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拇指黄瓜、辣椒树、舞裙生菜……
走进位于运河区南陈屯乡刘胖庄村的高
绿科技智慧生态园，望着一排排叫不上
名字的植株，记者只得通过展牌一一认
识它们。

除了名字、外观罕见之外，这些植
物的生长方式也很奇葩。它们有的

“立”在水里，有的架在空中，还有的和
鱼儿住上下楼。正当记者迷惑不解之
时，生态园负责人杨焕军迎面走来。他
开门见山说：“这里种的都是市面上不常
见的菜，不光品种新，栽培模式也很先
进。菜直接长在水里的模式叫水培，和
鱼儿一块儿生活的是鱼菜共生。这里除
了栽培方式与众不同之外，所有蔬菜的

‘饮食起居’都由电脑控制，互联网系统
还会根据天气情况自动调节温室内的温
度。你看，这个占地五六亩的温室，除
了栽苗、摘菜用几个人工之外，一个技
术员就能掌控。人们管这种智能温室叫

‘超级大棚’。”
走在棚中，不时看见游客在采摘、

拍照。几位游客在温室内涮起火锅，他
们一边采摘一边品尝，好不惬意。

杨焕军还是刘胖庄村党支部书记。他
告诉记者，他们村离运河直线距离不到
500米。多年以来，村里一直有种菜的传
统。后来，随着青壮劳力纷纷外出打工，
认头守在家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随着运
河文化带建设，如何盘活土地提高收入，
村“两委”时常到外地参观学习。一次，
去山东考察时，他们被当地这种高科技的
休闲农业模式所震撼。杨焕军介绍说：

“同样是一片土地，思路一变天地宽。过
去，一说起种地，人们常常会想起一句俗
语：‘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不同喽！种
地用上了高科技，‘超级大棚’好‘丰’
景。这个‘丰’字既代表了丰收，又寓意
着风景。我们正在建设二期智能阳光温
室，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种，为市民打造休
闲游玩的新打卡地。”

“超级大棚”好“丰”景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史飞飞 摄 影 陈 雷

好风景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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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县吴桥县：：

休闲果园别样休闲果园别样““红红””
本报讯 （杨淼 祁

洁）金灿灿、圆滚滚的
桃子压枝弯，游客三三
两两穿梭于林中寻找心
仪的果子。时下，奔腾
四季采摘园的黄桃熟
了，吸引一波波游客前
来体验乡间采摘的乐趣。

奔腾四季采摘园位
于吴桥桑园镇大运河畔
的大第八村。负责人李
刚介绍说，采摘园内除
了种有黄桃、蟠桃、油
桃等百余亩桃树外，还
有 200余亩的苹果树。
借助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他通过发展休闲采
摘拓宽增收路，每亩地
收入一两千元。

近年来，大第八村
在桑园镇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不断推进现代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
合发展，着力打造一村
一品休闲旅游示范点。
在规划建设过程中立足
于村庄特色，挖掘自然
生态、民俗人文、特色
产业等独特资源。如
今，在大第八村，休闲
果园别样红，百姓增收
笑开怀。

这些天，沧县捷地
回族乡傅家圈的桃子卖
得挺火。沧州市区住的
人，知道且吃过傅家圈
桃的人不少。傅家圈，
这个运河边的小村，得
运河水土滋润，种出了
甘甜多汁的桃子，如今
的小村，不仅十里桃园
如画廊，而且桃种植已
成产业，河边美景，实
在是中看又中用。

曾读过一位海归
的文章，他说在他留
学的国家，只要一看
住所花园，就能分出
哪家是华人。与原住
民种草坪不同，华人
家庭的花园，几乎全
是菜园，种草与种菜
孰优孰劣，没必要分
高下。但立足我们人
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国
情，每个中国人，养
成合理集约利用每一
寸土地的习惯，是应
该的。

徜徉在沧县兴济镇
南堤村，它吸引人的地
方当然很多。比如种养
加形成的产业链，比如
农耕文化博物馆。但这
个村最抓记者心的，还
是他们种出了美景更种
出了效益。水引进来

了，全村活了起来，引
水可不单是为了看景，
水里种稻，水下养蟹，
不但长出了稻花飘香蟹
鱼肥的美景，也奉献了
美味的螃蟹、晶莹的稻
米，美景愉悦百姓的眼
眸，稻蟹鼓起了村民的
腰包。

如 今 发 展 “ 旅
游+”，这种既种美景
又种效益的创意真是
不少。在前几年的省
旅发大会上，秦皇岛
一村庄的向日葵花海
迷倒了无数游人。被
美景迷醉的游人感到
惊喜的还有，这样美
丽的向日葵花海除了
观赏价值之外，还有
很高的经济价值。向
日葵为油葵，这油葵
每亩能给百姓带来800
元的纯收益。

如 今 在 运 河 两
岸，我市依托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不但因
势 制 宜 打 造 美 丽 风
景，还依托风景兴产
业、发展现代农业，
真正让好风景中看又
中用。

本报讯（张景兴 王
宽 祁洁）近日，南大港
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
开展集中巡护巡查行
动，进一步加强资源保
护监管力度，保障湿地
生态安全。

工作人员重点查看
了水域岸线修护、水鸟
栖息、河道保洁及项目
建设等情况。巡护过程
中，未发现乱采乱建、
乱捕滥猎的现象，保护
区内水质良好。

南大港湿地是候
鸟南北迁徙带与东西
迁徙带的交汇点，被
誉为“京津南花园，

天然大氧吧”。湿地内
现有鸟类 268种，其中
丹顶鹤、东方白鹳等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16
种，大天鹅、灰鹤等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50
种，在 268种鸟类中，
有 146种被列入中日候
鸟保护协定，有 38种
被列入中澳候鸟保护
协定。南大港湿地和
鸟类自然保护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积
极推动湿地巡护工作常
态化、制度化、规范
化，并形成管护长效机
制，切实维护湿地环
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南大港南大港：：

常态巡查护湿地生态常态巡查护湿地生态

本报讯（祁洁）为
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工作，切实巩
固提升村容村貌，近
日，盐山圣佛镇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比学赶
超”交叉互查行动，擦
亮美丽乡村底色。

在互查评比过程
中，观摩团主要针对临
街旱厕、主干道两侧垃
圾、柴草、砖堆、粪
堆、坑塘、沟渠垃圾、
断壁残垣等农村人居环
境问题进行检查，在互

查中对村庄环境较好的
村给予肯定，对发现的
问题逐一拍照留存，并
限期整改到位。

圣佛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将以人居环
境“走近能看”为目
标，保持人居环境评比
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以精细化整治为重要措
施，深入巩固前期人居
环境整治成果，以点带
面，全力推动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向纵深开
展。

盐山盐山：：

环境比拼亮村庄底色环境比拼亮村庄底色

十里十里十里“““桃源桃源桃源”””乡村如画乡村如画乡村如画
本报记者 祁 洁 本报通讯员 黄美娜 摄 影 陈 雷

大运河流经沧大运河流经沧

县捷地回族乡傅家圈县捷地回族乡傅家圈

村约村约 44..77 公里公里。。以大运河以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为机遇文化带建设为机遇，，傅家傅家

圈村以桃树种植为基础发圈村以桃树种植为基础发

展休闲旅游展休闲旅游。。赏桃花赏桃花、、摘鲜摘鲜

桃桃、、逛美丽乡村逛美丽乡村、、品运河故品运河故

事……随着景点的不断事……随着景点的不断

打造打造，，傅家圈村成为名傅家圈村成为名

副 其 实 的副 其 实 的““ 世 外 桃世 外 桃

源源”。”。

桃子熟了，沧县捷地回族
乡傅家圈村继春季桃花盛放之
后，迎来又一大“盛事”——

“鲜桃盛会”。
紧邻运河堤顶路的绿洲桃

园采摘园内，不少游客挎着小
篮子正在寻觅着。不同于别处
的桃园，这儿种的净是些桃界
的“新宠”：外表红彤彤的叫

“红油王”，黄灿灿的叫“黄油
王”，白里透红的叫“白如
意，”除此之外，还有“黄中
皇”“风味皇后”……单听这些
名字，就让人不禁馋涎欲滴。

绿洲桃园负责人付宁介绍
说，他流转村里 1000多亩地搞
新品种错季种植，目前，圆
桃、蟠桃、毛桃、油桃加在一
块儿总共有 10多个品种，每年
能从 6 月份一直摘到 10 月份。
他家桃光靠采摘就能“消化”
一多半儿，沾了运河文化带的
光，桃园人气越来越高了。

付宁种桃钟爱新品种，刘
军却坚守老品种。种了 30 多年桃的刘
军，算是村里的老桃农了，他种的是

“早龙蟠”“雨花露”“久保”等老品种。
以前，自家桃园叫“树园子”。如今，他
给园子起了新名称——“观光采摘园”。

“过去，一到桃熟的时候，俺一天也合不
几个小时的眼。凌晨两三点就得起来摘
桃，摘完了去市区批发，回来再去赶集
卖，每天都赶赶落落。这都成为过去时
喽！现如今，游客上门采摘，俺不用东
奔西跑了。这不，今天一天就卖了 1000
多块钱。俺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桃
的品质再提高一截，多给树补钙铁锌、
增施有机肥，树的‘免疫力’提高了，
结出来的桃能不好吗？”说着，刘军传授
起了技术。

如今，在傅家圈村，借势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运河堤顶路的贯通，40多位村
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既种出了
效益，还为运河景观增彩儿，村民们说：
“‘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俺
们的生活跟这蜜桃一样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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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风光更“风光”接二连三喜事多

傅家圈桃的“风光”来之不易。
傅家圈村已有 50来年的种桃历史。

上世纪 70年代，村里一位在市农科院上
班的村民，回村带领大伙儿搞果树种
植，经过试验推广，桃树渐渐在村里

“落户”。
据村党支部书记付世发回忆，过

去，不种粮食种果树的地要交税，那会
儿，傅家圈一亩地桃树就交几十块钱的
税，可见当时种桃的效益有多高。尤其
是久保桃，一直是傅家圈的“名片”，远
近有名。那会儿，村里大部分户家都有
桃树，傅家圈的经济收入一直在乡里排
前列。

好景不长。随着品种老化，尤其在

临近成熟季，大量桃掉到地上成了“落
风桃”。刨树，大伙儿舍不得；不刨，忙
活一顿却赚不了多少钱。傅家圈的桃树
就如村名一样陷入了“缚家圈”，这可咋
办？

正在桃农们为此苦恼之际，付宁挺
身而出。2018年借力大运河沿线绿化的
机会，他流转土地、引进新品种，一心
要为傅家圈桃蹚出一条新路来。

傅家圈村背靠运河，距离市区仅有
3公里，适合发展休闲采摘；选择品种
上，不能跟常规品种“撞车”，最好错
开季节；保留一部分老品种，进行筛
选繁育；试种成功的品种免费向村民
推广，带领大伙儿一块儿致富……时

间不负有心人。在付宁的带动下，如
今，傅家圈村 2000 余亩桃园成为运河
畔一道别样风景线，傅家圈的桃更风
光了！

付宁介绍说：“曾经，大伙儿被品种
老化、桃价低迷所困惑。如今，又靠休
闲采摘走上了新的致富路。从‘束缚’
的‘缚’，到‘致富’的‘富’，傅家圈
的‘傅’字有了新内涵。往后，村里喜
事更多了。我们已经申请了国家地理标
志，下一步，要在扩大种植面积的基础
上，向二、三产业延伸，引进深加工设
备，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完善基
础设施，为游客打造一个近郊游的新去
处。”

老地方添新风景 傅家圈变“富家圈”

站在“蟠桃御苑十里长廊”运河驿
站观景台，远眺、回望，桃林夹岸，绿
意延绵，好一派世外桃源景色。

大运河流经傅家圈村约 4.7 公里，
蜿蜒流淌的运河水孕育了甜蜜蜜的桃
子，也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迹。付世发
走到驿站对岸，指着一处运河弯道介绍
道：“听村里老人讲，过去，这里叫

‘双回流’。运河漕运繁华的时候，由于
这个弯儿比较陡，水流一急容易形成旋
涡，路过的船随着水流在这儿转几圈后
才能继续前行。过去，这儿经常发生沉
船。我们正在挖掘，将这里打造成新景
点。”

驱车沿运河堤顶路行驶，一片香椿
林跃入眼帘，付世发说：“这些香椿树
都是古树，年头最长的有 100多年了。
香椿林旁边还有一口古井，它们都因运
河而生，都是运河故事的代言。村里已
经把这些景点列入规划，再来傅家圈，
除了摘桃，还能感受一下源远流长的运

河文化。”
刚才还是桃林葱茏藏林影，一进傅

家圈村，如画村庄入目来。平坦的水泥
路、粉刷一新的墙壁、乡村振兴一条
街、乡风文明一条街……整洁的村庄环
境让人应接不暇。

付世发一边带记者参观，一边介
绍这几年村里的新变化：“这两年，
运河沿岸环境越来越好，来桃园玩的
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环境不能拖后
腿。借助美丽乡村建设，村里进行了
统一规划。别看现在这条路有 6 米多
宽，以前才 3 米左右。路两边不是车
库，就是猪圈、柴火，错个车都费
劲。村里的 3 个大坑已经清理干净，
装好了围栏，下一步种上荷花，再在
旁边打造步行街，大伙儿没事的时候
到这儿遛遛弯儿，心里多舒坦。总
之，俺们要将村里和运河沿岸一起打
造，让傅家圈既有风景又有故事，成
为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

走运河·看生态寻美记特别呈现寻美记特别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