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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随着
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呈现趋稳向好态
势，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旅游产品。一些
市民早已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收拾
好行装，开启一场久违的说走就走的
旅行。

在各大景区，游玩不扎堆、自觉

排队、正确佩戴口罩……一幕幕文明
现象蔚然成风。但不可否认的是，一
些不文明现象也时有出现：踩踏草坪
拍照、在景区大喊大叫、乱丢垃圾
……出门旅游本是一件寻找美、发现
美、体验美的好事，旅途中，美景佳
肴使人流连忘返，这些不文明行为却
让人反感。

近年来，随着有关部门出台行业
法律法规、发动志愿者宣传引导等，
文明旅游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我们

外出旅游，当然是带着美丽的心情，
希望看到美丽的风景，然而没有文
明，再美的风景、再好的心情也会大
打折扣。旅游虽是个人行为，但享受
美好风景的前提是遵循良好的旅游秩
序。文明出游既是游客自身的责任，
也为其他游客出行创造了更好的环境。

目前，旅游业正在全面复苏，工
信部取消了通信行程卡“星号”标
记，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想怎么游就可
以怎么游，而是应该在遵守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文明出游。暑期文明旅游，
应当从我做起，从每个人做起，让文
明公约内化于心、外见于行。作为游
客中的一员，我们不能认为自己的力
量太小，就觉得对改变旅游风气的作
用不大。“你站在景点看风景，别人站
在远处看你”。只要每位游客前进一小
步，文明旅游就会前进一大步。希望
每一个正在途中，或即将踏上旅途的
人，在旅行背包里时刻装着“文明”
二字。只有文明一路作伴，才有一路
的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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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市，因烈士黄骅而
得名。

68 年前，冀鲁边军区
副司令员黄骅在这里壮烈牺
牲。3年后，这片被烈士鲜
血浸染的土地有了新的名字
——黄骅。

日前，记者来到黄骅市
羊二庄镇大赵村惨案遗址纪
念馆，追寻黄骅烈士的战斗
足迹，感受英雄带给这片土
地的无穷力量。

记者正要进纪念馆，却
被大赵村村党支部副书记孙
立国拦下：“进馆前有一个
仪式。”

广场上，雄壮的国歌声
响起，一行人肃立行注目
礼。国歌毕，向革命烈士默
哀。随后，全体举起右手重
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慷慨激
昂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心底
的激情一下被点燃，仿佛回
到了那个浴血奋战的战争年
代。

大赵村惨案遗址纪念馆
由“壮志凌云”“戎马生
涯”“名耀渤海”“英魂永
存”4个单元组成，通过实
物、图片、文字解说等多种
展陈形式，全面展示了烈士
黄骅英勇而短暂的一生。

在 81岁讲解员孙津生
的解说中，烈士黄骅的伟大
一生徐徐展开：黄骅，原名
黄金山，1911 年生于湖北
省 阳 新 县 良 上 村 ； 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
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前
线，出发前改名为黄骅，立
志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
中 ， 做 一 匹 “ 革 命 的 骏
马”；1942年初，黄骅率部
在山东宁津县张大庄宿营时
被敌包围，他沉着指挥，带
领部队突出重围；1943年 3

月，黄骅调任八路军冀鲁边
军区副司令员；同年6月30
日，他在新海县大赵村主持
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时，被叛
徒杀害，时年32岁。

孙津生讲得眼含热泪，
听的人也无一不静默良久。

孙津生是听着烈士黄骅
的故事长大的。15年前，他
自告奋勇在大赵村惨案遗址
纪念馆义务当讲解员。平日
里，哪怕是在地里干着活，
只要接到有人参观的电话，
他便放下锄头往回赶。

大赵村有三分之一的人
住在黄骅市区，人员分散、
不便于管理。村“两委”把
党小组建在网格上，还创造
性地提出在黄骅市区成立

“驻市区党小组”。市区党小
组建立后，组长孙连环每天
串门，解决了村里一件近
10年的土地纠纷；退休医
生孙立成的电话成了“咨询
热线”，谁家缺医少药都给
他打电话；村里的企业家成
为热心“红娘”，为待业者
牵线搭桥……

孙连环说：“自从建立
了市区党小组，能为村民做
点事，心里觉得特踏实。我
是一名党员，就得给大伙儿
作表率。”孙立成则说：“从
小听着英雄黄骅的故事长
大，和平年代，虽然不能

‘抛头颅、洒热血’，但能为
人们做点儿事，也算是圆了
儿时的英雄梦。”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
如今，大赵村村庄整洁，民
风和谐，并被评为省级文明
村，大赵村惨案遗址纪念馆
成为红色教育基地。孙立国
说：“红色精神已经在这儿
扎根，我们要用好这张红色
名片，走文旅结合的乡村振
兴路，让烈士的遗志永远激
励我们前进。”

本报讯（洪熠辉 杨天宇
祁洁）连日来，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持续推出尚书童绘本讲
读系列活动，以“书”为媒，
以“讲读”为纽带，寓教于
乐，为孩子们带来全新的阅读
体验。

绘本讲读馆系列活动采取线
下线上两种方式，每期主题不
同，小读者可发挥想象，现场演
绎故事内容。活动在往年的基础
上增添了历史特辑、经典特辑等

一系列讲读活动，让孩子们在阅
读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活动自2016年4月开展以
来，已举办200余期，累计有
7700余名小读者参与。市文
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
将围绕“书香沧州”建设，拓
展社会服务功能，通过开展丰
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引导更多
孩子加入到阅读行列中来，为
孩子们提供一个分享阅读、提
高自我、展示才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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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光县东光县：：

““魅力一日游魅力一日游””开启开启33条专线条专线
本报讯 （马昕霞 祁洁）

近日，东光县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在深入挖掘县域丰富的
历史文化和生态旅游资源的
基础上，开通“魅力东光一
日游”暑期专线，诚邀人们
一起领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的成果。

这 3条专线分别为：运河
风情专线：连镇谢家坝——大
运河武术文化公园——南霞口
氧生园。红色主题专线：东光
麒麟卧红色主题公园——灯明
寺抗日民主政府纪念亭——大
单镇四柳林抗战纪念馆。时令

采摘专线：秦村镇秦一村葡萄
采摘——灯明寺稷之初农业园
区甜瓜采摘——南霞口东吴文
创园桃子采摘。

东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工作人员介绍说，近年来，东
光县秉持“大保护、微开发”
的理念，以旅发大会和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为契机，借助万亩
森林资源优势，沿大运河东畔
3000米范围内，打造了绵延
20公里的风景线。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品读
运河故事，感受大运河的古风
今韵。

大运河沧县纸房头段主要流经大白洋
桥一村、二村和三村，长约 6.5公里。悠
悠运河，碧波涟涟，文脉延绵。因运河而
生，依运河而兴，这些村庄的发展变迁都
是运河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近两年，借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纸
房头镇大力推进大运河沿线美丽乡村建
设，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均有提升。历史
文化是村庄的“魂魄”。如何梳理历史文
化资源，保护传承运河文化，进而提升乡
村“气质”？经镇政府与辖区村干部反复
沟通，纸房头镇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研
究会由镇政府领导、村干部及镇域内热爱
文化的村民组成，以大白洋桥一村、二
村、三村为核心，深入发掘运河印记。

今年 71岁的岳明凯是大白洋桥一村
村委会原主任，也是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他根据回忆和走访过程中了解的运河
故事，手绘了两张大白洋桥历史文化地名
草图。

岳明凯指着图中的“四月庙会”介绍

说，大白洋桥一村、二村、三村原来是一
个大村，后来为了便于管理才划分成3个
村。过去，倒虹吸生态公园附近是一个古
码头。每年一进农历四月，各地客商通过
运河的船只将碾子、扫帚、磨盘等运到这
儿赶庙会，一赶就是一个月，人们管这个
庙会叫“四月庙会”。每年“四月庙会”，
大白洋桥的红叶香椿都很俏销。“四月庙
会”是运河漕运繁华的重要体现。

听到“香椿”俩字，大白洋桥三村党
支部书记王金明迫不及待地说：“我们这
自古流传着一句话——‘别村姑娘会织
布，大白洋桥的姑娘会上树’。以前，大
白洋桥遍地都是香椿树，唯独靠近运河的
香椿香味格外浓，这片香椿曾被乾隆皇帝
御封为‘贡椿’。这几天，村里正在规范
倒虹吸生态公园旁边的夜市。过去，这一
片是繁华之地。如今，随着环境的改善，
晚上来这儿游玩的人非常多，我们借此打
造夜经济一条街，讲好新时代的运河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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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葱茏，花儿娇艳，虫鸣蛙唱不绝于
耳。炎炎夏日，踏入位于沧县纸房头镇南排
河北岸的倒虹吸生态公园，闷热不驱而散。

站在亲水平台远眺，水面清波荡漾，
巍然伫立的南排河穿运倒虹吸工程仿佛一
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默默讲述着这里曾经
的过往。

镇政府二级主任科员崔庆刚告诉记
者，以前，南排河北岸是一片荒坡，他们
在不影响河道行洪沥洪功能的前提下，沿
岸坡依势打造了生态公园。南岸，水利文
化展馆正在规划设计中，展馆将通过多种
形式展现南排河穿运倒虹吸工程的壮丽恢
宏。届时，水文展馆与生态公园南北呼
应，人们到这儿既可欣赏美丽风景，还能

身临其境地感受南排河穿运倒虹吸工程蕴
含的水工智慧。

“天下有河不为奇，河下有河古来
稀”。自南向北流淌的大运河与由西向东
流的南排河，在沧县大白洋桥三村东南呈
十字形交叉。南排河以涵洞的方式从运河
下方穿过，两头高、中间低，恰似倒置的
虹吸管，俗称倒虹吸。

建设倒虹吸工程之前，黑龙港流域的
洪沥水全部经黑龙港河汇入子牙河，再经
天津境内的海河入海，使得黑龙港河沿岸
和天津市的防洪压力巨大。为了在排泄沥
涝的同时蓄水灌溉，1960年，穿运倒虹
吸工程在沧县大运河与南排河交叉之处开
工建设。从此，运河与南排河像立交桥一

样，各行其道，南排河的水可以直接流向
渤海。作为大运河沧县段的重要水利枢
纽，至今，倒虹吸工程依然矗立在河道上
管控河水发挥作用。

南排河倒虹吸工程管理处工作人员介
绍说，建倒虹吸工程时没有机械，全部靠
人力，连沙子、水泥都是用马车从太行山
运来的，整个工期仅用了 11个月，在当
时号称亚洲最大的倒虹吸工程。这项工程
的建成，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汗水与智
慧。如今，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南排
河穿运倒虹吸工程由一项水利工程变成一
个纽带，将大运河与南排河周边的村庄、
景点连成一线，成为人们休闲游玩的新去
处。

运河印记提升乡村“气质”

眼下，沧县传承合作社的桃子陆续进
入采摘期，合作社负责人岳明成却不紧不
慢地在地头闲坐。

“老岳，桃熟了不赶紧摘，掉到地上
就白扔了。”外人看了都着急，岳明成却
胸有成竹：“这边的桃早就有主了，那边
的靠采摘就能‘消化’掉，不用出去卖，
俺一亩地就能收入五六千块钱。”原来，
他销售有“道”。

传承合作社位于大白洋桥二村，离运
河不到800米远。这两年，随着大运河、南
排河沿岸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到这
儿游玩，岳明成借势流转600多亩土地带头
吃上了“旅游饭”。

今年，岳明成在采摘的基础上新打造
了“开心农场”。“以前，只有桃熟的时
候，游客才能过来采摘。现如今，人们可
以认领桃树当‘管理员’，有空就过来给负
责的树施施肥、除除草，等到果子成熟
了，那种收获的喜悦定会非同寻常。”

虽然过了香椿采摘季，但大白洋桥三

村的古香椿园中，依然有不少游客来这儿
游玩。走在林子里，一棵棵系着红丝带的
香椿树用舒展的枝叶遮挡烈日，为人们搭
起一片凉荫。“近年来，随着香椿节的举
办，大白洋桥香椿的名气越来越大了。现
如今，村里成立了香椿种植合作社，香椿
树既绿化了运河环境，又增加了村民收
入，可谓生态生财两相宜。”王金明笑得
合不拢嘴。

大白洋桥东靠运河，西邻古运河河道，
南有南排河，北面是好汉坟河，可谓四面环
水。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沿岸绿化工程的推
进，大白洋桥被万亩森林环抱。纸房头镇镇
长张洪波介绍说，他们以得天独厚的生态优
势为基础，重保护、轻开发，将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文化挖掘保护、特
色产业发展等结合起来，通过农文旅融合，
打造春品香椿、夏赏荷花、秋来采摘、冬季
滑雪的大运河文化精品旅游线，让好生态催
生好“钱景”，使大运河真正成为大白洋桥
村民的幸福河。

好生态催生好“钱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