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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园园””带带““城城”” 园博效应显现园博效应显现
□ 北 思

岁月如歌，城市

巨变。在沧州市区，

有一座凝聚了几代人

心血的工业老厂区，

一直牵动着人们的

心，它就是原沧州大

化厂区。随着工厂的

搬迁，这里作为一处

工业遗存被保护起

来。如今，在经历了

提升改造后，已成为

一个展现工业文明与

现代艺术的文化胜

地。

大化工业遗存占

地 500余亩，提升改

造过程中，融合了时

代工业特征和非遗文

化活态特色，将大化

原有厂房、仓库、火

车站台及工业设备和

建筑等，打造成集工

业流程科普、展示文

创、儿童娱乐于一体

的大运河工业文化遗

产区。

行走大运河 喜迎园博会 博施博物馆博施博物馆
讲述一讲述一条河与一座医院的故事条河与一座医院的故事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摄影 王 韬

在博施博物馆众多实物展品中，一组
书籍引人瞩目，《英国医生》《一代名医雷
爱光》《运河人家》……既有与博施医院
相关的故事，也有运河沿岸百姓生活场
景。

其中，《运河人家》备受沧州文化界
人士关注。此书作者为英国人米范威·布
莱恩特，其丈夫1910年定居沧州，并在博
施医院工作。书中所呈现的百年前运河风
情和沧州民俗，包括老照片和插图等，都
与沧州市区段运河风貌相契合。为了佐证
《运河人家》描述的城市就是沧州，沧州
文化学者还在博施博物馆展开了《运河人
家》考证研讨会，通过书中描述的出行路
线、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及图片风景等，
以及大家四处搜集来的相关资料，充分证

明书中记录的城市就是沧州。
展厅还开辟“运河人家 影像沧州”

区域，运河行船、毛驴拉磨、打麦场、各
种农具……当画面播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运河沿岸百姓生活场景时，一些老人都有
似曾相识的感觉。“伦敦退休教师克莱博
士从上海来沧州看望在博施医院工作的女
儿克莱门茨，其间在运河沿岸拍摄了大量
照片，包括运河风景、城市建筑和风土人
情等。”于龙华说，这些影像资料对今天
研究运河文化非常珍贵。

“红色记忆”展区则在记录博施医院发
展历史的同时，展现大运河畔这处院落内救
助伤员及弘扬红色文化的内容，许多生动的
故事充实了人们的记忆，也为运河增添了诸
多光彩。

大运河畔，百狮园西面，博施文化广场身后，一座

古朴的二层小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竹林掩映，透着

一股神秘。这就是博施博物馆，一座展现沧州运河文

化、医疗历史及红色记忆的展馆。自 2020年筹建以来，

博施博物馆吸引了众多文人学者参观访问，并多次在此

开展文化研讨活动，成为主城区运河边一处独特的风景。

“博施”与运河的历史渊源

博施医院，紧邻运河、与运河相依相
生，它承载着沧州近现代医学发展的历
史，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文明与进步。上
世纪 70年代末，博施医院多数建筑被拆
除，仅剩 1号楼保留至今。当这栋楼今天
的主人于龙华无意间接触到博施医院历史
后，就产生了在这里打造一座博物馆的想
法。

博物馆立足运河文化和中外交流医学
实践，包括一座老楼、一处平房展厅及院
墙展。院墙上，展现了百年博施历史脉
络，从 1807年源起，到 1949年雷爱光来
沧州任博施医院院长，博施医院的发展历
程历历在目。

走进展厅，详尽的图文、丰富的物件，

令人目不暇接。展厅设置了“因运河而生、
依运河而建”“中外交流医疗实践”“衷中参
西、文化自信”“红色印记”等展区。其中
一处关于医院建设的图文中，博施医院为什
么选在南关口的提问引观者驻足。距离渡口
近、土地广阔、地处沧州城外方便周边患者
就诊……这些无不体现着博施医院与运河的
历史渊源，因为有了便捷的水路，医生们乘
船而来，在博施医院救死扶伤，并为沧州培
养了大量本地医护人员。

曾经的老楼，在经过外观（阁楼）翻
修后更显古朴，未来这里将进行医疗场景
复原，开设《运河人家》图文展厅及中西
医结合文化展厅等，使之成为医生之家、
医风医德及医疗教育基地。

博施博物馆的前身是博施医院，这里
呈现了很多关于博施医院的图文，沧州近
现代医疗的发展脉络也清晰可见。

从博施医院建设，到中外交流医疗实
践，再到沧州近现代医疗发展，乃至市区
几大医院的历史，都能在展厅中寻觅到一
二。其中，曾在博施医院工作近20年的妇
产科医生胡荣卿的有关图文非常醒目。据
记载，她离开博施医院后在李家花园开设
了沧州第一家妇孺诊所，至今还有很多老
人记得当时诊所的情景。

对于为沧州医疗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
雷爱光，展厅特设“一代名医雷爱光”展
室，室内陈列了雷爱光生前用过的五斗
柜、梳妆台，多张生活照、工作照，还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医疗器械。“雷爱光在
任博施医院院长期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

命，是沧州西医外科的开拓者，值得后人
敬仰。”心怀对先人的尊敬，于龙华梳理出
了一条沧州近现代医疗的发展的脉络，博
施博物馆也成为沧州医疗界人士的学习教
育基地。

随着资料的陆续完善，博物馆的展陈
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于龙华畅想着，未来
这里能继承100多年前中外交流思想，同时
与本地艺术界互动合作，举办形式多样的
展览和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使其成为一
个集文化、医疗、红色教育等为一体的多
功能展馆。

考证研讨《运河人家》

记录沧州医疗历史

综合服务中心是结合月台新
建的一座三层建筑，包括游客服
务、咖啡馆、书店、餐厅、公共

卫生间等，将满足游客休闲娱乐需
求。综合服务中心西北侧还建设了
一处活水公园，是工业遗存的一

片游园绿地，园中草坪、花木、
溪水、座椅等一应俱全，为游人
提供了休憩场所。

亮点七：服务中心提供休闲服务

园博园新添了多处绿地，在
附近居住感觉空气都清新了；城
市展园浓缩了省内各城市文化特
色，不用出沧州就能看遍燕赵美
景；身边多了这么好的景观，城
市整体形象都上了一个档次……
随着沧州园博园建成并对外开
放，其对城市的影响和带动越来

越明显。
自2017年起，我省每年在各

市轮流举办园博会，并从第二届开
始同期举办国际城市规划设计大
赛，到今年已是第六届。承办城市
以举办园博会为契机，对城市发展
相对滞后的区域进行扩容提质，实
现了经济及社会效益双丰收。

沧州园博园，不仅古建林立、
水系环绕、花木遍地，还有业态丰
富的商业街区，更有北山、映月湖
等公共景观。这个大型综合性城市

公园，为群众提供了优质的绿色空
间和文化休闲场所，也为沧州及周
边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更为城市
形象加分增色。

借 助 园 博 会 平 台 和 契 机 ，
各地商务洽谈和赛事不断，比
如衡水市，在园博会期间举办
的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和衡水
湖国际商务洽谈会，带动了城
市经济发展，也让城市名片传
播得更远。本届园博会，沧州
大运河文化景观带独树一帜，

“千里通波，大美运河”的主
题，让这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
市更显特质，悠久的历史和壮
丽的景观定会产生震撼效应。

在园博园建设过程中，相应的
城市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人居环境
及城市管理水平也随之提升，全新
的城市风貌进入百姓视野，市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大大提
升。这就是园博效应。愿沧州能乘
着园博会的东风，让城市形象和品
牌再上新台阶。

工业遗存核心区即原来的
化肥生产区域。这个区域对
原 有 工 业 设 备 进 行 了 修 复
（除锈） 维护，增设了观光廊
道 ， 并 对 外 围 进 行 了 绿 化 。

踏上观光廊道，记者瞬间被
错 综 复 杂 的 管 道 和 机 器 包
围，层层叠叠的压缩机、密
密麻麻的管道，在经过修复
后 原 貌 呈 现 。 从 前 热 火 朝

天、机器轰鸣的生产场景似
乎就在眼前。这里，人们感
受化肥生产工艺流程、科普
化工知识的同时，也感动于
沧州大化曾经辉煌的历史。

亮点一：核心区展现工业生产流程

亮点二：机车商务区秀出工业风情

机车商务区由原货站月台改
造而成，主要展示不同年代、不
同类型老火车机车，同时植入商
业运营。

走进这个敞开式商务区，
10 节火车车厢和 8 辆火车车头
分处月台两侧。内燃机车、蒸

汽机车、电力机车……车型和
外观不一的退役火车头，承载
着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机车风
貌。一辆名为“建设 5110”的
蒸汽车头，黑色的车身、红色
的车轮，车头前“艰苦奋斗 勤
俭建国”的大字，都呈现出浓

浓的怀旧风。这里将以“时光
车站”的形式打造小吃一条
街，10 节绿皮车厢将成为小吃
街主要空间，人们在这里既可
品尝美食，又可欣赏机车展
览，体验独具特色的机车工业
风情。

亮点三：会展中心迎来首次展览

大化会展中心由原储存尿素的
仓库改建而成，在完整保留了其特
有大跨度空间的基础上，改建为多
功能大型会展中心，可满足多种会
展需求，提供丰富的会展形态。老

仓库在重获新生的同时，保留了工
业美，肩负起了全新的使命。省园
博会期间，这里的首次展览——园
林艺术展将迎来游客，展览将运
用园林造景手法与声光电多媒体

技术手段，全面展示中国园林与
大运河跨越时空的交汇，呈现运
河沿线八省市不同地域、不同风
格的代表性园林精粹，与园博会
主园区园林艺术遥相呼应。

化工装备展示区由原合成
氨设备区、造粒塔、冷却塔等
设备和建筑保留改造而成。经
过修整，高高的造粒塔外观焕

然一新，室内则建成大化展览
馆，成为展示大化工业发展历
史的所在。新建的观光廊道南
北贯穿，给人以多维度、多层

次、沉浸式的工业遗存体验。
地面甬道在壮美的工业设备森
林中蜿蜒而过，让人们可以近
距离和历史亲密对话。

亮点四：化工装备变身工业艺术森林

位于厂区东南侧的游乐园
（又名罐罐乐园），是结合原水
汽车间旧址改造而成，是一个
以工业遗存为主题特色的儿童
乐园。

罐罐乐园色彩明快，原来净

化水的大罐改造成了各种游乐设
施，大型滑梯、旋转木马、攀爬
绳索等应有尽有。这个主题乐园
以水净化科普为主题，将原水汽
车间的预处理系统、反渗透系
统、脱盐系统和循环水系统，分

别改造为大罐高空拓展乐园、澄
清池爬网乐园、反渗透跳跳云乐
园、脱盐小罐迷宫乐园和循环互
动水乐园，还融入特色 IP，成为
一处乐学成长、寓教于乐的工业
探险乐园。

亮点五：罐罐乐园营造探索氛围

工业遗存复育街区包括非遗
记忆馆、工业主题酒吧、工业特
色酒店、工业风商务广场及工业
园办公区等。

漫步在老厂区街路上，随处

都能感受到浓浓的工业风。非遗
记忆馆共有 4座建筑，除了一座
为新建外，其他均由原大化厂区
库房改造而成。结合非遗记忆元
素，这里将打造独具特色的餐饮

和婚庆场地；工业特色酒店、工
业主题酒吧则在室内外装修上体
现出工业元素，前者为园博园及
工业旅游提供接待服务，后者则
成为时尚和潮流打卡地。

亮点六：复育街区融合非遗记忆与时尚潮流

大化工业遗存大化工业遗存大化工业遗存

工业文明与现代艺术工业文明与现代艺术工业文明与现代艺术
交融碰撞交融碰撞交融碰撞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宝梅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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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师崔长治为参观者讲解退休教师崔长治为参观者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