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隔3年，笔者再次来到吴
桥曹洼乡岳庄村，曾经狭窄的街
巷、坑洼不平的土道、随处堆放
的柴草，统统不见踪影，灰头土
脸的农业村神奇般地变成一个古
色古香的旅游村。“俺村一年能
接待游客大几千人。”村党支部
书记梁学庆的介绍，让笔者对这
个村子刮目相看。

岳庄的魅力何在？记者一边
游览一边找答案。宽敞的柏油
路，安闲惬意的“森林氧吧”，
接地气儿的农家乐，除了这些，
最扣人心弦的当属民族英雄岳飞
精忠报国、为国捐躯的感人故
事，和谷物文化馆中“粒粒皆辛
苦”的乡愁记忆。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便是岳庄发展乡村旅游
的亮点特色。

风景有共通之处，文化却独
一无二。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转
变，旅游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打卡式”旅游已
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文化旅游
渐成“新宠”，很多文化底蕴深
厚的景点备受追捧。

如今在我市，大运河畔的许
多文化景点，已成为市民与游客
的“网红打卡地”。为传承好、
保护好、利用好大运河，我市持
续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静静流淌的运河水已
经从一条河，变成一首流动的诗。

百狮园里，憨态可掬、形态各异的石狮子，
向游人讲述着沧州历史悠久的“铁狮文化”。

走进沧县御碑苑水利风景区，徜徉于通波
园、巡礼园、流光园等“九园”“十八景”，大运
河文化鲜活可感。

参观完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谢家坝，进入水
工智慧博物馆，可近距离感受那个科技落后、物
资匮乏的年代，筑起这座大坝何其艰巨。

旅游景点的文化，不单纯是文人墨客在名山
大川留下的诗词歌赋，也不仅仅是演艺活动，应
该是丰富的文化底蕴。景点应更多地挖掘本身的
文化资源，并对其进行艺术形式的包装和创新，
充分突出地方特色。文化类景点不能让游客看一
遍文物、拍几张照片就了事，可以打造体验式场
景，让游客参与互动，在体验过程中，深刻了解
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不妨让景点多些文
化味儿，让游客在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欣赏
美丽风光的同时，接受文化的熏陶、精神的洗
礼，这样的景点才
是游客向往的“诗
和远方”。

一个灰头一个灰头

土脸的农业村土脸的农业村，，

靠什么打造乡靠什么打造乡

村旅游村旅游？？建岳飞建岳飞

纪念馆纪念馆，，讲岳飞讲岳飞

故事故事，，弘扬爱国弘扬爱国

精神精神；；利用谷物利用谷物

种植的传统优种植的传统优

势势，，打造谷物文打造谷物文

化馆化馆，，让游客让游客

““忆苦思甜忆苦思甜”；”；军军

事教育馆事教育馆、、村史村史

馆馆、、民宿民宿、、采摘采摘

大棚……随着大棚……随着

景点不断增加景点不断增加，，

吴桥曹洼乡岳吴桥曹洼乡岳

庄村摇身变成庄村摇身变成

了省级乡村旅了省级乡村旅

游重点村游重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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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园幸福家园幸福家园 大美海兴大美海兴大美海兴”””

摄影展进校园摄影展进校园摄影展进校园
本报讯（孙长森 祁

洁） 11 月 24 日，海兴
县 “幸福家园 大美海
兴”优秀摄影作品进校
园活动，在县育红小学
拉开帷幕。

童真的笑脸、绽放
的花儿、被霞光染红
的 天 空 …… 展 出 现
场，学生们在照片前
或驻足欣赏，或轻声
讨 论 ， 或 提 笔 记 录 。
此次摄影展共选出 70
余幅作品，其中，有

摄 影 家 的 精 品 之 作 ，
也有学生随手拍的生活
趣事。拍摄者用镜头捕
捉身边的美好瞬间，多
角度展现海兴的生态环
境和风土人情。

海兴县文化馆工作
人员介绍说，此次摄影
展进校园活动，能让学
生切实感受家乡日新月
异的变化，激发他们用
镜头记录家乡变化、校
园故事和感人至深的瞬
间。

行走运河行走运河行走运河 文化文化文化“““打卡打卡打卡”””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王 辉 陈 亮 摄影报道

岳飞故事为村子提神儿

头戴战盔，身着铠甲，左手
扶剑，双眼凝视前方，英姿勃
发。一进吴桥曹洼乡岳庄村，一
座雕塑跃入眼帘。下方，赫然刻
着四个字——“精忠报国”。

“ 这 村 与 民 族 英 雄 岳 飞 有
关？”听到记者的疑问，村党支
部书记梁学庆开门见山：“没
错。俺村有 600多年历史了。相
传，岳飞被杀害后，其后人由山
西洪洞县迁居到这儿，以姓氏将
村子命名为‘岳庄’。村里至今
还保留着当时打的一眼古井，它
见证着村庄悠久的历史。我们发
展乡村旅游，是为了讲好岳飞故
事，弘扬爱国精神，为村子提神
儿。”

梁学庆带领记者直奔岳飞
纪念馆。馆内，几位游客正站
在“郾城大捷”复原场景旁，
专注地听着讲解员的讲解：“公
元 1140 年，金国撕毁与南宋的
和约，金军 10 万大军分三路南
下直取郾城，岳飞精确把握战
局，率军以 1.5万人对阵金军 10
万人，取得北伐首次大捷。‘撼
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赞誉从
此流传开来……”听着，一位
游客感慨道：“每一次士气低落
时，岳飞都能鼓舞军心。他不
仅是一位爱国英雄，更是伟大
的军事家。”

“岳母刺字”展板旁，一个男
孩听爸爸讲到岳飞的母亲为了鼓
励儿子投军，用针在岳飞后背刺
下“精忠报国”4个字时，伤心地
流着泪说：“用针在背上一下下地
刺，多疼！”男孩爸爸回答：“岳
飞的母亲也曾问过他怕不怕，但
岳飞坚定地回答：‘如果连针都
怕，怎么去前线打仗!’”男孩听
了坚定地说：“我长大后也要像岳
飞一样当个英雄，为国家作贡
献。”

梁学庆介绍，岳飞精神可以
概括为“一个核心”“六大要
素”。“一个核心”，即用尽自己全
部力量为国家和民族无私奉献。

“六大要素”，指忠、孝、仁、
严、廉、强。现今，这些精神不
但不过时，更值得人们学习，这
是村里打造岳飞纪念馆的初衷。

谷物文化品农家味儿

“猜猜这是啥？”走进谷物文化
馆，梁学庆指着一个带木把的石墩
子问。“石碾子，推面用的。”听到
记者的回答，他笑着说：“对，它
就是料理机的‘雏形’，以前粮食
研磨都靠这个。现在种地机械化
省劲了，过去，粮食从种到收都
靠人工，‘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句
话形容得太贴切了。我们之所以
打造这个展馆，是让人们忆苦思
甜，更加珍惜当今的幸福生活。”

碌碡、木锨、靶、耦犁……
走在展馆内，一件件老物件默默
讲述着农耕生活的艰辛与劳碌。
记者从展台上捧起一捧麦子，一
粒粒浸满汗珠的麦粒瞬间变得沉
甸甸。

这时，村民梁振海从外头走
进来。干了 30多年的谷物加工，
这一件件熟悉的旧农具，勾起他
满满的回忆：“以前，用石碾子推
磨，一天也推不了几十斤。现
在，石磨一通电，一个车间一天
磨100吨轻而易举。逛完谷物文化
馆，再去现代化车间看看，一对
比就知道变化有多大了。”

以前，梁振海是谷物加工厂
老板。村里发展乡村旅游，他有
了新“头衔”——农家乐负责
人。他将自家的旧仓库打造成民
宿，吃上了“旅游饭”。“岳庄是
个纯农业村，村里的特色是让游
客体验地道的农家味儿。如今，
俺把村里的 1000多亩地流转过来
种大棚搞采摘，游客来了吃农家
饭，睡大通铺，逛乡间美景，多
惬意。”梁振海滔滔不绝。

笑脸墙上“晒”幸福

冬日，树木褪去“华装”，更
显干练。谷物博物馆旁的一片林
子里，几位游客正在拍照。他们
一会儿坐在树下，双手捧起地上
的落叶让其在面前缓缓落下。一
会儿靠在树旁，深情回望。暖暖
的阳光洒在林中，好一幅唯美画
卷！

梁学庆走到一位游客面前
说：“您拍的照片可不可以传给俺
几张，村里专门打造了一面笑脸
墙，上面‘晒’了不少游客的笑

脸。”游客听了点点头。
沿着林间木栈道走到岳飞纪

念馆旁，便到了笑脸墙跟前。记
者上前细瞧，下方，一张张热情
洋溢的笑脸组合成双手托起的形
状。上方，则呈爱心形。梁学庆
介绍，下面的是村民的笑脸，上
方的是游客的。我们之所以打造
这面笑脸墙，是为了表达村民喜
迎八方游客的喜悦之情。

笑脸墙是乡村变化的生动体
现，更是村民幸福生活的写照。
梁学庆告诉记者，倒退回五六年
前，整个村没条像样的道，柴
火、垃圾随处堆，晚上村里漆
黑，甭说外人了，连本村人都懒
得在村里转悠。

2015年，岳庄被列入河北省
美丽乡村建设之列。“岳庄该怎样
打造？”“村里杂粮加工有年头
了，咱就突出这特色。”村干部通
过多次外出参观考察，决定打造

谷物小镇发展乡村旅游。
改善村庄环境，免不了牵扯

一部分户家的利益。“大叔，村里
环境好了，咱住着多舒坦。”“大
娘，您让出一小步，就能带来咱
村发展一大步。”村干部入户做工
作，不但没吃闭门羹，反而被大
伙儿的热情感动了。

70多岁的刘志国，老房墙头
已倒塌。怕影响村里整体风貌，
他自掏腰包，翻建了新墙。

村里将北面的一片林子打造
成“森林氧吧”，通往林子的路需
要扩宽，村民张洪岭和梁福禄无
偿拆掉了各自的一间房。

岳飞纪念馆、谷物文化馆、
军事教育馆、村史馆……随着景
点的不断打造，岳庄由灰头土脸
的农业村摇身变成了省级乡村旅
游重点村。“俺村景美人也美，欢
迎大家来这儿感受新农村的新面
貌。”梁学庆热情相邀。

11月21日下午1时，20多位
市民身着汉服从市区清风楼出
发，沿运河堤顶路，先后在朗吟
楼、百狮园、南川古渡、沧曲书
舍等景点游览观光、游戏互动、

投壶品茶。运河区文化馆与沧漢
汉服社、沧曲书舍，联合举办的

“行走大运河，爱我新沧州”运河
文旅景点打卡活动，让市民近距
离感受运河文化。

站在古朴大气的朗吟楼旁，
运河区文化馆工作人员向参加活
动的市民介绍道：“朗吟楼曾是古
沧州城名胜之一，历代文人留下
许多关于它的诗篇，至今为人称
道。它的新建，为沧州增添了厚
重的人文诗韵。”

百狮园里，工作人员组织
人们玩起了“蒙眼抓人”的游
戏。“大家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出

一个人蒙眼，其他人围成圈，
蒙眼的人站在圈中间原地转 3圈
后，开始抓人，抓到的人被罚
吟诗一首。”工作人员介绍完游
戏规则，游戏开始。一个男孩
接连几次被抓住，《锄禾》《望
庐山瀑布》 ……接连背了好几
首诗，他一个劲儿地感慨：“太
有意思了！”

走进沧曲书舍，活动换了
样。地上摆着一个仿青铜的箭
筒，人站在两米之外，将“箭”
投入壶内，谁投中的次数多谁获
胜。一位美女连着投了 3次都没
中，有点儿沮丧。工作人员说：

“这是古人宴会时礼节性的游戏。
一定要静心，不能急躁。中国的
传统游戏，不论是投壶、骑射，
还是平时常玩的踢毽子、荡秋
千，都有悠久的历史。”美女听完
打起精神继续挑战。

随着我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的持续推进，大运河畔的许多景
点集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于一
体，让古运河焕发新活力。运河
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他们将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
活动，让市民走近运河、感悟运
河。

泊头农村改厕泊头农村改厕泊头农村改厕

有了智能化管护平台有了智能化管护平台有了智能化管护平台
本报讯（田志锋 祁

洁）厕所需要吸污联系
谁？如何监督吸污人
员随意倾倒粪污？如
今在泊头市，这些问
题得到了解决。泊头
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科
技公司开发了改厕智
能化管护平台，将改
厕 村 民 、 工 作 人 员 、
运输车辆及粪污处理
终端等有效衔接，解
决了农村改厕后续的
管护、监管等问题。

如今，村民需要报
抽报修，可直接拨打
400 免费电话，或者扫
描微信二维码“下单”，
还可直接联系村协管
员。信息自动传至平台
管控端和工作人员的手
机终端后，工作人员将
及时派人上门服务。同
时，吸粪车辆和粪污处
理终端安装了GPS定位
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等，对运输过程进行监
督，防止吸污车私拉乱

倒造成二次污染。
自 2018年实施“厕

所 革 命 ” 3 年 行 动 以
来，泊头市共完成无害
化厕所改造 5.7万余座，
覆盖率达 65%以上。泊
头积极探索长效管护运
营机制，将改厕户信息
录入智能管护平台，委
托第三方专业公司运营
管理，由政府对运行情
况进行监管。

目前，泊头市在乡
镇共建设 100立方米的
大三格暂存池 9个，在
郝村镇流澥寺村利用废
弃砖瓦窑厂建设 1座粪
污无害化处理基地，在
交河镇曹庄村扩建 1座
粪污资源化利用场。粪
污集中转运至无害化处
理基地进行固液分离，
分离后的沼液还田，粪
渣集中转运到资源化公
司加工生产有机肥，实
现厕具坏了有人修、粪
液满了有人抽、抽走之
后有所用。

谷物小镇讲岳飞故事谷物小镇讲岳飞故事谷物小镇讲岳飞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祁 洁洁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王昱鑫 王王 萍萍 摄影摄影 陈陈 雷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