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祁洁 张伟 张梦
鹤）“快看，白鹭！” 7 月 31
日，在京杭大运河沧县纸房头
镇大白洋桥段，第一次亲眼见
到白鹭的游客沈强激动不已。
不远处的河滩处，数只长腿、
白羽的白鹭正在觅食。它们身
侧的一排排老槐树上，数不清
的“小白点”隐藏于绿叶中，

“呱呱呱”的叫声不绝于耳，宛
若一座“白鹭洲”。

沈强兴奋地拿出手机拍
照，分享到朋友圈。“大美运
河，大美沧州！”“人与自然和
谐的生动画面！”不到 5分钟，

已是好评如潮。
大运河流经纸房头镇大白

洋桥一村、二村和三村，长约
6.5公里。这 3个村原先是一个
大村，统称为大白洋桥。这两
年，村民们惊喜地发现，河边
的鸟儿越来越多了。尤其今年
大运河全线通水后，白鹭成
群，在绿树清波之上翔集休憩。

“水清鸟自来。”在附近水
文站工作了 47年的张书智很是
感慨。他说，白鹭对自然环境
的要求很高，有大气和水质状
况“监测鸟”之称。它们的到
来，是在给大白洋桥生态环境

变好作见证。张书智回忆，他
刚到这里上班时，沿岸百姓用
河水浇地、洗衣，还在河中采
莲、捕鱼。随着大运河沿线及
流域内人口不断增长、企业飞
速发展，污染加重，运河水变
浑变臭直至断流，鸟儿飞走
了，鱼儿不见了。

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大运河？沧县借势大运河
全线贯通补水和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在持续推进大运河沿线
综合治理上下了真功：净水。
严格管理督导县域内企业达标
排放，并对大运河沿线 25个村

庄的生活污水、农业污染源进
行管控，严防污水流进大运
河；清河道。清理水底淤泥，
打捞水中过度生长的水草；引
水。开展生态补水，引来洁净
水，使大运河的“动脉”和

“毛细血管”干净通畅。
纸房头镇在做好“规定动

作”的基础上，建起大运河环境
“监测哨”，安排专人定期巡河、
清理河道垃圾，对大运河进行常
态化管护。如今，大白洋桥流域
已达到Ⅲ类水质，下游的捷地减
河水质达13年来最好水平。

水清，树绿，生态美。大白

洋桥成了鸟的天堂。不仅白鹭，
赤麻鸭等 20余种珍稀水鸟也在
这里安了家。经专家测算，仅白
鹭就有 3000 多只。每逢周末，
很多沧州市民来村边观鸟游玩。
周边村民还自愿成立了护鸟队，
呵护着这些可爱的精灵，也呵护
着大运河一脉清波。

纸房头镇镇长张洪波介绍
说，目前，观鸟台正在加紧建
设。今年，镇上依托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开发了以观鸟、赏
荷、品香椿为主的大运河文化
精品旅游线，绿水青山正在变
成“金山银山”。

文创让文物文创让文物
变亲切变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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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河间：：

家门口乐享公益文化课家门口乐享公益文化课

本报讯（祁洁）为全面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近日，河间市文化馆在全面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开展公益文化课堂，
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益文化服
务。

公益文化课堂开设诗经大讲堂、诗
词公益大课堂、二胡、围棋、葫芦丝等
多项课程。河间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坚持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不断
创新形式让群众充分享受公共文化服
务，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
求，提高群众的文化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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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铁 狮 子 能 ‘ 吃 ’ 啦!” 近
日，一款铁狮子造型的文创冰淇
淋，深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惟妙惟肖的铁狮造型，憨态
可掬的萌狮卡通，祥云、旭日等
各种元素的巧妙点缀……小小一
个冰淇淋，不再只是解暑神器，
而成了文化内涵与精彩创意的传
播者。

无独有偶。最近，甘肃省博
物馆推出的一款文创玩偶圈粉无
数。

一匹通体绿色、咧嘴大笑、
展翅欲飞的马，脚踩一只貌似

“愤怒的小鸟”的飞燕，一幅快
乐无忧的样子，造型可以用呆萌
来形容。该玩偶的创意源于甘肃
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东汉铜
奔马，它更为人熟知的别称是

“马踏飞燕”。早在1983年，铜奔
马就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
游标志，1996年又被国家文物局
专家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许多
人从照片中见过它的样子。在众
多文创产品中，为何这匹马能够
脱颖而出？光有名气恐怕还不
够，有趣的外形，别出心裁的创
意，才是更能打动人的地方。

曾经，人们对于文创产品的
印象，大多停留在书签、摆件等
一些简单的纪念品。而近几年，
文创的创新步伐迈得越来越快，
也一次次打破人们对文创的固有
想象。文创雪糕、考古盲盒、国
风彩妆……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
一次次“出圈”，越来越多珍贵
的文化遗产借助这一载体飞入寻
常百姓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
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文创正是
让 文 物 “ 活 起 来 ” 的 重 要 方
式，精彩纷呈的文创产品让人
们体会到“国宝不止一面”，它
已成为连接文物与社会大众、
增强文化记忆、讲好中国故事
的重要载体。

文创产品，“文”是根本，
“创”是生命。好的文创不仅是
文化创新，更是文化传承。每
一件有内涵的文创产品设计背
后，都经过了数次的考究与打
磨，其镌刻的重要文化符号绝
非“凭空捏造”。文创产品不仅
要讲好故事，还要把文物所蕴
藏的优秀历史文化内涵挖掘出
来，赋予更加现代化、年轻化
的展示形式，让文物不再遥不
可及，而成为触手可亲甚至可
玩的物品，进而吸引更多人走
近文物、感受历史。

本报讯（孟悦 刘萌萌 祁洁）为加
强公众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共
青团东光县委组织大学生社会实践志愿
者开展“我爱母亲河”主题研学活动。

志愿者们先后参观了麒麟卧红色主
题公园、运河武术文化小镇，深入了解大
运河的历史变迁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此次
研学之旅，让他们对大运河文化有了全新
的认识。志愿者们纷纷表示要更好地宣
传、保护和建设大运河，向更多人讲述运
河故事。

东光东光：：

研学之旅走近运河研学之旅走近运河

大运河冯家口段全长18.3公里，沿
线1公里范围内共有15个行政村。冯家
口镇沿运河打造“一带三区”布局，即
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核心，打造以农
业生态园区、生态廊道观光区、美丽乡
村精品片区为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区。
“倒数村”变身“网红村”，老水塔成为
新地标，好生态催生新“钱景”……一
幅“水清岸绿生态好、美丽乡村引客
来”的绚丽图景正在展现。

“倒数村”变“新网红”

“西代庄以 99.1分的成绩获得
第一名！”4月2日，南皮县冯家口
镇第一次运河沿线农村人居环境评
比中，一向在全县倒着数的西代庄
村，头一次获得“第一名”，村党
支部书记王巨杰接过流动红旗，长
舒一口气说：“俺村终于翻身了！”

此时此刻，他的心情难以平
复。

西代庄位于南皮、泊头交界
处，大运河冯家口段最南端，是个

纯农业村。这两年，随着大运河沿
线绿化，西代庄靠近运河的土地种
上了树，环境改善了不少，村里却
一直破乱不堪。“西代庄不能光面
上光，村里再不变就给大运河‘抹
黑’了！”每次想到这，王巨杰心
里直着急。

西代庄的基础到底有多差？冯
家口镇驻西代庄村美丽乡村建设工
作组负责人孟超，拿出一张之前村
里的航拍图。垃圾堆、柴火垛、残
垣断壁、坑洼不平的土道……多年
来，村原“两委”一直有矛盾，村
庄建设一度搁置，村里村外没几处

像样的地方。
成立突击队，分片划区一点点

“攻坚”！县、镇、村成立三级人居
环境整治攻坚突击队，孟超任现场
指挥长，经突击组与村“两委”多
次开会讨论，决定在西代庄推行

“三级网格化”管理机制。全村分
成东西两个片区， 每个片区再划
分 2至 3个网格小组。各个小组成
员按照时间表、路线图对所负责的
区域进行全力攻坚。

治理坑塘 5 座；硬化道路 9
条、9500多平方米；安装路灯120
多盏；厕所改造全村覆盖；清运垃
圾超万吨；靠近运河的地方新栽种
冬青、紫叶李、山楂树……西代庄
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渐渐地，
村容村风大变样。

如何借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为西代庄谋划振兴路？孟超指着村
庄新规划图说，运河沿岸林下打造
拍照打卡地，村内环境进一步细化
提升，把一部分空地打造小游园，
届时，西代庄村将成为运河畔的新

“网红打卡地”。

老水塔成新地标

枝繁叶茂的大树下，两个孩子
正挽着手站在井旁，专注地望着上
方牌子中的 4 个字——“饮水思
源”。薛家窝村村委会旁，一座身
披“彩衣”的水塔静静伫立，成为
一道别样风景线。

站在水塔下，村党支部书记
董连才回忆起过去的“艰苦岁
月”：“过去，俺村喝水忒困难
了。最开始，在砖井里挑水。后
来，改用压井压。上世纪 90 年

代，大伙儿集资建了 3 座水塔，
从此，村里全天都有水，吃水难
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去年 11 月
份，俺村通上了长江水，这几座
老水塔正式‘退休’。村里把它们
保护下来，给大伙儿留个念想，让
人们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薛家窝村是一个仅有300多人
的小村。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持
续推进，薛家窝村着力打造乡村旅
游。今年 68岁的村民刘永刚告诉
记者：“薛家窝过去叫薛镇，是运
河边的一个古码头。俺家祖上曾在
村里开煤场，原料都是靠运河的船
只运过来的。运河漕运的繁荣带动
了俺村经济的发展。那时候，村里
有许多做小买卖、干货运的，家家
日子过得富裕。现如今，古运河换
新颜，俺村也迎来了新发展机遇，
镇上要在这儿打造运河驿站，俺们
正在挖掘历史文化，讲好薛家窝的
运河故事。”

好生态生新“钱景”

眼下，正值瓜果上市的热季。
靠近大运河的北口村林果现代园区
内，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运河沿线采摘园这么多，为何
这里格外受青睐？记者一打探，原
来这儿种的都是些“稀罕果”——
水蜜桃、红柚苹果、黑梨……

村党支部书记崔建利介绍说，
今年园区的果树头一年挂果，就迎
来“开门红”。按目前采摘价算，
一亩地能收入五六千元。土地上种
出好风光，既美化了运河环境，又
带来了新“钱景”，这“旅游饭”
越吃越香喽！

北口村位于大运河冯家口段最
北端，是个纯农业村。借助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北口村集体流转 500
土地打造休闲采摘。“同一片土
地，换个思路种，结果截然不同。
接下来，我们要完善配套设施，打
造农家乐、民宿，让游客来了尽情
享受田园风情。”说着，崔建利笑
得合不拢嘴。

炎炎夏日，穿行于冯家口镇运
河堤顶路上，绿意葱茏，鸟唱蝉
鸣，旖旎风光令人陶醉。

大运河冯家口段全长 18.3 公
里，沿线1公里范围内共有15个行
政村。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大运河，冯家口镇打造“一带三
区”的规划布局，即以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为核心，将运河沿线的自然
资源、产业特色和历史文化融于一
体，打造以农业生态园区、生态廊
道观光区、美丽乡村精品片区为一
体的乡村振兴示范区，实现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一幅“水清岸绿生
态好、美丽乡村引客来”的绚丽图
景正在织就。

“““一带三区一带三区一带三区”””织就绚丽画卷织就绚丽画卷织就绚丽画卷
本报记者 祁 洁 摄 影 陈 雷

波涌大运河波涌大运河波涌大运河 水清鸟自来水清鸟自来水清鸟自来

三千多只白鹭三千多只白鹭三千多只白鹭“““恋恋恋”””上大白洋桥上大白洋桥上大白洋桥
苑立伟苑立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