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了冬，位于黄骅羊二庄镇东花寨村的鑫岭现
代田园综合体内，果子少了，景色也萧条了，但依
然有不少游客往那儿奔。

“爸爸，咱们去拔白菜。”刚进园区，一个男孩
就跑向白菜地。男孩不肯让大人帮忙，硬要自己
拔。只见他蹲在一棵白菜前，双手抱住菜用劲地往
外拔。菜拔了出来，他却坐了个屁墩儿。男孩爸爸
笑着说：“宝贝儿，用不着那么费劲儿，用手扶着
白菜，左右扭动几下，根部松动了，大点儿劲儿一
拔就行了。”

旁边地里，两位游客忙活半天也没拔出几棵顺
溜的胡萝卜。“这么难看的胡萝卜能好吃？”俩人有
点儿失望，索性坐在地边歇着。园区负责人陈庆周
走过去说：“咱这儿种的东西都不打药，长得虽然
难看，但是好吃。”俩人听了，拿起胡萝卜擦擦浮
土咬一口，一边嚼着一边说：“真甜。”

游客玩得尽兴，陈庆周心里高兴。让游客脚踩
泥土，感受乡间的乐趣，这是陈庆周跨行的初衷。

从小在农村长大，亲眼目睹村民们为了养家糊
口在地里劳作的不易，陈庆周害怕自己重走这条
路。

当过老师，搞过运输，干过企业，头些年，陈
庆周为了闯出一片天地，没少折腾。可渐渐地，挣
到钱、开阔眼界的陈庆周，越来越怀念家中的土
地。

“种地打粮，是从老辈人那儿延续下来的老传
统。现今，除了保证人们的口粮之外，地可不可以
换个种法？”陈庆周萌生这个想法并不是心血来潮。

每逢节假日，许多城里人携亲带友往农村奔，

摘点儿瓜果蔬菜，吃顿农家饭，甚至找个农家院住
上几天。“呼吸新鲜空气，简单又美好。”“头上冒
汗，心里舒坦！”微信朋友圈中的一句句幸福感言
让陈庆周惊羡不已。也经常有朋友给他打电话咨
询：“老陈，你老家附近有啥好玩的地方，回头带
我们去转转？”不知如何回答的陈庆周只能用一句
话简单带过：“一片盐碱地，没吗好玩的。”

有时路过村边的庄稼地，陈庆周会停下车在周
边转会儿。除了收获季节，空旷的田间一片静悄
悄，与朋友圈的热闹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为啥
别处地里人气这么高？”开始，陈庆周想不明白。
突然一天，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陈庆周脑中闪现：现
今，各地都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何不借鉴一下经
验搞休闲旅游，让望天收的土地换个种法，以此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

怎样保证园区四季有果？如何丰富游客体验？
怎样吸引游客玩一趟还想再来？陈庆周并没有急于
求成，他四处“取经”的同时，找专家反复设计规
划。

2019年，陈庆周流转村里的 1000多亩土地决
定大干一场。他把园区划分为“鲜果时光”“花果
飘香”“滨水拾果”和“蜜果仙境”4个分区。目
前，园区已种植了 40多种果树，一年四季可采
摘。除此之外，他计划在园区水面上打造一座玻璃
式水上生态餐厅。“游客坐在暖融融的大棚里，想
吃什么自己去摘，一边品尝新鲜果蔬，一边欣赏满
眼的绿色，多惬意！”陈庆周处处别出心裁。

目前，一个投资150多万元的智能立体栽培温
室已经完工。这里将采用无土栽培、鱼菜共生等现
代栽培模式，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高科
技。

3年来，陈庆周黑了，瘦了，每天都面临着新
挑战。今年10月份的连阴雨，导致200多亩水果玉
米倒伏，不能采摘也不能掰槌儿，一下损失不小。
100多亩的花生泡在水里发了芽，又损失了一大
笔。一亩地租金600元，每亩地每年光有机肥成本
就得2000来块钱，用工再加140多万元，心烦的时
候想到这些，陈庆周瞬间觉得天要塌了。但一觉醒
来，他又满血复活。“虽然目前园区正在试营业，节
假日每天游客人数可达二三百人，不断增长的人气
就是这片土地的

‘财源’，俺要把
这片园区打造成

‘世外桃源’。”
陈庆周自信地
说。

司马庄村过去是啥样？记
者越转越好奇。

刘建勋说，农史忆馆是村
里的压轴景点，了解完村子现
状，再转那儿，这些年司马庄
的发展变化就清楚了。

迈进展馆，传统的农耕场
景将时间定格。老汉一手扶
犁，一手拿着鞭子赶牛。后
面，老妇端着簸箕弓着腰正在
撒种子。

正在参观的一位老人对身
边两位年轻人说：“过去没有机
械，播种、收获都得靠人工，

打点儿粮食可不容易了。现在
生活好了，咱也不能随便浪费
东西。”年轻人听了不住点头。

走在展馆中，旧锄头、木
推车……一件件传统农具讲述
着村庄的发展变迁。刘建勋站
在两幅实景沙盘之间说：“这两
幅沙盘是司马庄今昔面貌的对
比。1985年建新村前，村里宅
基地有高有低，房屋错乱无
序，周边灰秃秃一片。现今，
新品种试验区、百果园、居民
小区、温室大棚，新打造的和
即将打造的景点再加进去，村

里到处是景了。”
乡 村 旅 游 拓 宽 了 致 富

路，也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指
数。刘建勋说：“目前，全村
4000 多亩土地中， 1000 多亩
流转给特菜基地， 1000 多亩
搞绿化种植，100 多户村民长
年在园区打工。以司马庄村
为核心的占地 6万余亩的现代
农业园区正在筹划建设中，
园区将在特菜种植的基础上
发展生态观光旅游。未来，
司马庄将成为游客休闲度假
的胜地。”

“““世外桃源世外桃源世外桃源”””客盈门客盈门客盈门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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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乡村旅游重点村寻美记特别呈现寻美记特别呈现——

异果特菜鲜异果特菜鲜异果特菜鲜 水韵田园美水韵田园美水韵田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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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笔
者再次走进青县司
马庄，被村里的变
化惊艳了。

大棚里新奇罕
见的果蔬，传递着

“人无我有，人有
我新”的发展理
念。充满科技元素
的智能温室，展现
着现代农业的魅
力。村里坑塘的打
造，及运河边规划
的民俗休闲园、森
林公园等新景点，
为村子添了“灵
气”。走在村中，
看到的是风景，听
到的是故事。

时下，我市许
多村庄把发展乡村
旅游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以休
闲观光、娱乐体验
为主要形式的乡村
旅游景点不断涌
现。欣喜的同时，有些地方盲
目跟风建设，误认为农家院、
花海、大棚采摘是发展乡村旅
游的“标配”。但是，这些可
能会让乡村旅游成为“一次性
消费”，难以留住游客，更不
利于长久发展。

有人说，讲好乡村故事是
留住游客的关键。那么，故事
应该从何讲起？

近两个月来，笔者先后走
进我市多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发现每个村子讲故事的方式不
同。

站在南大港产业园区马营
村的洼乡广场，感受到的是这
里悠久的御马文化：“这里曾
经洼大村稀，水草丰茂。村东
是古马驿道，一直延伸到天
津。光绪元年，官府派詹氏宗
族，来此扎营盘为官府饲养军
马，立碑为界，由此称作‘御
马营’。”

走进东光县连镇小邢村，
采摘新鲜瓜果、品尝农家饭之
余，了解的是新农村发展的新
思路：“拆旧村、建新村，腾
出来土地集中进行规划。以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把村
子打造成大运河畔的热门打卡
地。”

在沧县南堤村老种子博物
馆，看着展柜中琳琅满目的老
种子，听到的是乡亲们为留住
乡愁，历经坎坷淘换种子的感
人经历。

乡村旅游景点不是生造出
来的。发展乡村旅游应立足乡
情，挖掘听不完的乡土故事，
从吃喝玩乐到参与体验，再到
文化熏陶，让乡村的缤纷多彩
变成真真切切的一个个小故
事，一点点激活游客的乡村记
忆。这样，乡村旅游就有了灵
魂，有了个性，有了效益，也
才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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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
旅
游

讲
好
乡
土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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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棵鲜嫩水灵的叶菜，
宽叶、细叶，红的、绿的，或

“站”在架子上，或“攀”在墙
上，令人目不暇接。入了冬，
室外草木萧疏，走进位于青县
清州镇司马庄村的大司马菜博
园，一派生机盎然，仿佛置身

“蔬菜大观园”。
“植物工厂？”迎面，一个

玻璃屋引起记者好奇。推门进
入，工作人员正在用海绵块儿
将种子包好，整齐地摆放在托
盘里。旁边，一人高的多层架
子上，一棵棵小苗已经探出了
头。“这里是智能育苗工厂，没
有土，种子也能生根发芽，用
不了几天，就长成半拃高了。”

工作人员说得记者一头雾水。
再三打探，原来，这里采

用的是水培模式，整个育苗过
程由智能系统控制。种子渴
了，系统及时补给营养液；需
要“晒太阳”，紫外线灯自动补
光。“小苗‘吃喝’无忧，还不
受外界天气的影响，这模式智
能新潮！”记者大开眼界。

右侧温室中，场面更壮
观。有的叶菜“住”上了高
楼，因栽培钵形状不同，名字
也不同。有的叶菜和鱼儿一块
儿生活，叶菜住楼上，鱼儿住
楼下，通过楼上楼下的生态水
循环，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
不施肥。还有的叶菜和花组合

成植物迷宫，这面墙上是金边
吊兰和苋菜，往前，又变成了
翠菊和油麦菜，记者没走几
步，便看花了眼。

基地负责人李志彬说：“菜
博园是为迎接今年市旅发大会
新打造的景点，里面展示的是
当前国内较为先进的栽培模
式。游客在这儿欣赏、采摘之
余，还可以把它们带回去摆在
家里，既养眼，又能体验居家
种菜的乐趣。以前，一亩地的
大棚，至少需要一个人管理。
如今，这个 6亩的温室最多需
要 2 个人，除了间苗、摘菜，
其他的活儿都交给电脑干了，
时代真是不同喽！”

蔬菜大观园智能化

除了高科技的种植模式，
司马庄的特菜有啥特别？李志
彬特意带记者去温室大棚里参
观。

球茎茴香、羽衣甘蓝、白
玉指黄瓜……没进大棚，记者
就被门口的奇怪名字整晕了。

“球茎茴香跟普通茴香有何不
同？”记者好奇地问。“这种茴
香吃茎不吃叶，茎部是球状
的，凉拌炒着都可以，吃起来
有淡淡的茴香味儿。咱这儿的
菜都是市面上不常见的。菜博

园里展示的仅是一部分叶菜，
我们这儿光叶菜就有 100 多
种，各种瓜果蔬菜加在一块儿
总共有 1000 多种。就因为这
儿的品种丰富奇特，有着‘七
色异果八十郡，一桌餐遍三五
国’的美称。”李志彬说得记者
馋涎欲滴。

特菜基地往东 200 多米，
便到了大运河畔。多年来，
蜿蜒流淌的运河水默默滋养
着这方水土，孕育出了清甜
脆嫩的果蔬。如今，随着我

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持续
推进，司马庄与各大院校合
作，对特菜产销进行创新研
发的同时，把发展思路拓展
为生态旅游。李志彬说：“我
们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
机，以司马庄村为核心，把
特菜采摘与运河风光一起打
造，将在运河沿岸建设运河
人家民俗休闲园、运河风光
森林公园等景点。届时，再
来司马庄，运河沿岸风光定
会让你流连忘返。”

一桌餐遍三五国

“ 啊 ……” 刚 出 基 地 大
门，对面，一阵高喊声传入耳
畔。走近，两位游客正在湖边
对着喊泉的话筒比嗓门。“你
躲开，看我的。”旁观的一人
不服输，把同伴拽到一边，对
着话筒扯开嗓门。喊着，他双
脚离地跳起来，引得许多游客
过来围观。

李志彬说，这片开阔的水
面是在旧坑塘基础上打造的，

因临近运河，取名为运河湖。
这里除了喊泉，湖上定期有水
上飞人表演，游客还可乘船在
湖中赏景。这时，听船上一位
工作人员朝岸上喊：“还有人
上船吗？马上开船了！”记者
立刻飞奔过去。

现代气派的菜博园，古色
古香的湖畔长廊，成方连片的
大棚，错落有致的村庄，远近
景色组成一幅淡雅精致的水墨

画。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
游。

船靠岸，村党支部书记刘
建勋赶来。他告诉记者：“运
河湖和南面的博学湖都是今年
新打造的景点。村里一共有 12
个坑，目前，村东面的坑塘正
在建设钓位。村里将对坑塘进
行逐一打造，静可观景，动可
戏水，除了特菜，水韵将成为
司马庄的一大亮点。”

坑塘美颜添水韵

农史忆馆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