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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沧县：：

环保帮扶在行动环保帮扶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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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顶帐篷，约三
两好友，准备好野餐小
食，兴致勃勃地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时
下，正值暑期旅游旺
季，贴近自然、氛围轻
松的露营作为一种旅游
新业态，正成为更多人
的心头好，露营、野餐
类的短视频、照片刷屏
朋友圈。

在 市 区 及 周 边 的
河岸绿地，经常能看
到 五 颜 六 色 的 帐 篷 。
和传统的出游方式相
比，露营有着既开放又
私密的空间，能让人们
从繁忙的工作中抽离出
来，一边欣赏秀美风
光，一边和朋友吃喝
畅聊，尽情地享受难
得的惬意时光。

露营为何如此受追
捧？一方面，在当前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形
下，旅游消费更偏向于
市内游、周边游；另一
方面，露营“近距离、
短时间、随心性、慢体
验”的度假方式，让人
们找到了与大自然亲密
接触的另一种方式。

“露营热”不断升
温的背后，是人们生活

方式日趋多元、生活观
念不断转变的折射。然
而，由于露营行业发展
尚不规范、部分营地配
套设施不健全、露营者
环境意识淡薄等原因，

“狂欢”过后，常常一
片狼藉——垃圾遍地、
植被毁坏、景观破坏
……“露营热”带来的
环境问题引人深思。

保护环境，人人有
责。自发露营者在享受
青山绿水给自己带来美
好心情的同时，别忘了
爱护身边的环境。尽量
做到带来什么，就带走
什么。来的时候什么
样，走的时候还是什么
样，减少对自然生态的
破坏。露营景区在利用
生态资源的同时，要守
住环保底线，合理规范
露营用地，完善基础设
施和服务管理，把绿色
发展理念贯穿于营地建
设运营的过程中。

露营火热“出圈”，
环保不能“掉线”。作
为好环境的受益者，我
们也要做环境的保护
者，这才是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题中应有之
意。

本报讯 （周娜 祁洁）
“两进三送”是生态环境系
统帮扶企业提升环境治理
水平、满足经济下行压力
下企业环保需求、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一项具体举
措。连日来，市生态环境
局沧县分局组织高水平生
态环境专家队伍，常态化
深入企业和基层一线，送
法律、送政策、送技术，
对 1200余家排污企业开展
巡回指导、精准帮扶，破
解企业污染治理难题。

活动中，工作人员和
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
详细了解企业在环保方面

的需求、疑问与困难，帮
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环境
问题，支持、服务企业绿
色发展，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
局沧县分局将持续开展

“两进三送”执法帮扶工
作 ， 帮 助 企 业 查 找 不
足，找准企业环境保护
工作的短板，聚焦环境
污 染 方 面 的 突 出 问 题 ，
帮 助 企 业 提 升 治 理 水
平，实现环境效益、经
济 效 益 、 社 会 效 益 共
赢，推进生态环境工作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南大港南大港：：

近千只须浮鸥湿地安家近千只须浮鸥湿地安家
本报讯 （张景兴 祁

洁） 夏日湿地，白鸥戏
水 ， 鹭 掠 晴 波 。 连 日
来，近千只须浮鸥在南
大港湿地筑巢“安家”，
它们时而在湖面游弋捕
食，时而在空中盘旋嬉
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

须 浮 鸥 是 国 家 “ 三
有”保护动物 （国家保
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
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
陆 生 野 生 动 物）。 近年

来，南大港产业园区加大
对湿地环境保护力度，通
过实施生态修复、加强监
测等措施，湿地环境明显
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丰富的鱼类资源，吸引了
数以万计的野生鸟类栖息
繁衍，其中不乏白枕鹤、
东方白鹳等“国宝”鸟
类。目前，南大港湿地记
录的野生鸟类有 268 种，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 16种，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50种。

黄骅黄骅：：

拓印体验非遗美拓印体验非遗美
本报讯（胡金迪 孙德

昌 祁洁）为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
更好地了解黄骅悠久的历
史，近日，黄骅市博物馆
开展拓印体验活动，让孩
子们通过切身体验感受非
遗之美。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详细介绍了鬃刷、毛毡、
拓包等拓印工具，并现场
演示制作拓片的具体流程

和注意事项。学生们在聆
听观摩之后迫不及待地动
手体验，不但从中体会到
了拓印的乐趣，还深刻感
受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

黄骅市博物馆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要依托资源
优势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职
能，开阔孩子们的眼界，
让历史不再遥远，文化变
得亲近。

锯、刨、斧、凿……走进徐泽
臣家的东厢房，各式各样的工具分
门别类地摆放在架子上。

徐泽臣拿起一个严缝刨子介绍
说，这种刨子是过去专门做大地
柜、大门用的。以前做木匠活之
前，必须先把所需要的工具做出
来。现在机械化了，这些老工具虽
然用处不大了，却凝结着老祖宗的
智慧，必须得保存好。

徐泽臣家住沧县捷地回族乡张
举庄村，是沧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木
工农具炸卯榫技艺的第三代传承
人。他家传承炸卯榫技艺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在过去，徐泽臣的爷
爷在运河边以开木匠铺为生，堂号

“崇兴堂”，在周边非常有名。
徐泽臣拿起两个木撑子演示具

体工艺：“炸卯榫就是榫大于卯，榫
是木撑子上凸出来的部分；卯又称
卯眼，是凹下去的部分。要想让这
根木撑子上的榫，从另外那根的卯
眼中穿过去，必须让榫的宽度比卯
眼稍微宽些，这样两根撑子才能牢
固地‘长’在一块儿。”说着，他拿

起锤子用力地凿起来，只见榫头渐
渐地在卯眼一侧进入，又从另一侧
冒出头来。徐泽臣举起这两根组合
成一体的撑子使劲扳了几下，没有
任何松动。

老工具仅是徐泽臣珍藏的一部
分家当，他家另一处房子里还有许
多其他的“宝贝”：耧车、斗、辘
轳、木推车……这些过去与人们朝
夕相伴的老物件虽然退出了历史舞
台，却记录了时代的发展变迁。徐
泽臣在耧车旁停下说：“它就是用炸
卯榫工艺制作的，没有使用钉子、
胶水，只靠榫卯咬合连接。过去播
种，牛在前头拉耧车，人在后头
推，最容易散架。这个耧车是老辈
人传下来的，有 100 多年历史了，
到现在都非常牢固。如何让榫卯结
构之间既可丁可卯又严丝合缝，不
仅考验智力，还有手上的功力。”

为了传承炸卯榫这门技艺，目
前，徐泽臣正在打造炸卯榫木工体
验馆。他说，榫卯之美，匠人之
心。他要让更多人通过亲身体验，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村里走着，一转头被一个
小花园所吸引。

娇艳的月季，有的花瓣全展
开了，粉红色花瓣衬托着黄色的
花芯；有的已经含苞待放，花瓣
紧紧地抱在一起。旁边，一些叫
不上名来的小树，随风起舞。花
园里，随意倒着的水桶和曲曲弯
弯的水管，却有一种不加修饰的
纯粹和真实。一位老人坐在轮椅
上，正微笑地端详着手中的一朵
小花。老人叫刘春勤，今年 73
岁，喜欢花，便和老伴儿在家门
口开辟了这个小花园。他告诉记
者，现如今，运河沿岸环境越来
越好，村里不能拖后腿。他和老

伴儿便在门口空地上种了点儿树
和花，这稍微一拾掇，环境立马
变样了。

如今，在上河涯村，村民们
都在暗自“比美”。你家在门口弄
个小菜畦，他家种点儿花，大伙
儿都争抢着为村里增彩。

上河涯村三面邻着运河，像
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多年
来，静静流淌的运河水不仅哺育
了村庄，更见证了它的成长与变
迁。郭建军说：“这几年，村里的
路变宽了，绿化越来越好，我们
要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机遇，
挖掘村庄文化底蕴，让美丽田园
变成幸福乐园。”

运河区南陈屯镇上河涯村三面邻运河区南陈屯镇上河涯村三面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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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奏响蝶变曲古村奏响蝶变曲古村奏响蝶变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宁美红宁美红 摄摄 影影 陈陈 雷雷

“想了解俺村的情
况，先去看一棵和村子
同龄的古槐树。”刚到
运河区南陈屯镇上河涯
村，村党支部书记郭建
军就开门见山说道。

穿过胡同，转过街
角，蓦然，一棵古槐跃
入眼帘。

遒劲挺拔的树干高
出周边房屋一半，恣意
招展的枝叶搭起一大片
凉荫。虽然历经风雨沧
桑，古槐树却依然枝繁
叶茂、生机盎然。站在
树下仰望，不禁肃然起
敬。

92 岁的村民刘镇
陆正在树下乘凉，他向
记者讲起这棵古槐的由

来：“明永乐二年 （1404 年），
武德将军刘海、武节将军刘兴叔
侄二人奉调北迁，驻守天津左卫
中后所，于长芦镇之南运河堤上
建村落眷，名为上河涯。当时，
刘家人在自家门前种下这棵槐
树。”

岁月流转。古槐树静静地伫
立于大运河畔，目睹过明中叶抗
倭戍边将领刘焘屡建战功的风
采，听过纪晓岚在外祖父家的朗
朗读书声，见证过古运河上舟楫
往来的繁忙景象。刘镇陆回忆
道，小时候，古槐下是他和小伙
伴玩耍的地盘，也是村民们乘凉
的好地方。尤其在没有风扇的年
代，一到夏天，村民们没事就搬
着马扎来到树下，唠家常的，下
象棋的，可热闹了。

古槐树见证了村庄的发展变
迁，承载了村民的乡愁记忆。多
年来，你家把树下的草拔干净
了，他家给树松松土，村民们都
在默默守护着619岁“高龄”的
古槐。

刘镇陆在古槐旁建了一个
水池，天一旱，就赶紧接上水
管给树浇水。如今上了年纪，
腿脚不灵便了，他还是一如既
往地坚持。孩子们一直劝他搬
到市区住，刘镇陆每回都不同
意：“俺得守着古槐，不能撇下
它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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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伞”唱响运河畔

激越的鼓点响起来，头陀、
拉花、渔婆、姜太公等戏曲人
物，在大伞的引领下依次登场，
五颜六色的戏服，滑稽夸张的表
情，精彩的表演不时引得围观的
人们拍手叫好。刘世栋从小盼着
过年，除了能吃上一顿相对丰盛
的饭菜之外，更为急切的便是能
看到大伞表演。

刘世栋是上河涯村村民，也
是运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伞的
第五代传承人之一。他告诉记
者，大伞因开场由一个酷似华盖
的大伞引领演员上场而得名。大
伞是地秧歌的一种，将秧歌与传
统戏曲融于一体，俗称“大伞”。

上河涯村历史上就是个远近
闻名的戏曲村。刘世栋介绍说，
大伞的舞台形式受 200多年前徽
班进京的影响，角色可与京剧舞
台人物造型相媲美。跑完一场，
一部分演员休息，一部分登台开
演折子戏、河北梆子等，戏曲演
唱结束时，再接着跑秧歌。上世
纪80年代，大伞在第四代传承人
及老演员的努力下盛况空前。当
时，周边许多村子都争着请上河
涯大伞队过去演出。

岁月荏苒。随着时代变迁，
大伞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上
河涯村民对大伞着迷不是一天两
天，听见锣鼓声，“秧歌迷”们便
管不住自己的腿了。刘世栋就是
这其中一员。大伞是运河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大伞”就
是保护传承运河文化。随着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刘世栋义无反顾
地接过了传承接力棒。

多年来，大伞传承全靠口传
心授。刘世栋说，趁着上一代传
承人还健在，有一段时间，他几
乎每天都“长”在传承人家里，
帮他们回忆，听他们说唱，记录
大伞的动作要领和唱词。尽管刘
世栋整理记录了部分词句，但真
正能把全套唱词表演下来的已不
多了。

目前，大伞被评定为运河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正在申报
市级非遗。南陈屯镇政府和上河
涯村“两委”正在着手对大伞进
行保护。近几年，在上河涯村，
逢年过节，只要条件允许，大伞
就表演起来，连周边村都请去演
出。刘世栋说，他要尽最大努
力，让大伞唱响大运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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