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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

主办：沧州日报
承办：沧州日报《人文周刊》

主持人：

乾隆是唯一一位为大运河题诗立碑的皇帝，诗碑今
在沧县捷地御碑苑，此处也是我市唯一的省级水利风景
区。乾隆两次为大运河沧州段题诗碑，一为沧县兴济河
工（今存青县文保所），一为捷地河工。是哪些原因让乾
隆两次为大运河沧州段题诗碑？

杨 猛：运河智慧捷地闸，文
化长廊御碑苑。在沧县捷地乡捷地
减河闸口之阴，耸立着一座沧州地
域古文化的标志——乾隆御诗碑。
这是目前大运河沧州段岸边唯一一
通帝王御诗碑。

大运河北穿黄河，当时黄河
水患频发，大运河既繁华了沿岸
各地，也带来了无尽水患。乾隆
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直隶
总督杨廷璋上奏，因近几年雨水
量大，建议在天津芥园修建减水
坝，以备泄洪。而乾隆皇帝认
为天津与京城太近，一旦水势
控制不住，会对京师形成威胁
且影响漕运。于是他决定东
巡，到上游考察选址。经过在
兴济和捷地的实地考察，并调
水利专家裘曰修、直隶总督杨
廷璋、直隶布政使周元理会同
勘察，最后乾隆皇帝决定将兴
济和捷地两闸改为减水坝。并
先后在兴济作五言御诗，捷地
作七言御诗各一首，完整记录
了乾隆在此将水闸改成水坝，
亲力亲为，与大臣们共同商
议，研讨的整个过程。乾隆四十
年春（1775年），直隶水灾，唯
独因兴济捷地改闸为坝，南运河
安然无恙，证明了这一水利改造
方案具有充分的科学性。

19年后（公元1790年），乾
隆皇帝第三次来此巡视河工，正
值水坝溢水，浪花翻滚，甚是壮
观。而运河内百舸扬帆，商贸繁
华，盛景如画。这也印证了当年
乾隆皇帝决策之正确，是决策者
实地踏勘、亲力亲为的结果。当

时，乾隆皇帝大悦，即兴御笔泼
墨，于是第二次题御诗《阅捷地
减水坝》，末句为“是亦见一
徵，事在人为耳”。“事在人为”
精神就出自此诗。可以说，沧县
是“事在人为”精神的发源地，
恰与献县“实事求是”精神共同
构成了沧州城市深厚的文化内
涵。

刘增祥：大运河除了作为军
事征战以外，还是经济命脉，更
促成了文化交流，成为一条文化
走廊。运河两岸留下了大量的水
利设施和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别
是乾隆皇帝，6次南巡，5次东
巡，沿途留下许多御诗御书。在
沧县境内，就有两处乾隆因运河
而题的御诗碑，这在沿运河城市
中很少见。

沧县境内的乾隆御诗碑，一
处在现在的捷地御碑苑。这通碑
上有两首诗，一首七言，一首五
言。七言写于第三次东巡中，是
纪事诗，记载捷地改闸为坝水利
工程。五言是第五次东巡时写
的，抒发了他关心民生的感慨。
除了这块御诗碑，在兴济也有一
块。乾隆帝是有作为的皇帝，也
是酷爱文化的皇帝，文治武功，
史有定评，许多事情都是亲力亲
为，并善于听取合理意见。乾隆
时期，达到了康乾盛世的顶端。
当时中国的 GDP约占到世界的
30%，综合国力世界第一。他出
巡各地，主要是为了视察民情，
以改善统治。出巡中的诗词，给
后人留下不少文化线索和治理国
家的思考。

主持人：

捷地御碑苑水利风景区是依托南运河、捷地减河形
成的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区，集生态修复、滨水休闲、
运动娱乐、郊游度假、文化科教等多功能于一体。请谈
谈景区目前有哪些精彩之处？

杨 猛：捷地御碑苑，除乾
隆御诗碑外，还保存着展现古人
治水智慧的捷地分洪闸，雕刻有
王蒙、铁凝等众多文化名人、书
法家手迹的宸翰碑廊、翰苑碑
廊、鸿儒碑廊、翰风碑廊，碑刻
共306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
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
承好、利用好。沧县以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统领，聚焦
建设“文化之城”，以建设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和举办全市旅发
大会为契机，以捷地御碑苑景区
为核心，对捷地运河、减河实施
生态改造提升。

2021 年，沧县以“事在人

为”精神为主题，结合水工文
化、书法文化、历史文化，以明
清皇家园林为基调，按5A级景区
标准，建成了大运河水工智慧展御
碑苑景区，形成“九园十八景”。
九园即通波园、巡礼园、流光园、
河海园、宪碑园、妙翰园、御碑
园、申遗园、御埠园；十八景即乾
隆御碑、事在人为影壁、巡礼堂、
宪示碑、捷地老闸、仿制碑园、翰
苑碑廊、栈桥、码头、申遗碑、
新闸、历史长廊、鸿儒碑廊、新
闸桥头、溢流坝、狮吼柳、翰风
碑廊、安流湏轨。打造了大运河
畔的“水利与人文荟萃地”，成
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要节
点、沧州大运河文化带“一带多
珠”的核心景观之一。

主持人：

自明代弘治三年 （1490 年） 开挖捷地减河起至今，531 年里，这段大运河及周边发生了沧桑巨变，
每次变化都体现了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历史条件减灾惠民及丰富人文的奋进精神。规划、发
起、参与这段景观带建设的经过是怎样的？

杨 猛：捷地御碑苑景区是 2021
年全市旅发大会重要景点之一，为高
质量、高标准完成建设，沧县各级干
部牢固树立“事在人为”理念，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攻坚拔寨，夙兴夜
寐，高标极致，60天完成景区建设，
跑出了全新“沧县加速度”。

景区建设中，坚持专班推进。沧
县由一名县级领导任专班指挥长，专
门盯办，每日一线察看，督导进度、
解决问题。坚持精益求精。秉承“工
匠精神”对景区进行规划设计，市、
县领导和相关专家多轮修改，数易其
稿，注重基础设施与文化内涵的有机

融合，把“事在人为”精神作为点睛
之笔重点突出。坚持协调联动。所有
责任单位树立“一盘棋”思想，在项
目手续跑办、开工建设等方面积极有
为，需要 1个多月才完成的手续，仅
用 5天时间就办理完毕。坚持攻坚克
难。开工时正是雨季，全县上下坚持

“晴天抢着干、雨天巧着干、晚上挑灯
干、节假日加班干、科学合理干”，提
前20天完成工程。可以说，这就是沧
县干部群众践行“事在人为”精神的
生动实践。

刘增祥：明代开挖捷地减河后，
南运河两岸发生了重要变化。每年雨

季丰水期，洪水往往从太行山奔腾而
下，有决堤溃堤的危险。减河的作用
就是平水期保证运输，丰水期泄洪，
洪水漫过减水坝奔流入海。这样也分
配了运河水，为津南水稻种植提供了
可能，对改善人们生活、提高土地利
用率，起到很大作用。

晚清国力衰退，列强入侵，因
此有了小站练兵。小站练兵，就
是从马厂减河开始。从这里到天
津小站，近百公里路，沿途每 15
公里设一个兵站，从运河运送物
资供给兵营。小站练兵影响了近
代 中 国 历 史 走 势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毛 主 席 号 召 一 定 要 根 治 海
河，上世纪 60 年代，子牙新河开
凿，防治了沧州的十年九涝，粮
食生产从原先一季变成两季，亩
产也从一二百斤到了上千斤。子
牙新河穿运枢纽、肖家楼倒虹吸
等工程，保证了京津安全，曾获
得 国 际 肯 定 。 从 那 以 后 ， 京 津 、
河 北 的 经 济 建 设 再 无 水 患 之 忧 。
现 在 ， 恢 复 过 去 水 利 工 程 原 貌 、
探究历史文化，追溯历史、追溯
中华民族利用自然变害为利的大
手笔，非常值得肯定，也是传承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主持人：

立于捷地御碑苑的乾隆御诗碑，正面是七言诗，背面是五言诗。七言诗纪事，五言诗言志。五言
诗末句：“是亦见一徵，事在人为耳。”意谓通过治河这件事，足可证明事在人为。民生无小事，皆需
尽心尽力。请结合当前工作，谈谈对这句话如何理解？

杨 猛：事在人为，指事情是靠
人去做的，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成
功与否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

“事在人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主
观意识、主观努力的重要性。指出，
无论多么宏伟的事业都是人干出来
的，无论多么好的思路规划都是要靠
人去落实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
在党，关键在人。在河北省第十次党
代会开幕式上，省委书记王东峰作的
《走好新的赶考路 拼搏奋进新征程 加
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报
告中也指出：事在人为，路在脚下，
梦在前方。

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
业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首要的，谋
事、干事、成事，人是第一位的。无

论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些许小事，
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恢宏伟业，我们要干好每件事，就必
须既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做到“实事
求是”，更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
到“事在人为”。

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
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刚结束的省
第十次党代会，擘画了新时代建设现
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蓝图，市
第十次党代会确定了“一四五九”工
作思路，指明了奋力开创新时代全面
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市、美丽沧州的前
进方向。这些美好蓝图、绚丽图景，
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群众，在践行

“事在人为”精神中去实现，把能完成

的事干出彩，把困难的事干出成效，
把不可能的事变成现实。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
为不成。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就要有
强烈的岗位意识、责任意识、复命意
识。当前，全市正处在构建“一港双
城三带四区”发展格局，推进渤海新
区开发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实施“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扩大投资”三大攻坚
战、高质量建设沿海经济带和大运河
文化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
丽沧州、保障改善民生等多项工作的
窗口期、机遇期、攻坚期，广大党员
干部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拥护

“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最大

限度调动自身主观能动性，敢于开拓
创新、勇于担当作为，不等不靠，实
干实政，把抓落实作为最鲜亮的底
色，不断开辟新天地，创造新辉煌，
建功新时代。

刘增祥：乾隆是位有作为的皇
帝，他这一生，除了开疆拓土外，
也很关心民生。从碑文中可以看出
他对农业非常重视，也有水利专业
知识，所以才能提出指导性建议。
他知人善任，任命了几位专搞水利
的大臣，疏通整治南运河。在文化
上，他重视和整理中华文化的传
承，下令整理编纂了 《四库全书》，
当然，在编纂过程中也删减了对统
治不利的内容。总体来看，乾隆时
期国家兴盛，与皇帝和众臣工发挥
主观能动性有极大关系。

主持人：

沧州大运河景观带的建设如火如荼，捷地御碑苑的建设日新月异，围绕御碑苑的建设和沧县境内
大运河段，目前的规划有哪些亮点？

杨 猛：如今，大运河是推动文化
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助力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的新引擎。沧县将以加快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在做好“保
护”、做细“传承”文章的基础上，坚
决做实“利用”文章，为建设现代化经
济强县、美丽沧县提供重要支撑。

一是全力打造新时代版《清明上
河图》。将以点带面，在捷地御碑苑景
区基础上，对村庄进行整体规划设
计，深挖红色文化、民间文化、历史
文化，深化环境整治。提升改造捷地

炮楼、津浦铁路遗址，打造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赓续红色基因。捷地减河
在古时还是盐运要道，码头附近，商
铺林立，因此也被称为“富河”。我们
将加大减河清淤疏浚力度，建设沿河
观景台、观景栈道和休闲娱乐广场，
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减
河沿岸和过街道路为重点，加快建设
减河特色商业街区，打造集红色教
育、滨水娱乐、休闲购物、风味餐饮
于一体的沧州“南部花园”，再现车水
马龙、人繁物阜的盛世中华景象。

二是发挥好“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支撑作用。市第十次党代会把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作为“四大支撑”之
一，沧县将以 36.6 公里大运河为主
轴，打造沧县文旅高地。坚持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创建“东览铁狮雄风、
西访晓岚故里、南谒御碑佳苑、北品
兴济美食”精品旅游线路，着力打造
全域旅游、“全景沧县”。大力构建

“文旅+”模式，延伸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链条。发展“文旅+教育”。以季
振同烈士故居揭牌为原点，挖掘红色

资源，打造更多的红色教育示范基
地；聚焦共产党精神谱系国防教育展
示中心和农林学研基地，提升香海蝉
林康养度假区档次水平，营造归园田
居、拥抱自然的生态板块。发展“文
旅+商贸”。依托明珠国际服装生态新
城，结合举办河北时装周等服装展
会，打造“国际时尚之都、服装服饰
名城”。发展“文旅+产品”。邀请故
宫相关文创设计团队设计铁狮子等文
创产品，让文化“活起来”，产生良好
效益。

主持人：

对大运河沧州段的整体建设、大运河沧州流域的乡村振兴有哪些规划或建议？

杨 猛：大运河在沧州孕育了丰
富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区南
川楼、朗吟楼、清风楼和沧县乾隆御
碑苑、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倒虹
吸、运河美食小镇等，都是沿线上的
文化明珠。建议坚持全域旅游发展理
念，以大运河为轴线，在市级层面统
筹抓好现有文旅资源，整合打包，围
绕非遗体验、特色餐饮、文化体验、
住宿休闲等内容，打造 3天全域旅游
精品线路，加快培育“千年运河”文
旅品牌，不断提升沧州文旅影响力、
知名度。

就沧县而言，要做好“大运河文
化带+乡村振兴”文章。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近年来，沧
县坚持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依托，
注入乡村振兴“新动能”，大力推动地
域特色与文化禀赋、农业资源与旅游
要素相结合，以“乡村那么美，我想
去看看”为主题，成功创建了“大运
河桃花节”“刘进士梨丰收节”“大白
洋桥香椿节”“大官厅油菜花节”“禾
下乘凉梦·悦享稻田风——南堤南国风
光”等系列大运河乡村旅游品牌，网
红打卡地层出不穷。生态宜居是乡村
振兴的内在要求，结合基层党建书记
项目，我们重点打造“大运河党建示
范带”，坚持以运河沿岸 13个红色阵
地为依托，以创建美丽乡村为导向，

聚焦“五清三建一改”任务，在高水
平阵地建设中带动村庄样貌高质量提
升。

刘增祥：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
从南到北掀起挖掘运河文明、运河文
化的热潮。沧州应结合好自己的特点
和优势，把历史文化古迹重视起来。
可根据历史事件设专题博物馆。比如
军事博物馆，可以把历史上的一些战
争、战役收进来。一些名产名品，也
可以建博物馆，吴桥宫面、南皮窝头
等特产，有个合适的地方能够让大家
都看看，把家乡的亮点打出去。当然
还有杂技、武术等，把沧州的名牌、
名片亮出来。市区大运河边市场街附

近曾有小红楼，是否可重新建起来？
革命先辈李光明在这里建党支部，发
展党员，抗战中把工人积极分子、进
步青年输送到冀鲁边、冀中，还购买
药品、纸张、文具等送往根据地，小
红楼在红色文化传承上有重要意义。
把历史和当下结合起来，对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