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园水韵田园水韵田园水韵”””摄影展摄影展摄影展
影像讲述运河故事影像讲述运河故事影像讲述运河故事

本报讯 （海峰 王雷
祁洁） 为记录、展示青县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成
果，深入推动大运河保
护、传承、利用，助力乡
村振兴，近日，青县 “田
园水韵 光影运河”摄影展
在青县清州镇司马庄果蔬
小镇开幕。

此次摄影展吸引青县
及周边县、市众多摄影爱
好者的积极参与，共收到
来自北京、沧州、廊坊等
地摄影爱好者的 420余幅

作品，经过认真评选，评
选出 60幅作品进行展出。
这些作品展现了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乡村振兴以及
运河沿岸崭新面貌，内容
涵盖自然风光、非物质文
化遗产、民风民俗、武术
文化、红木文化、果蔬文
化等方面。摄影爱好者们
纷纷以新颖的构思、独特
的视角，展示了大运河的
悠久历史、秀美风光和风
土人情，用影像讲述运河
故事，弘扬运河文化。

文旅小镇古色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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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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美记特别呈现——

““一馆一一馆一园一路一中心园一路一中心””融合铸融合铸
造文化与田园造文化与田园风光风光

工艺工艺工艺铸造铸造铸造
乘上旅游乘上旅游乘上旅游“““快车快车快车”””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田志锋

提 到 “ 铸 造 ” 二
字，你脑海中是不是浮
现出车间内灰尘满天飞
的场景？走进泊头市洼
里王镇后八尺高村，不
见灰尘，不闻机器轰鸣
声，路边的灯杆、游园
中的喷泉、造型各异的
雕塑……随处可见的铸
造元素成了一道亮丽风
景线。

踏入工艺铸造展览
馆，更是别有洞天。偌
大的展架上，摆放着各
式各样的铸造器具。轻
巧方便的野炊炉，下面
烧炭，上面可烧烤、煎
牛排，使用完毕一折
叠，就能轻松装进汽车
后备箱。虽然都叫小茶
壶，圆肚的、扁肚的；
高个的、矮个的，一个
比一个精美。一位游客
拿起一个小壶端详半
天，对同伴说：“看，上
面的牡丹和凤凰多逼
真，这哪是一个茶壶，
简直成了艺术品。”

村党支部书记段玉
海介绍：“以前，村里生
产的是暖气片、机床铸
件等一些傻大笨粗的产
品。现在不一样了，从
一进村看到的，到展览
馆中摆放的每件器具，
都是俺们自己生产的。
这些器具出口到 40多个
国家和地区，每年出口
额达三四千万元。如
今，它们不仅挣到了外
汇，还成为后八尺高的
一张文化名片。村里正
将铸造文化与乡村风光
融合，打造休闲旅游，
擦亮铸造名片。”

泊 头 铸 造 历 史 悠
久，据考证已有 1300多
年。今年 48岁的村委会
主任谢拥军，干了 20多
年的铸造，回忆起过去
铸造车间的情形，鼻
子、嗓子依然隐隐作
痛。炉膛内，火苗和着
噼噼啪啪的节奏上下跳
跃，高耸的冲天炉将热
量蓄积抬高，又将粉尘
天女散花般抛洒下来。
每次进车间，他虽然

“全副武装”，依然难抵
粉尘的“入侵”。

近几年，国家“环

保风暴”越来越猛，一
些“散小乱污”企业不
进行环保提升，只能被
市场淘汰。在政府的引
导下，不少企业引进全
自动生产线、安装除尘
设备，在绿色提升上下
功夫。在整改的过程
中，后八尺高村却独辟
蹊径，将休闲观光旅游
作为铸造业转型升级的
新方向。

一堆“废铜烂铁”
有何观赏价值？别人觉
得离奇，段玉海却早已
深思熟虑。清凉江绕村
而过，是一道天然的景
观带；村里铸造历史悠
久，有发展旅游的底
蕴；后八尺高村是远近
闻名的革命老区，村内
地道纵横交错，是宝贵
的红色资源。随着设计
规划的不断完善，村庄
的发展思路愈加清晰：
挖掘工艺铸造文化、红
色文化、生态旅游等潜
能，打造环境优美、文
化厚重的“工艺铸造小
镇”。

目前，村中“一馆
一园一路一中心”4 个
景点已建设完成。“一
馆”，即面积为 1200平
方米的工艺铸造展馆，
目前展有工艺茶壶、欧
式园林装饰、铸铁炊具
等工艺铸造产品 3000余
种；“一园”，是沿清凉
江河畔打造的江畔游
园；“一路”，指安装了
100 盏工艺铸造灯杆的
环村“工艺百灯路”；

“一中心”，是 8000平方
米工艺铸造体验中心，
游客可现场体验手工制
作工艺。

走在清凉江畔，段
玉海介绍着村里的新规
划：“这会儿，景色萧
条。等到来年春天，河
畔 300 多亩桃花盛开，
这里就是游客的网红

‘打卡地’。我们还要沿
河打造码头、野炊露
营，到时候再来后八尺
高村，欣赏精美的铸造
器具，体验铸造工艺，
感受美丽的自然风光，
这儿定会让你流连忘
返。”

村史馆中寻根

刚 才 ， 路 边 还 是 清 一 色 的 砖 瓦
房。蓦然，土黄色的街巷，飞檐翘角
的门楼，一个古色古韵的村子跃入眼
帘。村口，用小石块儿装点的牌坊
上，“双庙村 张之洞故里”几个字赫
然入目。

走进村子，画风忽变：蜿蜒宽阔的
石板路，高低错落的马头墙，走着，看
着，仿佛置身江南小镇。

南皮县刘八里乡双庙村党支部书记
李国良开门见山：“咱先去村史馆转转，
那儿是今年 8月份新打造的景点。俺村
为啥发展乡村旅游？怎样一步步打造
的？以后有啥规划？转完那儿都清楚
了。”

头戴官帽，身着长袍，长长的胡须
垂于胸前，双手托书坐在椅中思考。迈
进村史馆大门，一座塑像引人注目。李
国良说，他就是清代著名的教育家、实
业家及军事家张之洞，他的祖籍就是双
庙村。因为张之洞号“香涛”，所以南皮
被称作“香涛故里”。政府将双庙村打造
成文旅小镇，就是依托张之洞文化，为
村子添神韵。

走进“家乡情缘”展厅，一幅幅老
照片、一份份泛黄的史料，将张之洞为
中华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所
作的贡献，展现得淋漓尽致。李国良走
到参观的两个男孩面前说：“孩子，张之
洞之所以受到世人敬仰，是因其心怀天
下的高尚气节。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
做社会的栋梁之材。”孩子们听了直点
头。

“村史记忆”展厅内，旧纺车、小竹
篮、 大铁驴……一件件老物件让在场的
人回忆起曾经的艰苦岁月。这些老物件
都是村里进行改造时收集起来的，它们
见证了村庄的变迁，更是村民心中难以
抹掉的乡愁。

踏入乡村振兴展厅，人文旅游风貌
区、传统村庄风貌区、工业景观风貌
区、新型社区风貌区……双庙村的发展
规划一目了然。李国良说，村里正在以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纽带，以张之洞文
化为依托，以美丽田园为画本，让村庄
变成风景线。

非遗文化“看得见”“摸得着”

原木色的大门古朴大气，两侧，修
竹掩映、景色雅致。门上方，书写“问
茶”二字。双庙村湖广路边，一座小院

与众不同。
好奇地走进院内，“叮叮当当”的声

音从屋内传来。屋内，安奕霏一手拿
锤，一手拿錾，专注地在银壶上一下下
地敲打着。见到记者，她放下工具拿起
银壶介绍道：“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银茶
壶，刻上精美的图案，就立马变得‘味
道’不一样了，这就是錾刻技艺的绝妙
之处。古代青铜器上惟妙惟肖的图案，
都是通过这种技艺雕刻的。”

安奕霏老家在南皮，师从北京工艺
美术大师杨锐。今年 7月份，她把工作
室从北京搬到双庙村。她将工作室取名
为“问茶”，意在让游客边品茶，边欣赏
精湛的錾刻技艺。

说到錾刻工艺，安奕霏娓娓道来，一
件精美錾器的完成，需要经过打胚、打
样、錾刻、清洗、抛光等数道工序。整个
过程需要心、眼、手、力的密切配合。错
一锤，便前功尽弃。安奕霏介绍完，一位
游客决定体验下，可他没敲打几下，便急
得头上冒汗。“明明对准了线条上的点，
一敲打就偏了，没想到单花瓣中的一条短
线，錾起来就这么难。难怪安老师说，
錾刻要经过‘千锤百炼’。”游客感慨道。

问茶小院南面的剪纸馆内，几个孩
子正在剪纸艺人杨淑珍的指导下，手拿
剪刀在红纸上认真地剪着。“奶奶，我
剪的小手像不像？”一个男孩问。杨淑
珍笑着鼓励道：“非常不错。直线不能
剪弯，有弧度的地方要剪得自然些，这
些基本功掌握了，再剪复杂的就容易
了。”

双庙文旅小镇管委会主任杨勇介绍
说，湖广路两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区，目前，已有剪纸、泥塑、陶艺、錾
刻等六七项非遗入驻。他们将陆续引进
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给游客近距离的游览体验，让非遗
文化“看得见”“摸得着”。

张之洞思想润泽后人

走进位于双庙村西面的南皮县第一
中学，正对大门口，张之洞塑像巍然矗
立，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学校副校长刘金贵介绍，学校的前
身，是清末重臣张之洞出资建造的慈恩
学堂。1904 年，张之洞回家乡南皮祭
祖，面对家乡教育的落后状况，他用慈
禧太后的赏银和自己为官积攒的一万多
两白银，兴建了这所学堂。

如今，南皮县一中“明德励志，博
学笃行”的校训，正是延续了张之洞

“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为了让学生全
面了解张之洞，学校编写了校本教材
《从慈恩学堂到南皮一中》，书中搜集选
编了张之洞勤读诗书、修身律己的成长
经历，勤政爱民、兴办实业的为政业
绩，以及对子孙后代的谆谆教诲。

如今，在双庙村，张之洞思想不仅
激励学生们奋发学习，还成为村子的文
明新风。李国良说：“在村庄改造过程
中，大伙儿不计得失，义无反顾地支持
村里发展，这种精神也是对张之洞思想
的无形传承。”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眼前古色古香
的双庙村，几年前是个穷得叮当响的省
级贫困村。大小道路除了沟就是坑，街
头巷尾垃圾、柴草乱堆，村民大多靠种
地谋生，没有别的进项。2018年，南皮
县借助市旅发大会和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以张之洞文化为依托，对双庙村进
行改造，村庄发展迎来了新机遇。

改善环境是好事，可都是住了多少
年的房子，谁家没感情？起初，党员、
村民代表入户做工作，大伙儿直叹气：

“真舍不得啊！”
你不拆，他不拆，村里谈何发展！

关键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李国良
第一个拆掉了自家的住房和五金厂，至
今，厂子还在附近村租地方；村民张法
平主动拆掉了村口的 3间房；张法培拆
了 5 间房……“没有大伙儿的齐心协
力，哪能有村子现今的好环境。”说着，
李国良喜笑颜开。

如今，双庙村 870亩土地中，已流
转 600多亩种上了果树，40多户村民搬
进了新民居。谈及未来，李国良：“我们

将以张之洞文化为魂，以田园风光为
韵，通过农旅文融合，将双庙村打造成
一个多彩的文旅小镇，让张之洞思想润
物无声，在故里发扬光大。”

走 进 南 皮 文
旅小镇，最吸引
我 们 的 是 张 之
洞，这位祖籍南
皮双庙村、百年
后又埋骨桑梓地
的晚清重臣。

一 代 重 臣 ，
其远见卓识、非
凡贡献自然体现
在多方面。毛泽
东在谈到中国工
业 发 展 时 曾 说
过，有四个人不
能 忘 记 。 其 中 ，
讲到重工业，不
能 忘 记 张 之 洞 。
张 之 洞 的 贡 献 ，
不仅是在近代发
展了重工业，他
对中国教育的贡
献，对人才的培
养，影响更为深
远。

走 进 南 皮 县
第一中学，当年
张之洞出资建设
曾叫慈恩学堂的
地方，感受着张
之洞对家乡子弟
们的影响，很想
触摸这个在没落王朝为臣的人，以
及他兴办教育的远见与情怀。

当西方国家通过科学知识富国
强兵之际，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还
仅教授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
张之洞深感人才匮乏，也意识到必
须进行教育改革，学习近代科学，
于是启动了传统书院改制和中西结
合的近代学堂教育。在教育上，张
之洞创立了很多知名的大学，如：
自强学堂 （今武汉大学）、湖北农
务学堂 （今华农）、三江师范学堂
（今南京大学） 等。因为张之洞，
中国的高等教育才开始与世界接
轨，而且他“中体西用”思想影响
深远。

他的弟子说“公常谓中国不贫
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
才治国之首务”。在积贫积弱、坚
船利炮陈兵国门的时代困境下，人
才兴邦，教育为本，是救国图存的
希望之路。老先生为官清廉，并不
富有，他常常资助可造之才求学。
慈恩学堂的创建，是他回乡祭祖
时，深感家乡“地处偏僻，风气尚
未大开，寸衷究有不安”，于是以
赐银和自己的“廉俸所余”，在家
乡建起了这所学堂。

琅琅书声中，我们听到的是这
块土地上，孕育生长的一代代优秀
儿女的家国情怀，他们的风骨令人
敬仰，他们的情怀令人感佩，他们
也是不随年代消失的永远风景！

现在各地发展文旅产业，以历
史名人赋能家乡发展的做法不少。
四川有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评出大禹、李冰、诸葛亮、李
白、杜甫、苏轼等历史名人。四川
围绕评选出来的历史名人，做了许
多搭车历史名人的文旅融合尝试。

在成都，诗意的杜甫草堂边，
浣花溪流淌着悠远的文化，诗歌节
吟咏着深厚的底蕴；在广元，女儿
节凤舟竞渡，皇泽寺人流如织。

依托历史名人发展文旅产业，
不仅是为发展经济，更是为了传承
他们的家国情怀、文化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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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省级贫困村蝶变一个省级贫困村蝶变

成文旅小镇成文旅小镇，，南皮县刘八南皮县刘八

里乡双庙村打的是里乡双庙村打的是““农旅农旅

文融合文融合””牌牌。。深挖历史文化深挖历史文化

底蕴底蕴，，为村子添神韵为村子添神韵；；打造打造

寓教于乐的非遗工坊寓教于乐的非遗工坊，，让让

非遗文化非遗文化““看得见看得见”“”“摸得摸得

着着”；”；人文旅游风貌区人文旅游风貌区、、传传

统村庄风貌区统村庄风貌区、、工业景观工业景观

风貌区风貌区、、新型社区风貌区新型社区风貌区

……村庄发展规划在不断……村庄发展规划在不断

完善完善。。以大运河文化带建以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为纽带设为纽带，，以张之洞文化以张之洞文化

为依托为依托，，以美丽田园为画以美丽田园为画

本本，，双庙村正在打造一个双庙村正在打造一个

多彩的文旅小镇多彩的文旅小镇。。

香涛故里文风盛香涛故里文风盛香涛故里文风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祁 洁洁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南宝通南宝通 陈东辉陈东辉 摄影摄影 陈陈 雷雷

陈陈 雷雷 摄摄

錾刻技艺需经千锤百炼錾刻技艺需经千锤百炼

游客徜徉小镇中游客徜徉小镇中

双庙村史馆双庙村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