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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祁洁）“阿

姨，咱们先把牛奶盒折
角、压扁，再将它剪开
后用水清洗一下，晾干
后归纳在一起就可以交
给我们，这些牛奶盒将
被送往回收工厂再利
用。”11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任丘市采一社区
党建公园，来自采一小
学的 30 多名学生化身

“环保小卫士”，不时向
周边居民讲解牛奶盒的
拆洗、回收方法。

旁边，一个女孩在
展板前，为参观的居民
介绍牛奶盒、饮料盒回
收利用的价值：“利乐包
装的牛奶盒、饮料盒，
由纸、塑、铝三种材质
复合而成，是可以100%
回收的。经专业回收加
工处理后，能生产出各
类纸质品、垃圾桶、塑
料颗粒、铝粉等一大批

生活用品和工业用料。”
自 2020 年 12 月开

始，采一小学携手白洋
淀湿地生态野保志愿者
团队开展“我们集‘盒
’爱护地球”饮料牛奶
盒回收活动。截至目
前，累计回收的 17万余
个牛奶盒、饮料盒都已
被河北普鑫纸业公司进
行回收利用。

白洋淀湿地生态野
保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王
晓晔介绍说，日常生活
中，许多人不了解牛奶
盒、饮料盒的利用价值，
往往随手将其扔掉。事
实上，这些看似没用的
空盒子，是一种放错了
地方的资源。通过让孩
子们参与牛奶盒、饮料
盒回收利用的全过程，
有利于促进垃圾减量，
让孩子们从小养成低碳
环保的生活方式。

采一小学的同学正在拆洗牛奶盒采一小学的同学正在拆洗牛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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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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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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速递新闻速递

“““热带果园热带果园热带果园”””长成长成长成“““沧州样板沧州样板沧州样板”””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康园园 摄 影 陈雷

一站一景观 一景一主题

9个运河驿站串起吴桥“运河故事”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王 萍 摄影 陈 雷

河长制宣传进校园河长制宣传进校园河长制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田志锋 祁

洁） 近日，在泊头市洼
里王镇大集上，泊头市
河长制办公室的工作人
员为群众发放宣传手
册，并设立咨询台现场
答疑解惑。为让爱河护
河的理念深入人心，泊
头市河长制办公室在洼
里王镇开展“秀美泊头
我的家 河渠保护靠大
家”宣传活动。

随后，工作人员来
到洼里王中学，为师生
们讲解了什么是河长
制？河长的职责是什
么？为什么要推行河长

制？以及保护水资源的
重要意义等。他们倡议
学生们珍惜水资源，不
破坏、污染水环境，并
让学生们向家长积极宣
传河长制的意义，通过
学生带动家庭，学校带
动社会的宣传方式，形
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人
人都是护河员的良好氛
围。

活动结束后，同学
们纷纷在河长制工作宣
传横幅上签名。他们表
示将积极行动起来，努
力为保护河湖环境、保
护家乡环境贡献力量。

农村改厕农村改厕农村改厕“““改改改”””出新生活出新生活出新生活
本报讯 （瑞昌 淼

淼 李源 祁洁）“‘茅坑
’变坐便，上完厕所，
水一冲，啥味儿都没
有，俺的生活跟城里人
没两样。”说起自家的厕
所，黄骅市羊三木回族
乡王庄子村村民王景亮
不再愁眉苦脸。

同村村民王普良的
心情也一样好。他说：

“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旱
厕，到了夏天，臭气熏
天令人作呕。现今，旱
厕改成了水冲厕所，俺
又在厕所里装了台热水
器，俺家厕所正式改名

‘卫生间’啦。”
农村厕所脏、乱、

差，一直以来都是影响
乡村颜值提升的“拦路
虎”。近年来，黄骅市大
力推进农村厕所改造，
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
短板。截至目前，2021
年共完成户厕改造 6237

座，超前完成了省定
4000 座的任务。建成公
厕32座，28座正在建设
中，预计 12月份基本建
成。本年度厕所改造工
作完成后，黄骅市农村
卫生户厕达到 6.6 万座，
农村卫生公厕564座。

为确保厕所坏了有
人修、粪污满了有人
清，黄骅市按照“政府
出资、乡镇管理、专业
运营、农户缴费”的模
式，各乡镇组建吸污队
伍，对粪污进行统一收
集、运输和无害化处理。

黄骅市农业农村局
美丽乡村科科长田增鹏
介绍说，他们将大力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
农村改厕长效机制建
设，重点谋划无害化厕
所的长效管护机制、智
能化管护平台的建立及
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等，
解决改厕后续管护难题。

一条飘逸的蓝丝带旁，两位杂技艺人
头顶碗碟正在专注地表演。走进位于大运
河畔冀鲁界址处的吴桥燕赵风情园，这一
场景赫然入目。吴桥建投集团副总经理王
鹏介绍说：“蓝丝带象征蜿蜒流淌的运河
水，杂技雕塑则代表吴桥杂技文化，在这
儿打造这样的场景，寓意古老的运河孕育
了独具吴桥特色的杂技文脉，杂技文化通
过大运河这条天然‘传送带’享誉国内
外。游客在此停留，不仅能欣赏运河风
光，还能感受吴桥深厚的文化底蕴。”

大运河吴桥段总长 34.8 公里，流经 4
个乡镇、25个行政村，是从南到北大运河
进入沧州的“第一站”。蜿蜒流淌的运河
水传承着吴桥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赋
予杂技之乡别样韵味。为传承好、保护
好、利用好大运河，吴桥县依托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综合运河沿线的历史资源、人
文典故等元素，沿运河堤顶路打造了 9个
驿站。驿站由南向北依次为：燕赵风情
园、摆渡慈航、良店水驿、御河扬帆、戍
漕军屯、安陵古郡、赵家茶棚、莫场星

火、禅林殊缘。
摆渡慈航驿站广场上，两位游客站在

一艘雕塑船旁好奇地打量着。正在广场上
遛弯儿的一位村民走上前说：“听老人们
说，这儿以前是运河边的一个渡口。渡口
就是码头，古时渡口分官渡和民渡两种，
这个渡口属于民渡，为两岸百姓过河提供
方便。那会儿，渡船为木船，可容纳20余
人。为了保证百姓安全，木船必须礼让货
船，晚上不能过河。船夫摆渡只为积德行
善，船费多少随心，僧人、盲人、杂耍艺
人不收费。”

到达良店水驿驿站，王鹏走到入口处
一块石碑旁，指着上面的字边读边介绍：

“这里曾是一个繁忙的运河码头，是米麦
杂粮、砟炭、烟煤、纺线、煤油等南北货
物的集散地。当时，朝廷还将这儿设为盐
卡，作为当地盐业转运转销的重要地点。
码头的繁荣，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周
边人来船往、商铺林立。津浦铁路通车
后，这儿变得日渐萧条了。”

旁边一位老人听了王鹏的话接着说：

“俺常听村里人讲
这些故事。以前，
大运河是吴桥的经济‘动脉’。小时候，
村里小贩从运河取水卖给附近商户，就能
换得一家人的吃喝穿戴钱。”

沿运河堤顶路由南至北游览驿站，一
处一景一主题，无不诉说着运河漕运曾经
的繁荣景象。王鹏介绍说：“运河驿站集
生态、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串起吴
桥‘运河故事’，提升了运河沿线的景观
风貌。欢迎大家到吴桥大运河畔听运河故
事、品杂技文化。”

“热带果园”成乐园

室外寒风瑟瑟，迈进青县曹寺镇张广
王村广旺农庄的科技温室，热气扑脸。这
个长得像仙人掌，“个头”却有半人多
高。那种树看着像榆树，叶子却比榆树叶
大一圈。与其他地方的温室不同，这里种
的多是些“生面孔”，记者端详半天，也
没认出几样来。

农庄负责人王静领着记者一边参观一
边介绍：“枝蔓儿跟仙人掌长得差不离儿
的，叫燕窝果树，属于火龙果科，果子是
黄皮儿的。旁边看着像榆树的，是莲雾
树。那边，是木瓜树和芒果树。这4个品
种都是今年新‘入住’这里的成员，就目
前长势来看，已经适应了这儿的环境。”

“南方水果竟能在北方生长，这下，
游客们有口福了。”听了记者的话，王静
笑着说：“让它们在北方扎根可不是一件
容易事，温湿度得严格控制，土壤酸碱度
更得定期检测。温室里有智能感应系统，
哪个指标不正常，技术人员及时采取对
策，这就是科技温室的独特之处。目前，
这儿集合了适宜在北方生活的五六十种热
带水果，俺们要把这片‘热带果园’打造
成沧州的‘样板’。”

正仔细地辨认那些北方的“稀客”，
抬头一看，前面的菜更“威风”。有的

“站”在墙上，有的“架”在空中。一阵
笑声传来，记者走近一看，一个男孩正在
大人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将一棵棵叶菜
苗移栽到盆里。“妈妈，回家后，我要将
它们的生长过程写在日记里。”小家伙兴
奋地说。

王静介绍，如今，科技温室既是花
园，又是乐园。游客在这儿既可观赏、采
摘新鲜果蔬，还能用新鲜的水果制作手工
皂，把叶菜做成盆栽。他们将把科技温室
打造成让游客看着新鲜、玩得尽兴的新景
点。

菜农尝鲜“旅游饭”

12月1日晚7时多，10多位村民吃完
晚饭，雷打不动地去侯艳霞家串门。

他们凑在一块儿并不是唠家常，而是
为大棚种植商量新出路。

“前段时间那场大雪，压塌了不少大
棚，咱得动员大伙儿把棚加固下。”“不能
光闷头在棚里干活了，节假日来农庄玩的
游客越来越多，咱可以尝试着搞采摘。”
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正热闹，一直在
低头思考的侯艳霞开了口：“搞采摘是一
条好道儿，前些日子，几位游客在俺家棚

里摘西蓝花，一个就卖

到 10 多块钱，高出市场价不少呢。俺刚
在山东考察了几个甜度高、耐运输的甜瓜
新品种，明年夏茬种上先蹚蹚路。”

说起采摘，坐在一旁的张文才坐不住
了。他建议：“大伙儿别都瞄准了菜和甜
瓜，去年俺种的大棚草莓，每公斤采摘价
116元，3个棚连采摘带批发卖了 20多万
元。大伙儿错开季节差开样儿种，都种一
样的就没啥优势了。”

侯艳霞种大棚已有 10 多年，目前，
她家露地、冷棚和温室加起来，总共有六
七十亩地。她爱钻研，还经常外出考察，
如今，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村民平日
有什么种植难题，都向她请教。“大伙儿
一直在村里生活，对周围环境习以为常。
可城里人来了，看啥都觉得新鲜。农庄为
大伙儿树立了标杆，咱们也借势尝尝鲜
儿吃‘旅游饭’，以后，咱们不叫菜农
了，改名农家乐老板。”侯艳霞幽默地说。

美丽田园幸福“靠山”

大棚里景色不赖，村里环境咋样？
“去转转就知道了。”王静神秘地说。

柏油路、小花墙、文化广场，冬日，
村子少了花草的衬托，看上去格外清爽。

村民王道荣正出院倒垃圾，见到王静
上前说：“又带游客来村里参观了，多转
转，把咱的幸福生活向外人‘晒晒’。”

说起如今的日子，王道荣打开话匣
子：“俺和老伴儿种着一个大棚，每年连
采摘带卖，每亩地收入一两万元，这收入
不错吧？农庄名气越来越大，来村里参观
的游客越来越多，大伙儿除了比大棚收
入，还比卫生环境。村里在道边统一种的
花和树，俺又在院里栽了梨树、柿子树、

石榴树，这会儿景色差点儿，一到夏天，
院里院外都跟花园似的。这不，游客来了
直羡慕俺们。”

张广王村是个纯农业村，有30多年的
大棚种植历史。全村共有土地4000多亩，
其中，80%以上是大棚。说起以前村里的
环境，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君眉头紧蹙，

“以前，村里街巷七拐八拐，没有一条贯
通的主道，水泥路更是连想别想。路边，
除了垃圾就是柴火。这几年，村里道路都
进行了硬化、绿化、美化、亮化，先后建
了5个休闲广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获
得国家2A级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两
项国字号荣誉。环境好了，大伙儿更爱好
了，怎样进一步打造村子和农庄？经常有
村民给俺提建议。有时间，村里得多组织
大伙儿出去转转开阔下思路，怎样拓宽村
民的致富路，让田园风光成为他们的幸福

‘靠山’，是张广王村打造乡村旅游的重中
之重。”张文君语气笃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