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运河边垂柳依依、树
荫绵延，正是散步游玩的好去
处。紧靠大运河的御果园，也迎
来一年中的“黄金时段”。

眼下，大棚内，甜瓜挂满藤
架，新栽的火龙果已舒展开“腰
肢”。露地里，桃树、梨树、苹果

树正憋足劲吸收养分，生怕落下
趟。不时有游客走下河堤到这儿
采摘，负责人孟宪良一会儿当导
游，一会儿又给工人指导技术，
忙得站不住脚。

御果园位于沧县捷地回族乡
曹庄子村，面积共有 120亩。“这

片地南面挨着御碑苑，往北走不
多远又是王希鲁闸，盘活土地建
采摘园，既能和这两个景点连成
线，为运河增彩儿，还能蹚出一
条新致富路。”说起在这儿落脚
的初衷，刚才还眉头紧蹙的孟宪
良，咧开嘴笑了。

御果园不同于其他采摘园。
走在园子里，记者听到的都是些
陌生名字，紫油桃、番石榴、嘉
宝果……若不是有技术人员介
绍，这些稀罕果树还真难以分辨。

品种越稀罕，就意味着种植
风险越大。这个品种，管理过程
中稍微疏忽一点儿就可能会“夭
折”；那个品种，不适应这里的土

壤。再加上旱涝、冻灾等不确定
因素，这两年，园子里不知淘汰
了多少个品种，伺候活一棵树苗
可难了。

苦尽甘来。如今，已有 200
多个品种在御果园相继扎根，其
中，光桃就有 100 多种。目前，
已有 30多个品种的桃见了果，每
年能从6月份能摘到11月份。

孟宪良告诉记者， 2020 年
初，采摘园刚建成的时候，河堤
上还是土路，周边灰头土脸的，
很少有人来这儿玩。现在，堤顶
路通了，河边环境越来越好、人
气越来越高，他干劲更足了。虽
然他每天守着运河，但这景总也

看不烦。每天回家吃饭，他来回
都沿着河堤骑自行车。“那感觉可
好啦！”这句话，孟宪良一会儿工
夫就重复了好几遍。

6月 22日下午 5点，干完活
的孟宪良坐在河堤上偷了会儿
懒。水波潋滟的大运河静静地流
向远方，时不时有骑行的、遛弯
儿的从身边经过，转身望了望自
己的果园，绿树葱葱、瓜果飘
香，丰收在望，他幸福地笑了。

御果园丰御果园丰收收““稀罕果稀罕果””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黄美娜 摄影 陈 雷

一秒钟就能抵达敦煌莫高
窟。这是真的吗？

打开手机，点击“云游敦
煌”小程序，便可在线上游览
敦煌壁画、洞窟石佛、彩塑等
灿烂的文化遗产。除此之外，
还可以参与体验“为壁画填
色 ” 游 戏 、 线 上 DIY 专 属

“敦煌诗巾”等文化创意项
目。据统计，“云游敦煌”上
线后，第一天访问量就突破了
200 万人次，两年来已超过
5900万人次。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
用，曾经只能通过照片、文字
被记录的风景名胜，在手机上
变得活灵活现，这让不能身临
其境的人们隔着屏幕找到了旅
游的快乐。

继“云课堂”“云办公”
“云招聘”兴起后，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情况下，“云旅游”越来
越火爆。在线“打卡”雄伟壮
观的布达拉宫、围观千岛湖巨
网捕鱼现场、看成都的大熊猫
抱着饲养员的腿撒娇……目
前，许多景区走上“云端”，人
们足不出户便能“云游”祖国
的大好河山，来一场心灵的旅行。

“云旅游”为旅游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让人叫好的同时，一些潜隐其中的问题和短
板也不容忽视。近日，针对“云旅游”存在
的主要问题，《中国青年报》发布了一项调
查结果。此次调查中，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当
前云旅游存在过度美化、不真实的问题，还
有一部分受访者觉得观感不好，难以代入。

秀美风光固然是旅游市场的重要卖点，
但如果片面推崇景点景区的颜值，会使旅游
体验趋于单调。景区的魅力远非只有秀美风
光。哪怕景色不那么优美，但别具特色的自
然风貌、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风土
民情，都是旅游的价值所在。不得不承认，
过度美化的滤镜更能博人眼球。然而，脱离
现实的印象易拔高游客的期待值。当现实无
法满足期待时，会让人们失去信任和游玩意
愿。

“云旅游”并不只是“疫”时之选，而是
旅游业数字化的趋势所在。它不仅要提供未
知新奇的体验，还要紧贴现实。在满足人们
感官美的同时，还可以展现更多的文化元
素，接地气、有人气、有代入感的“云旅
游”，才能形成情感共鸣。纯真自然、原汁原
味是“云旅游”最动人的面孔，让人们从

“云旅游”中感受
现实美，才是真
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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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晨静 沈振博） 金色的沙
滩，清澈的海水，游人或玩沙戏水，或临
水拍照，尽情享受海滨的旖旎风光。走进
渤海新区沧海文化风景区十里金沙滩，闷
热顿时消散。

自 5月 21日对外恢复开放以来，沧海
文化风景区新打造了沙滩露营地、徐福东
渡沉浸式演出等多种业态，进一步提升了
景区文化品位，为游客带来多样化服务和
体验。

沧海文化风景区是渤海新区结合沧盐
集团初级制卤区生态综合改造提升工程，
建设的生态旅游与浓盐水循环利用相结合
的项目。景区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谋划
景区南岸滨水景观带建设，利用现有的盐
湖资源，打造沧州特色盐湖景观。

渤海新区渤海新区：：

特色盐湖引客来特色盐湖引客来

本报讯（邓辰浩 耿一丹 祁洁） 走进
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店镇董林村马桂英家的
小院，仿佛进入小公园。缀满果实的葡萄
架，搭起一道凉荫；杏树、山楂树、核桃
树枝繁叶茂；凉亭和小池塘将院子装扮得
别有韵味。

马桂英告诉记者，院子里干干净净
的，住着才舒坦。每天她都打扫院子、修
剪枝叶，将小院收拾得井井有条。现在村
里家家都在争创美丽庭院，她不能落在后
面。

今年以来，辛店镇董林村强力推进以
“人美、院美、室美、厨厕美、村庄美”为
标准的美丽庭院创建工作，充分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以一家一户带动邻里乡亲，以
小庭院扮靓乡村大环境。

孟村孟村：：

小庭院扮靓乡村大环境小庭院扮靓乡村大环境

特色果蔬长成好风景

前头，老汉一手扶着犁，一手举
着鞭子赶牛。后面，老妇端着簸箕正
在撒种子。一进大司马果蔬小镇的农
史忆馆，传统的农耕场景就唤起了记
者浓浓的乡愁。

走在馆中，旧锄头、木推车、老
式拖拉机……一件件刻满时间烙印的
老物件，默默讲述着乡村生活的发展
变迁。

如果说农史忆馆主打的是“怀旧
风”，菜博园体现的则是“科技范
儿”。瓜果蔬菜离开土壤能生长吗？
踏入菜博园，仿佛置身“蔬菜大观
园”，这个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问
题，在这里变成了现实。只见一棵棵
鲜嫩水灵的叶菜，有的“住”上了高
楼，有的和鱼儿一块儿生活，还有的
和各种花组合成植物迷宫，处处让人
觉得新奇。

大司马果蔬小镇位于青县清州镇
司马庄村。小镇负责人介绍说，菜博
园里展示的是当前国内较为先进的无
土栽培模式。以前，一亩地大棚至少
需要一个人专职管理。现在，这个 6
亩多的温室只需要 2 个人。除了间
苗、摘菜用人工，其他的活儿都由电
脑全权负责，没想到种地越来越高科
技了。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多年来，
司马庄村把“特”字作为果蔬产业发
展的金字招牌，不断与各大院校合作
研发，如今，共有瓜果蔬菜1000多个
品种。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勋告诉记
者，蜿蜒流淌的运河水孕育出清甜脆
嫩的果蔬，他们要以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为契机，把特菜采摘与运河风光一
起打造，把司马庄打造成集采摘、旅
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农家生态观
光乐园。

红木产业“雕”出新风韵

大运河红木文化馆一楼大厅内，
一架仿古屏风赫然入目。上面，“青
县红木文化——大运河漂来的文化”
几个大字，道出了红木文化与大运河
的不解之缘。

拾级而上，来到二楼展厅，如步
入历史长廊。青县红木文化起源于何

时？中国古典家具历经怎样的历史沿
革？中国古典家具有哪些流派？驻足
凝视间，青县红木产业的发展脉络渐
渐清晰起来。

大运河红木文化馆位于流河镇中
古红木文化小镇内。2021年，青县以
沧州市旅发大会举办为契机，对大运
河红木文化馆进行改造提升。改造提
升后的大运河红木文化馆，通过实
物、模型、展板、声光电等多种形
式，形象生动地展现出青县红木产业
厚重的文化底蕴。

中古红木小镇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青县红木文化因运河而生，起源
于明初的流河驿。青县自古出木匠，
距离北京近，又紧邻大运河这条“高
速路”，大批民间优秀匠人被征召进
宫，告老还乡后又有新人补充，宫廷
木艺与民间木艺不断交流融合，使得
红木文化成为这里的特色文化。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红木古典家具产
业，2012年，青县启动建设中古红木
文化小镇。如今，小镇已吸引凯华、吾
羊轩、昌盛元等100余家企业入驻。流
河镇共有红木古典家具加工制造企业
920余个，从业人员1万余人。

如今，红木家具在传统的基础
上不断创新，经过工匠们的精雕细
琢，诞生出一件件艺术品。由 8万多
个部件组合而成的紫禁城角楼模型，
没有使用一颗钉子、一点儿胶，全凭
榫卯工艺组合连接，檐角秀丽、造型
别致，匠人的高超技艺和卓越才能令
人敬佩；全长 1794 厘米的“大运
梳”，集榫卯、镶嵌、浮雕、金漆等
工艺于一身，代表着青县红木文创产
品创作的新高峰。流河镇政府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中古红木文化小镇已引
进清华美院、中国美院、河北美院等
多个国内设计团队，在传承传统制作
技艺的基础上，挖掘文化内涵，为红
木产业注入新生命力。

红色基因绘出新图景

一座座斑驳沧桑的炮台静静伫
立，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诉说着这里百
年前的风云变幻。走进马厂镇下马厂
村大运河军事文化馆，在照片与展板
前停留，一处场景格外引人注目。

下马厂村党支部委员楚娜娜介绍
说，这是马厂炮台及军营遗址的模拟

场景。下马厂村因马厂炮台得名。清
末，西方列强觊觎中国领土，靠着船
坚炮利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奏请
同治皇帝在青县马厂建军营、炮台，
以此防范沿运河进犯之敌。马厂炮台
曾是拱卫京津的军事要地，见证了中
华民族从封建社会走上共和之路的历
程，有着重要的军事、文化价值。

循着历史记忆，走上河堤，远远
地望着那座巍峨挺拔的炮台，耳边仿
佛传来声声战鼓，慷慨又激昂。岁月
更迭，如今，这处军事旧址已成为远
近有名的红色教育基地。近两年，随
着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持续推
进，下马厂村融合红色基因与乡土风
情，因地制宜谋划村庄发展新图景。
现如今，下马厂村除了大运河军事文
化馆之外，还打造了凉亭码头、垂钓
园、水幕电影、儿童乐园等10来个景
点。

村党支部书记陈金良告诉记者，
曾经，李鸿章的爱将周盛传调驻马厂
期间，治军严明、体恤百姓，深受当
地群众拥戴。这些年，人们一直在默
默践行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当官的
没架子，村民乐于奉献，如今的下马
厂幸福和谐。

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
中，“活态”是灵魂。只有紧紧扣住

“活态”这一主线，才能真正实现让
古运河重生。青县县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他们抢抓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的重大机遇，以运河为脉、文化
为韵，沿运河打造了 10余处文化展
馆，让一个个会“说话”的文化展
馆，讲活运河故事，传承乡土文脉。

运河贯南北运河贯南北，，文脉承古今文脉承古今。。千千

百年来百年来，，大运河沿岸许多村庄依大运河沿岸许多村庄依

水而建水而建、、缘水而兴缘水而兴，，带动了经济发带动了经济发

展展，，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青县青县

抢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大机抢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大机

遇遇，，以运河为脉以运河为脉、、文化为韵文化为韵，，沿运沿运

河打造了河打造了 1010余处文化展馆余处文化展馆，，争做争做

大运河活态传承的大运河活态传承的““示范生示范生”。”。农农

史忆馆史忆馆、、菜博园内菜博园内，，了解特色果蔬了解特色果蔬

““成长记成长记”；”；红木文化馆中红木文化馆中，，感受感受

红木文化与大运河的不解之缘红木文化与大运河的不解之缘；；

军事文化馆里军事文化馆里，，感受百年前的风感受百年前的风

云变幻云变幻。。一个个会一个个会““说话说话””的文化的文化

展馆展馆，，讲活了运河故事讲活了运河故事，，传承了乡传承了乡

土文脉土文脉。。

文化展馆“说话” 运河故事“复活”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边贵成 黄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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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司马果蔬小镇大司马果蔬小镇 陈陈 雷雷 摄摄

人和镇村买卖街文化墙人和镇村买卖街文化墙

大运河红木文化馆大运河红木文化馆 陈陈 雷雷 摄摄

大运河青县段俯瞰图大运河青县段俯瞰图

马厂炮台马厂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