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了秋，天黑得越来越
早。10月 11日晚 7时 30分，
沧县汪家铺乡高庄子村地里
一片漆黑，唯独村北的沧高
生态采摘园里亮着灯。采摘
园负责人王利平吃完晚饭去
大棚里转了一圈后，支好设
备开始了直播。

“亲人们好，王二姐又上
线啦。有人听到小虫子的叫
声了吗？俺关掉音乐，大家
仔细听听。其实，农村生活
并没有大家想像的那样不
堪，来大自然中接接地气，
多惬意！俺带大家看看棚里
的红心火龙果最近长得水灵
不，是不是看得要流口水
了？”王利平把直播架从院里
搬进了大棚，随着镜头的移
动，屏幕上小爱心闪个不停。

有人经常给王利平提建
议：“白天直播多好？”王利
平笑着说：“白天俺忙着招呼
游客，哪挤得出时间来。晚
上人们有空，俺也不忙了，
播一会儿能为园子涨点儿人
气，俺直播间粉丝已经有
9000多人。如今，俺家采摘
园火出‘圈’了。”

沧高生态采摘园距离沧
州市区十几公里，位置有点
儿偏僻。总共十三四亩地的
面积，每天采摘额却达三四
千元，何来的人气？王利平
开门见山地介绍说：“俺这儿
虽然不大，却花样多。除了
线上直播‘涨粉儿’，这儿的
火龙果有红心的、巧克力味
的，还有黄皮白心的，总共
四五个品种。游客来了，除
了摘火龙果、刨红薯，还能
品尝农家饭，吃好玩好了，

走的时候再拎上几袋俺自己
做的火龙果干，这一趟绝对
不虚此行。”

走进火龙果大棚，一个
个火龙果像红灯笼一样，挂
在仙人掌状的蔓条上，让人
垂涎欲滴。记者迫不及待地
摘下一个，剥开皮咬一口，
果肉软软糯糯。旁边，一个
男孩捧着一个红心火龙果正
吃得带劲，他一边吃，小手
一边抹着，一会儿就变成了
小花脸。

“大家别光看果子个头，
果皮越红熟得越好。”“不用
使劲，用手拿着果子轻轻往
上一抬，就摘下来了，千万

注意别扎着。”王利平在大棚
里一边走一边招呼着。

浓眉大眼，长发飘飘，
到园子采摘的游客，见到王
利平，时常都会好奇地问：

“你是采摘园老板？”王利平
笑答：“没错，看着不像
吗？”头些年，王利平真没种
过地。干饭店，跑保险，在
外企上班，虽然从小在农村
长大，王利平却一向不认头
种地，她总觉得要趁年轻在
外头闯出一番天地。

转变却在偶然间。2017
年的一天，王利平的老公在
网上看到北方能种火龙果的
新闻，一时觉得新鲜想尝试
种些给孩子吃。他们把家里
的鸡棚改造成暖棚，又从外
地淘换了一部分苗搞试验。
定期上有机肥、叶面肥，多
余的枝条要修剪掉，书上写
的技术要领简明扼要，实际
操作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仅

“定期”二字必须精准到哪个
时间段，二人就摸索了好长
时间。终于盼到一个个小果
实“面色”红润，“体型”圆
滚，王利平挑了个熟得好的
果子尝了口，“一口咬下去，
汁液四溢，回味香甜。”那味
道，王利平至今都忘不了。

甜甜的火龙果俘获了王
利平夫妇的味蕾，也激发了
她们的创业热情。“亲戚朋友
每次回老家，总是打听附近
有啥好玩的，何不搞个采摘
园，为人们打造个好玩的地
方？”夫妇二人一拍即合，他
们新建了一个暖棚，又把周
边空地里种上红薯、白菜，
养了些柴鸡、大鹅，游客来

了除了采摘火龙果，还能体
验田间劳动、品尝农家饭，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
采摘园的宗旨是让游客吃好
玩好。”王利平道出了朴素的
想法。

最近，王利平经常在村
里集上看到许多村民卖自家
种的苹果、梨，她萌发了新
想法，把自家采摘园和附近
果园连成一条线，通过搞采
摘带动村民一块儿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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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采摘火出乡间采摘火出乡间采摘火出“““圈圈圈”””
□□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郭聪慧 武 东

走走走，，，去逛去逛去逛“““河沿河沿河沿”！”！”！
本报记者 祁 洁 摄影 陈 雷

随着今年市旅发大会的召
开，各县（市、区）运河沿线
的特色景点惊艳亮相，逛“河
沿”成为不少市民出游的首选。

12日下午，天朗气清，大
运河畔王希鲁闸所水利研学公
园附近，一片向日葵花海娇艳
盛放。

站在堤顶路上放眼望去，
蓝天白云下，一朵朵黄灿灿的

“小太阳”努力伸长脖子，面向
太阳，展现阳光的一面。微风
拂来，暖风蘸着花香，仿佛把
眼睛“染”成了金黄色。

“先停下，咱们去花海中

拍几张照片。”市民李自香和
骑行的同伴路过这儿，临时决
定玩会儿再前进。她们沿着小
径走进花海，一会儿给花儿拍
特写，一会儿举高手机拍全
景，“我制作的短视频有没有
大片的感觉？”“我拍的也不
赖，看看谁的浏览量更高。”
拍着拍着，她们PK上了。

王希鲁闸所水利研学公园
南侧，一群人正沿着堤顶路边
走边聊。他们是新华区车站办
事处辖区的老年人和志愿者。
重阳节前夕，办事处特意组织
他们实地感受运河的新变化。

走着，一位老人转身指着
不远处的王希鲁节制闸说：

“这座闸是南水北调应急输水
工程之一，担负着分洪、引
水、蓄水的重任，市区的景观
水都通过它从上游引蓄的。没
想到，这处水利设施被打造成
了公园。”旁边的史方玲老人
说：“现今，运河边的公园多
着呢。国庆假期，孩子带我逛
了市区的百狮园和东光森林公
园，瞅瞅，那儿的环境多好，
抽时间，我一定把这些公园逛
个遍。”说着，老人从包中掏
出几张照片。

运河堤岸畅通，文化美景
交融。作为大运河流经里程最
长的城市，我市全面做好保
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通
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串起沿
岸生态风光和文化遗产，将大
运河文化带打造成生态廊道和
文化玉带。

本报讯 （任振宇 刘震
祁洁） 近日，黄骅市旧城镇
仙庄中心校的师生走进革命
烈士刘贯一的故居，大家掏
出手机一扫展厅中的二维
码，刘贯一的革命英雄事迹
娓娓道来：“1942 年 12 月，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刘贯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多次秘密为抗日武装搜
集、传递情报，并发动群众
粉碎敌伪‘扫荡’。被捕
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酷刑折磨，刘贯一斩钉截铁
地回答，‘我的文化是为穷
苦百姓服务的，不是为法西

斯办事的。让我投降，你做
梦去吧……’”听着，现场的
老师和同学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听着革命烈士的事迹，
仿佛一下回到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我们应更加珍惜如
今的幸福生活。”仙庄中心校
学生马樱芮说。

旧城镇政府工作人员介
绍：“我们依托辖区刘贯一烈
士故居红色教育基地，创新红
色教育形式，打造了一个智能
讲解平台，在每个展厅内张贴
二维码，方便游客‘码’上收
听红色故事，铭记往昔峥嵘岁
月，传承红色精神。”

“留声墙”上“晒”幸福

接连几场雨后，天放晴。10 月 12
日，记者乘车前往青县流河镇中蔡庄村
的途中，不是积水，就是泥泞。一进中
蔡庄，眼前豁然开朗，干净的水泥路，
整齐的街巷，精致的文化墙，连街头巷
尾的花花草草都格外惹眼。

村委会对面，“留声墙”三个字引人
注目。往下看，“我家今年赚钱了”“俺
村环境如花园”……朴实的话语一句连
一句。村党支部书记孟宪岐说：“这些话
都是村民写的，虽是土话，但都是真情
实感。村里打造这面‘留声墙’，就是与
外来的客人分享大伙儿的幸福生活。”

如今，“幸福”俩字，被孟宪岐挂在
嘴边。曾经，他却难以启齿。尤其村里
有红白事，外村人来了，他经常听到一
句刺耳的话：“这穷村。”难怪别人这么
说。中蔡庄村不大，全村共有村民 140
户、560口，村民多数种苗木，是个纯
农业村。头些年，村里连条砖路都没
有，本不宽的路，这儿堆着柴火垛，那
儿堵着粪堆，错个车都费劲，下雨更甭
说了。

“村里没有集体收入，怎么变？”“就
因为没钱，咱就甘心这么一直穷下去？”
村“两委”班子没少为这事争执。

没钱，想法跑资金。争取来的小
钱，尽可能办些大事。孟宪岐的抠劲上
来了。村里修路，没等挖掘机开动，他
先在喇叭里广播上了：“大伙儿把门口挠
起来的砖码好了，留着砌宅坡子。”听说
村里谁家搬家、扒房，他赶紧去瞅眼，
别人不要的旧大门、旧门窗，他都运到
仓库里，以防哪天用得上。

孟宪岐介绍说：“如今，俺村水泥
路、水冲厕所、污水处理都实现了全覆
盖，除了环境好，大伙儿心也齐。以
前，这个小花园是片空地，那个拐角是
残垣断壁，有人从苗圃移过来几棵树，
还有人撒花籽，在大伙儿的精心装扮
下，才有了如今的喜人面貌。村里计划
发展乡村旅游，争取把中蔡庄打造成运
河边的‘明星村’。”

“绿色文物”古枣园

在村中参观，孟宪岐的一句话提起
记者的兴致：“俺村有一片古枣园，最高
树龄有 400多年，这些古枣树是村里的

‘绿色文物’和情感寄托。”

记者径直奔向古枣园，一进园子，
只见虬曲盘旋的枝干布满沧桑。孟宪岐
介绍说，这片古枣园共有 120亩，距离
大运河仅 70多米，现有 400年以上的古
枣树七八棵，200 多年以上的 2000 余
棵。那眼井是古井，相传乾隆皇帝沿运
河下江南路过这儿，曾用井中的水泡
茶，古枣园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载体。

古枣树见证了大运河漕运的繁忙和
村庄的发展变迁，是中蔡庄的“精神气
质”。孟宪岐介绍说，早些年，古枣园归
村集体所有，后来分包到户。以前，枣

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经济效
益下降，村民们疏于管理，园子渐渐变
荒了。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推进，
如何把古枣园打造成大运河畔的一张名
片？自2019年起，中蔡庄对古枣园进行
了改造提升，统一对枣树进行开甲，相
继为园子建了牌坊、铺了花砖路、安装
了路灯，还修复了里面的两眼古井。

挺好的古枣园，遗憾的是，今年，
枣树都得了“枣疯病”。孟宪岐说：“为
了保住这片古枣园，村里准备请红木师
傅把个别得病的枣树打造成树墩，游客
坐在上面休息之余能留下点儿念想。村
里还育了 4个新品种的枣苗，明年准备
栽到园子里。如何进一步打造古枣园？
希望大家多支招。”

传承青剧为村子“提神”

“梅黑好赌家致贫，谋生做了赶脚
人，路遇孀妇心生悯，小妇心中亦爱恋
……”走在古枣园中，突然，抑扬顿挫
的曲调传来。记者加紧步子向前，只见
三人敲锣拉弦、一人唱，四人配合得十
分默契。孟宪岐拿起一旁的梆子加入其
中，声音在枣林间回荡。

“能听出俺们唱的是啥腔吗？”村民
王凤荣的一句话把记者问住了。老人
说，他们表演的是青县独有的剧种——
青剧。它既不属京剧、河北梆子，也不
算哈哈腔、评剧。相传，村里老艺人到
县城演出，当时的县长看了演出后，问
唱的什么戏？会头回答，这戏是村里老
辈人自创的，人们都管它叫“秧歌会”，

没有正式的名字，请县长给起个名吧。
县长沉思了一会儿说，河南省有“豫
剧”，你们唱的这戏，除了青县别处没
有，就叫“青剧”吧。从此，中蔡庄

“秧歌会”更名为青剧。
77岁的王凤荣是中蔡庄青剧的传承

人之一，他告诉记者，青剧兴盛时，运
河东岸的村民常常隔河伏堤听。剧团每
到一处演出，观众都围得水泄不通。随
着青剧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
了把青县独有的这种文化精粹传承下
去，他和同村村民王洪正主动担起了传
承的重任。

王凤荣说：“俺们从村里爱唱爱乐
和的村民中，选出一部分人重点培养。
开始在俺家练，后来改在大队。每天晚
上排练两个小时，逢年过节在村里演
出。现在，村里有 10 多个人跟着学。
接下来，俺们将重点发展孩子，培养新
的接班人。”“没错！”刚才表演唱腔的
姚淑娟接过话说：“青剧是咱村的文化
底蕴，咱必须传承下去，为中蔡庄提提
神。”

中蔡庄古枣园的情况令记者忧
心。记者咨询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林木种苗工作站站长纪清巨。纪
清巨介绍，“枣疯病”是发生在枣
树上的一种毁灭性病害。枣树染病
初期，多从一个或几个大枝及根蘖
开始，有时也会有全株同时发病。
全树发病后，小树 1至 2年、大树
3至 5年，即可死亡。枣树一旦得
了“枣疯病”，并无有效防治措
施，即便一树出现一枝病枝，也应
刨全树，并将大根一起刨净，以免
再生带菌根蘖。

纪清巨提醒广大枣农，预防
“枣疯病”，应加强病虫害防治。加强
枣树水肥管理，增施有机肥和磷、钾
肥，提高抗病能力。此外，不要在新
建的枣园附近种植松树、柏树、桑
树、泡桐等树木，也不要与芝麻间
作，以减少病媒害虫的数量。

■新闻链接

发现“枣疯病”
应及时刨树

祁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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