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变冷，海上观光旅游
进入淡季，刘洪顺选择周末
跟着儿子出海。

“您嘱咐的注意事项俺都
记住了，您就在家踏实歇着
吧。”“嘱咐过的记住了，没
嘱咐到的怎么办？周末游客
多，更得注意，千万不能含
糊。”在出海这件事上，两个
儿子怎么劝都拧不过刘洪顺。

今年 65岁的刘洪顺，是
南排河镇歧口村村民。从 17
岁出海打鱼，转眼，他已经
在海上漂了快 50年了。“最
多的时候，一网能拉上来几
千斤海鲜，虾、蟹、鲅鱼、
平鱼……什么都有，一下就
能卖 1 万来块钱。虽然辛
苦，收入高了，累点也就无
所谓了。”回忆起过去的收获
场面，刘洪顺眼中含笑。

丰富的渔获让刘洪顺过
上了富足的生活。他给两个
儿子盖了新房，娶了媳妇，
儿子、儿媳也加入了捕鱼的
队伍。但好景不长，靠海吃
饭的刘洪顺一家面临着两难
选择：“一网才打上来几十斤
海鲜，少的时候甚至才几
斤，连油钱都挣不回来。继
续干，收入没保障。不干的
话，一家人靠啥吃饭？”

慢慢地，刘洪顺想通
了。“自己一味地向大海索
取，只顾眼前经济效益，却
忽略了海洋生态保护，这钱

挣不长远。靠海吃海不只有
捕鱼这一条路，还可以换个

‘吃’法。”近几年，随着南
排河镇打造渔业旅游，来这
儿的游客越来越多，刘洪顺
从中看到了新机遇。

2019年，刘洪顺家的渔
船变成了游船，他从出海捕
鱼，改为带游客到海上观
光。“城里人看腻了高楼大
厦，到海上吹吹海风，吃吃
海鲜，心里多敞亮。”打了半
辈子的鱼，尽管不舍，但想
想自己“转业”也是对海洋
生态的保护，刘洪顺心里比
打到鱼还高兴。

“坐过我家船的游客都清
楚，随处乱丢垃圾绝对不允
许。海上这么好的风光，哪
忍心去破坏它？”听了刘洪顺
的话，记者终于明白了他一
直坚持出海的心思。

同村的李希军，比刘洪

顺早转型十多年，如今在村
里经营一家海鲜馆。

每天早上，李希军的起
床时间由潮汐表决定。“预报
第二天早上 6时涨潮，我必
须提前半个小时到码头等
着。渔船一靠岸，就赶紧接
货。”为了让游客吃到最新鲜
的海鲜，他必须抢时间。接
完货回到饭店，注水、加
氧、加冰，把海货做好保
鲜，他便开始备菜、掌勺。

起初，关掉虾池开饭
店，李希军心里并没底。他
告诉记者：“2006 年，附近
一共也没几家饭店。每天有
一两桌客人，就算生意好
了。现在不一样了，镇里专
门在这儿打造了一条海鲜美
食街，光俺村在这儿干饭店
的就有 70 多家。一到节假
日，我家10张桌至少能翻七
八回。游客多了，说明海堡
的名气大了。”

“常说同行是冤家。同村
人凑在一块儿做买卖，岂不成
了竞争对手？”听到记者的疑
问，李希军摇头说：“这句话
在俺们这里行不通，大伙儿
不但不是对手，反而关系比
以前更近了。昨天，我还跟
隔壁两家饭店的负责人商
量，准备拓宽进货渠道，把
海鲜品质提上去的同时，把
价格适当往下降降。游客奔着
这儿的海鲜来，一定要讲信

用，不能毁了海堡的名声。”
靠海临港的独特地理位

置，是南排河镇发展休闲渔
业的优势。镇党委副书记张
鑫告诉记者，目前，南排河
镇已有 1万多名渔民吃上了

“旅游饭”。为帮助渔民从传
统渔业的依赖者，转变为特
色旅游的参与者，镇里对 21
个渔村的旅游专线进行规
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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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业态的同时，带动渔民转
产转业增收致富。

一个地界偏僻一个地界偏僻

的纯农业村的纯农业村，，如何成如何成

为乡村旅游为乡村旅游““打卡打卡

地地”？”？复建灌河码头复建灌河码头，，

向游客讲故事向游客讲故事；；盘活盘活

土地土地，，搞休闲采摘搞休闲采摘；；

乡村小厨乡村小厨、、农家小院农家小院

别具一格……诗情别具一格……诗情

田园有看头田园有看头，，村民日村民日

子有奔头子有奔头。。且看泊头且看泊头

四营镇灌河村的四营镇灌河村的““换换

颜术颜术””——

执法实战练兵

打造环保“尖兵”
本报讯（祁洁 张帆 董

聚宝） 为提高环境执法人员
的现场执法能力，近日，市
生态环境局开展执法实战练
兵活动。

执法人员先后深入河北
宇龙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等 5
家重点排污单位，对其生产
工艺流程、在线设施运行、
固废危废管理、各项环保手
续等方面进行“解剖式”检
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交由当地分局督促企业
整改到位。企业存在环境违
法行为的，由市局依法依规
进行立案处理。执法练兵全
程开启执法记录仪，将检查

情况实时上传。活动过程
中，执法队员通过污染源自
动监控、视频监控以及无人
机等设备，进行污染源分析。

此次实战练兵通过老带
新、分组配合、交叉学习的方
式，提高了市、县两级执法人
员的执法能力。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
们将继续实施常态化“教学
式”“解剖式”“实战式”执
法练兵，坚持问题导向，实
现人人能查、会查、查准，
打造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生态
环境执法先锋队，助力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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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海吃海靠海吃海靠海吃海

换了新换了新换了新“““吃吃吃”””法法法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谢安然

走进乡村旅游重点村走进乡村旅游重点村寻美记特别呈现寻美记特别呈现——

古灌河浇灌诗情田园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田志锋 左金花 摄影 陈 雷

靠山吃山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海吃海。。近年来近年来，，黄骅市南排黄骅市南排

河镇大力发展休闲渔业河镇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在丰富业态的同时在丰富业态的同时，，

带动渔民转产转业增收致富带动渔民转产转业增收致富。。渔船变成游船渔船变成游船，，

渔民渔民““转业转业””为海鲜馆老板为海鲜馆老板，，如今如今，，11万多名渔民万多名渔民

吃上了吃上了““旅游饭旅游饭”。”。

千余候鸟翔集湿地千余候鸟翔集湿地千余候鸟翔集湿地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张景兴 刘敬贤 王立军 摄影报道

正值候鸟越冬迁徙的季节，连日
来，南大港湿地迎来大批迁徙候鸟。
据工作人员监测，目前共有东方白
鹳、赤膀鸭、白琵鹭、红脚鹬、反嘴
鹬、银鸥、翘鼻麻鸭、普通秋沙鸭等
千余只候鸟在此落脚。

“唧唧”“啾啾”……走进南大港
湿地，白琵鹭、苍鹭、白鹭正在水中
漫步、觅食嬉戏。空中，赤膀鸭结伴
齐飞、翩翩起舞。不少游客和摄影爱
好者纷纷用相机定格下这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画面。

湿地环境好不好，关键看水鸟。

目前，南大港湿地内有鸟类268种，其
中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 16种，大天鹅、灰鹤等国家二级
保护鸟类 46种，146种被列入中日候

鸟保护协定，138种被列入中澳候鸟保
护协定。

近年来，南大港产业园区通过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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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大批珍稀
鸟类在此繁衍栖息、中转休憩。

灌河码头有故事

一艘斑驳沧桑的木船停靠在岸，老
船木拼接成的茶台上刻满时间烙印，岸
边，一位船工背着包袱正与亲人挥手告
别。站在泊头四营镇灌河码头环顾，桅
帆林立、熙来攘往的繁华场景犹在眼前。

两位游客登上甲板，瞧眼这儿，摸
下那儿，“过去这里可能是个码头。”“应
该是，那块石碑上刻着字，咱下去瞅
瞅。”俩人走到石碑前，仔细辨认着上面
的字迹：“灌河村临河而立，因河而名。
公元1167年，置交河县……”

正在此路过的村委会副主任赵建立
上前说：“这个码头是俺村在一处废坑塘
上打造的新景点。据村里老人讲，过
去有条老灌河河道从村子旁流过，河
上游可通富庄驿、武邑、衡水，下游
可达泊镇、沧州、天津。后来，沿岸
商家、村民自发出资捐物，在这里建
了座码头。从此，周边店铺林立、车
来船往，武强的年画、沧州的海货、
天津的食品，都从这儿运往各地。现
今，村里复建灌河码头，是为了通过
它向游客讲故事，这些故事正是灌河
村的历史文化底蕴。”

听着，游客再次走到船旁，抬头望
着船身的一道道裂纹，陷入沉思。古河
道已不在，繁忙的漕运盛景已成为历
史，复建后的灌河码头却默默地向游客
讲述着这里的过往。

见到游客恋恋不舍的样子，赵建立
说：“俺村如今是河北省乡村旅游村，村
里景点多着呢，走，带你们去逛逛。”

农家小院有味道

正对码头的巷子里，一条用紫色仿
真紫藤装饰的长廊十分显眼。走近，“乡
村小厨”几个字跃入眼帘。

“这个农家院是利用村里闲置的老学
校和旧房子打造的。游客来了，除了采
摘、赏景，还能在这儿品尝农家饭。家
乡大烩菜、凉拌菠菜、炝炒茼蒿……菜
单里的多数菜都是村里自产的，这才是
地道的农家味。”赵建立一边翻着菜单一
边说。

这时，农家院负责人王帅从外面进
来说：“今天不是周末，游客不是很多。
每逢节假日，哪天都有十多桌客人。从

吃饭的人数，就能看出俺村的名气。”
“老板，村里有住的地方吗？”一位

游客打探道。王帅回答道：“出了胡同一
直往南走，路边有个‘硒鸽苑’，那儿就
是农家小院。”

耐不住好奇，记者和这位游客一同
奔过去。一进小院，白墙灰瓦马头墙，
古色古香。这边是茶室，对面是客房、
餐厅，侧面是灌河农产品展示厅。“真有
点儿星级酒店的感觉。”听了记者的话，
农家院负责人裴壮壮笑着说：“何止是星
级酒店。晚上坐在院里一边喝茶一边看
星星，早起还能听到公鸡打鸣，这些可
是星级酒店享受不到的。”

果蔬采摘8个月不断趟

走在灌河村，成方连片的温室大棚
连成了一道风景。

“咱这大棚里种的啥？”记者问道。
“俺村种的东西听名字就跟别处的不同。
西红柿叫‘富硒吉祥’，现在刚开始采
摘，能摘到春节前。晚桃叫‘映霜红’，
还能摘一周。过了元旦，草莓、早桃、
甜瓜……新一轮采摘又开始了。每年 5
月至 8月瓜果集中上市的时间，大棚里
没东西，其余 8个月都能采摘。这样，
游客来了才觉得新鲜。”村委会委员董存
才说得记者直咽口水。

走进西红柿大棚，几位家长带着孩
子正在采摘。“宝贝儿，你看秧上的西红
柿又大又红，它们是从小苗一点点培养
的，管理上有一点儿疏忽，就很难坐

果。所以，我们平日不能随便浪费东
西。”一位家长耐心地跟孩子讲。董存才
笑着走过去说：“俺们搞采摘，让游客体
验乡间的乐趣之外，还能无形受到‘粒
粒皆辛苦’的熏陶。”

灌河村距离泊头市区40公里，是个
纯农业村。董存才告诉记者，头些年，
甭说外人了，他们自己都懒得去地里转
悠。年轻人多数在周边企业打工，老年
人成了种地的主力。赶上好年景，能闹
个好收成。年景不好，白受累了。怎样
在土地上做文章，提高村民的幸福指
数？这一直是村“两委”最心急的事。

没思路，出去学。村干部多次组织

村民代表和部分村民外出“取经”，让大
伙儿大开眼界：同样是瓜果蔬菜，人家
不用四处跑销路，光采摘就能“消化”
一多半。随着村里环境的改善，村“两
委”将发展的思路转向乡村旅游。如
今，全村1400亩土地全部流转，除了果
蔬种植，还成立了养殖合作社。“每公斤
西红柿的采摘价为16元，草莓高达每公
斤 100元，农产品身价高了，村民也沾
光了，除了享受地租，年轻、年老的都
有活儿干，这日子光剩好了。”讲起这
些，董存才眼里放光。

民心湖汇聚一团和美

每次带游客参观，行程结束前，董
存才都要带人们去民心湖旁转转。

霜降已过，湖中的睡莲仅留下枯黄
的荷叶，两位老人正在湖心的凉亭里聊
天。“村里环境变得这么好，真是做梦都
没想到！”董存才说：“大伙儿知足，俺
们村干部更有干劲儿了。”

民心湖曾是灌河村最大的一个垃圾
坑。说起当时这里的环境，村里流行着
一句顺口溜：“南坑西坑，杂树丛生；鱼
儿逃走，垃圾进攻；蚊蝇扰民，污染环
境。”环境不好，村民烦恼。可村里要改
造这个坑，大伙儿又闹意见：“这么脏的
地方能改成啥样？索性就这样呗！”

村“两委”认为，让灌河旧貌换新
颜，必须先从最煞风景的这个垃圾坑

“开刀”。“咱就认头村里这么脏下去？”
“看见环境好的村，大伙儿难道就不羡慕
吗？”村干部和党员、村民代表一次次上
门和村民交心，大伙儿渐渐想通了。

“改造垃圾坑的过程中，有人出车
辆，有人主动伐树，大伙儿不怕脏、不
怕累，都抢着出义务工，人们都盼着灌
河变好呢。”董存才对当时热火朝天的场
景记忆犹新。

垃圾坑“变脸”，民风也焕然一新。
村里将改造后的坑塘取名为“民心湖”，
寓意聚民力、顺民意、通民心。“环境塑
造人。这句话太在理了，如今村里通了
天然气，90%的街巷都是水泥路，大伙
儿嗑完瓜子自觉把皮儿扔进垃圾桶，都
不忍心破坏这环境。”董存才边走边说。

“太对了，好环境来之不易，俺们更得珍
惜。天冷种不了花了，俺在门口花池子
里栽点儿香葱，不能让它空着。”村民崔
秀珍满脸幸福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