿地步步成景、处处如画。

沿着雁荡湖木栈道蜿蜒前行，成
群的斑头雁在头顶盘旋低飞，如此近
距离的人鸟互动，让游客不时发出兴
奋的欢呼声。水中，两只黑天鹅游到
栈道边，探着小脑袋望着人群，好像
在提醒人们：“别忽略了我们。”

登上湿地最高点——观鸟亭，湿
地全景尽收眼底。眼睛靠近望远镜，
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好似一下飞到
了跟前，它们时而振翅长鸣，时而临
水而立，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

为了给游客打造丰富的休闲体
验，“十一”期间，南大港湿地景区精

心打造了钓螃蟹、射箭等多个游乐项
目，让游客在尽享生态美景的同时，
体验户外娱乐的闲趣。

南大港湿地素有“京津南花园
天然大氧吧”的美誉，湿地核心区
负氧离子含量达每立方厘米 1.8万余
个。景区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
南大港产业园区致力于省级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工作，不断加强环境
治理，通过湿地生态修复、引蓄洁
净水源、保护区全封闭管理、鸟类
监测救治等一系列措施，加大对湿
地的保护力度，不断优化湿地生态
环境，将湿地生态自然资源与文化
旅游资源科学有机融合，全力打造
全域旅游胜地。

秋日湿地如诗如画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张景兴 宋金鸿 摄影 陈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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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大运河水工智慧博物馆东光大运河水工智慧博物馆

青县大司马果蔬小镇青县大司马果蔬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