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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博园中心湖区景致园博园中心湖区景致

悠悠夏日，走进沧州园
博园，一派火热施工场景，
古色古香的沧州坊商街，风
情各异的城市展园，郁郁葱
葱的北山，水景交融的中心
湖区……高空俯瞰，整个园
博园景观已现雏形。

记者从沧州大运河发展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园
博园重点项目施工方——中
铁八局了解到，沧州坊商
街、北山及沧州展园、廊坊
展园主体均已完工，沧州坊
目前正进行彩绘及地面处
理，北山进行地被种植，各
大城市展园正加紧建设，中
心湖区周围建筑景观已初步
呈现。

位于大运河沧州段中心城
区北部的沧州园博园，南起永
济路，北至渤海路，西起运河
西侧堤顶路，东至清池大道，
总规划面积约4000亩。

沿运河堤顶路由南向北
行进，最先映入眼帘的一片
仿古建筑群，便是沧州坊商
街，在这个呈U型布局的商
街中，22个单体建筑鳞次栉
比，城关、戏楼、牌楼、影
壁和四合院各自矗立，有的

在进行基层处理，有的彩绘
描画，还有的开始内部装
修。一座四合院内，十几名
彩绘师正进行建筑外观彩
绘，山水草木、花鸟鱼虫，
惟妙惟肖，呈现出一派田园
风貌。“四合院的彩绘为金
线苏画，而戏楼、牌楼为旋
子彩画金线大点金。”彩绘
师冯建伟说，沧州坊彩绘整
体风格为田园山水，更契合
公园特质。

位于全园最北部的北
山，满眼郁郁葱葱，山桃、
山杏、油松、银杏等各种乔
灌木长势良好，园林工人正
忙碌种植地被，全园最高点
的问月亭在进行搭木和彩
绘，下一步将进行登山路石
材铺装……这里将成为游人
享受绿意、俯瞰全园的最佳
之地。

各大城市展园也在火热
建设中，有的开始建筑彩绘
和装饰，有的正进行砌山造
景，营造园林。这13个城市
展园，既有江南园林也有城
墙府院，既有堆山埋水又有
荷塘莲池，建筑各有特色，
院落风情有别。尤其是沧州
展园，紧邻中心湖区，仿明
清式的园林景观建筑已初步
呈现，沧州书院、浣花轩、
凝翠楼、画舫船……亭台楼
宇间，庄重而雅致，在城市
展园中尤其亮眼。沧州展园
中，还有一座八角亭，建于
假山之上，登高远眺，各城
市展园的景观尽收眼中。

沿园路行走，一个个城
市展园掠过，一园一风景，
园园有特色。梦沁红楼的唐
山园，造景大观园内的诗画
景观，小家碧玉，令人触

景生情；豪迈大气的张家
口 园 ， 一 道 城 关 巍 峨 雄
踞，城关、城台营造出北
方边塞景色；色调低沉的
石家庄园，唐式的大门，
浮雕的墙壁，不愧书法艺术
的展示基地；借鉴避暑山庄
的承德园，依山傍水，亭廊
水榭，别有意蕴；青砖灰瓦
的邯郸园，一湖八景，营造
出宋云之境……

园博园内，城市展园环
绕着中心湖区，中心湖区又
衬托着城市展园。站在一号
广场，眼前是开阔的中心湖
区，周围古建林立，山水相
依，亭台楼榭，美不胜收。
中心湖区占地约 7 万平方
米，周围有蛭石堆砌的假
山，生态自然的水岸驳岸，
小型码头、音乐喷泉，以及
分布于不同方位的各大城市
展园。“这里视野开阔，景
观丰富，是园博园观景的最
佳位置。”中铁八局园博园
项目副经理廖育勇说，一号
广场将设置观景平台，游人
可于此远眺全园风景，并能
欣赏到壮观的音乐喷泉。

据大运河集团园博园项
目工作人员韩君介绍，截至
目前，园博园地形打造、绿
化乔木、建筑物和构筑物主
体结构等均已完成，剩余工
作包括灯光亮化、智能化安
装、建筑彩绘、室内装修
等，工程整体形象进度已完
成 90%，预计主要工程可在
8月底竣工。

游览建设中的园博园，观
建筑，看风景，对话烈日炙烤
下的建设者们，心中感慨万
千。期待园博园未来如诗如画
的风景，装点沧州人的生活。

面带微笑，指引展厅位
置和游览顺序；引导市民文
明参观，疏导人员有序出
入；看到有大声喧哗、奔跑
打闹、用手触摸文物等不文
明行为，及时制止……经历
了一段时间的博物馆志愿服
务，又有一批年轻人对于沧
州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他
们感慨：服务沧州文化，不
负宝贵青春！

每年的寒暑假，沧州图
书馆和沧州博物馆都会招募
志愿者，进入场馆进行文化
志愿服务。报名参与者非常
踊跃，这其中多数为在校大
学生，他们趁着假期进行志
愿服务，一方面充实假日生
活，一方面了解沧州文化，
对今后学习工作、建设美丽
沧州也有了更多的热情与信

心。
在沧州，文化志愿服务

其实并不鲜见，很多社区的
文艺队伍，自筹资金、自找
场地，定期排练，为的就是
给群众呈现一场精彩的节
目，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一些书法爱好者，组成团
队，进学校、走乡村，过年
写春联，校园教孩子，让更
多孩子和家庭对书法产生了
浓厚兴趣；还有一些文化界
人士，在公共场所进行讲座
和培训，将自己拥有的文化
知识传递给大众……

这些文化志愿者，不以
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
的业余时间、文艺技能等自
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公益性
文化艺术服务和帮助。他们
与普通志愿者不同，专业性

更强，对个人文化和素质的
要求也更高。

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
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
量。如果说普通的志愿服务
能为社会和个人提供帮助或
解决实际问题，那么，文化
志愿服务则更能渗透人心，
对普通大众的内心世界有深
层次的影响。

不同类别的文化志愿服
务，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
一道光。希望这道光的力量
越来越强，照亮生活，温暖
岁月。

从一腔乡愁从一腔乡愁从一腔乡愁
到倾情运河到倾情运河到倾情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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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地方民俗、历史文化，钟情运河研究，有着浓
厚的乡土情结……吴桥县地方文化学者孙志强，在陆续
编撰三册《吴桥村庄杂谱》后，最近又忙着整理出版第
四册。在第四册中，很多章节与吴桥段运河相关。从一
腔乡愁到倾心运河，68岁的孙志强用20多年的奔波，书
写着一个地域文化爱好者的情怀。

经营着一家刻章店，却热爱
地方历史文化，孙志强的人生充
满了传奇。业务之余，他热衷写
作，前些年屡屡给报刊投稿，诸
多文章被采用。后来，他在网络
常常发文，从浅尝辄止的采风，
到深入走访的研究，他始终坚守
一方阵地，痴心不改地投入地方
史料研究调查。

2005年，孙志强从县郊搬到
城区，他对吴桥县村屯文化开始
了研究。一方面查阅史料，一方
面实地走访核实。很多个日夜，
孙志强都是在村子中度过的，找
老人聊天，边聊边记录；村子里
行走，边走边观察。有的村子，
常常要去好几趟，从一点点线索
中尽量延续，直到获得最多的一
手资料。吴桥县共有473个村，孙
志强大约走访了五六十个重点
村，有的村子的面貌他都能画出
来。其间，孙志强撰写几百篇稿
件，从村庄的前世今生，到民俗
风情，再到古书名木、传统手
艺、姓氏族谱等都有涉及。

运河沿线有很多元明清时代
的军事编制屯、所、卫，如很多
村子叫屯，二屯、罗屯、第四

屯、第五屯、第六屯……吴桥县
很多屯，有着悠久的军屯文化，
《第四屯的十二景》《大第八屯古
庙多》等文章，都是孙志强对村
屯文化的手记。第六屯，是孙志
强岳父家所在村，对这个村庄他
感情深厚，和村里90多岁的老人
聊天，一聊就是一晌午，村里的
一棵老槐树都成为他笔下的景
观。“运河边的每个村庄都有故
事，当地的村民也很朴实。”孙志
强说，走访乡村让他寻觅到久违
的乡愁，格外亲切。

村屯文化觅乡愁

2016年之后，孙志强开启了
对运河的走访和研究，从码头渡
口到堤坝军屯，再到老街巷，都
是他走访研究的对象。

吴桥城区长江路西头有一
个 码 头 ， 过 去 是 大 运 河 山 东
德 县 段 （吴 桥 县 从 安 陵 镇 以
南 的 区 域 属 于 德 县 管 辖） 四
码 头 之 一 ， 为 了 掌 握 这 个 码
头 的 历 史 ， 孙 志 强 走 访 了 许
多 老 人 ， 还 专 门 去 往 德 州 查
阅 资 料 。 当 他 在 旧 书 摊 上 发
现 《德 州 公 安 志》 的 末 页 有
一 张 德 县 地 图 时 ， 果 断 将 书
买了下来。

建于清朝中期的张家坝，
几百年来经受了无数次洪峰的
考验，依然稳如磐石。孙志强
多次前往堤坝，为了掌握堤坝
建设传说和故事，孙志强走访

附近居民，通过人们提供的线
索找寻到相关老人，一点点拓
宽，直至掌握翔实的资料。

安陵镇赵家茶棚村是运河畔
的一个村子，早在30年前，孙志
强就采访过当地老人，熟知当年
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此地留下的
佳话。时过境迁，当他出版《吴
桥村庄杂谱》时，再一次踏上寻
访的路程。“资料终归是资料，一
定要到现场采访，既要‘采’也
要‘踩’。”孙志强说，运河岸边
九头狮、御龙澡堂等遗址和传
说，他都是亲临现场，通过老人
们的口述来佐证资料。

《桑园码头》《张家坝》《沿运
河东的老道沟》……在一篇篇文
章中，孙志强记录下属于运河的
历史记忆，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
的研究资料。

运河岸边寻记忆

“清光绪三十四年，修建津浦
铁路，在此设立‘桑园’站，选址
正好与正西的良店驿相对。从此，
桑园的名称才被固定下来……”这
是孙志强在 《良店水驿与桑园
镇》一文中的叙述，也是他对桑
园镇历史文化发掘的开始。

桑园镇紧邻运河，是现在吴
桥县城区所在地。运河畔的老镇
上有很多街巷，也有很多传说和
故事，这激起了孙志强浓厚的兴
趣。

听说北街有个豆腐巷，孙志
强骑车去采访，进去才发现这个
豆腐巷很大，从东往西数有 5条
胡同，豆腐一巷、豆腐二巷……
和胡同里的老人聊天，他得知豆
腐巷西头过去有个摆渡口，1960
年之前，这个摆渡口是通过运河
的必经之路。而豆腐巷里夏家老
豆腐和几家大豆腐坊的故事，更
是让他对这片居民的吃苦耐劳和
朴实刮目相看。

镇上老街巷、老建筑有很
多，孙志强一一走访，为了了解
一处老宅子的前世今生，他要找
到更多老人，于是每天早晨前去
蹲守寻找知情人，一蹲就是半个
月。自己骑车往返的走访，对于
一个年近70岁的老人来说，实属
不易。他曾被电动车追尾，曾在
大雾中迷路，曾因心脏难受倒地被
人救起……说起路途中那些事，孙
志强一度哽咽。“趁着有些老人还
健在，一定要将真实的资料留下
来。”孙志强说，虽然走访过程会
吃些苦，但能将第一手历史资料保
留下来，也是很欣慰的一件事。

一腔思乡愁，悠悠运河情。
孙志强的运河情结，也如这运河
水一般，日夜奔流，不曾停歇。

街巷胡同留足迹

7月26日晚，一场以《共叙军民鱼水情 同庆建军
佳节》为主题的文艺晚会在双金公园内举办。军嫂们欢
快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观看。演出由运河区西环中
街街道、双金社区、市城管局及仁和文化艺术团共同举
办，旨在弘扬爱国拥军传统，展现爱国拥军家庭风采，
也激励辖区居民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倡“文明之风”，
践“文明之举”。 兰 昕 摄

孙志强孙志强（（右右））在运河边采访在运河边采访

沧州坊商街彩绘正忙沧州坊商街彩绘正忙沧州坊商街彩绘正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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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坊商街、北山及沧州展园、廊坊展园主体均已完工，园

博园内其他工程紧锣密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