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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稀有””葡萄甜蜜葡萄甜蜜““圈粉圈粉””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摄影报道

运河畔的古树，是浓缩了“运
河记忆”的“活文物”。如何让它们
续写新时代的运河故事？

我市运河沿线各县 （市、区）
在保护古树的基础上，发展乡村旅
游，让百年古树守住运河记忆，留
住乡情乡愁。

枝干虬曲盘旋，布满岁月的
“皱纹”，泊头文庙镇尹庄村大运河
贡梨公园内，一棵棵系着红丝带的
梨树仿佛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讲
述着这里的繁盛。

记者走上前细瞧，“乾隆御梨”

“将军梨”“迎客梨”……每棵树的
名字都各有韵味。

村党支部书记尹凤成介绍说，
这些都是古树，树龄最长的有300多
年，每棵树都有故事。这棵“乾隆
御梨”，据说，乾隆皇帝沿运河南下
时，就品尝过这棵树上的梨。打那
以后，泊头鸭梨就进了宫廷成为贡
梨。

这两年，借势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尹庄村将古树统一流转到村集
体名下，由专人负责管理。尹凤成
说：“过去，这周边都荒了。这两

年，镇上在这儿打造了贡梨公园，
建了梨博物馆，一些村民还在古树
上嫁接了新品种，古梨园新事越来
越多喽！”

尹庄贡梨公园新事多，沧县大
白洋桥三村的古香椿园也是老树又
发“新枝”。

眼下，虽然过了香椿采摘季，
但依然有不少游客到此游玩。

漫步香椿林中，村党支部书记
王金明张口不离“香椿”二字：“别
村姑娘会织布，大白洋桥的姑娘会
上树。这儿的香椿树都是上百年的

古树，相传，乾隆皇帝乘船下江南
在这儿路过时，被香椿浓郁的香气
所吸引，品尝后大赞大白洋桥的香
椿香，由此，这儿的红叶香椿被御
封为‘贡椿’。”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持
续推进，背靠大运河畔的大白洋桥
三村将发展的方向对准乡村旅游。

“村里修建码头，整修古井，开办
农家乐，游客来了，摘香椿、吃农
家饭、听运河故事，来一趟玩得可
带劲了。”谈及这几年的丰硕“成
果”，王金明笑得合不拢嘴。

百年古树“再发新枝”

文化展馆“开口说话”

繁华不只为追忆。如何集成风
土人情、历史文化等资源，为运河
故事添加丰富、生动的注解？

走进青县马厂镇二十里屯村
大运河党建生活馆，一艘木船跃
入眼帘。抬头间，屋顶形如运河
流向的灯带透出明亮的光线，仿
佛在诉说这里与大运河的不解之
缘。

村党支部书记祝相元告诉记
者，他们村曾是大运河的一个古
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还是老革命根据地。村里打造这
个展馆，就是要传承运河文化和
红色精神。接下来，他们还要通
过 3D 影像，让运河史料变得更加
生动形象，游客来这儿可以更直
观地感受大运河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

大运河党建生活馆会“说话”，
东光水工智慧博物馆故事更丰满。

在运河水势滔滔的年代，谢家
坝发挥了怎样的功用？缘何坚不可
摧？走进水工智慧博物馆，记者心

中的“谜团”慢慢解开。
站在谢家坝剖面图前，夯筑结

构清晰可见：最底层用柏木排桩；
上面，用石块填充；再上层，用糯
米浆和灰土混合一层层夯筑。听着
工作人员的介绍，记者由衷地敬佩
先贤的智慧。

如今，谢家坝虽已“功成身
退”，但水工智慧博物馆通过实
物、文字、图片、模型等全新方式
讲述运河过往，让运河文化“活”
起来。

东光水工智慧博物馆东光水工智慧博物馆

时入初夏，渤海新区黄骅市羊二
庄镇周庄村，希友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葡萄大棚再次热闹起来，引得不少游
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走进大棚，放眼望去，藤蔓上挂
满了沉甸甸的葡萄串，粒粒饱满，紫
得发亮，让人垂涎不已。

“尝尝这个，别看这葡萄珠摸着
硬，但酸甜可口，可好吃了。”“这个
才好吃呢，有淡淡的玫瑰香味儿，你
尝尝。这些都是绿色食品，尽管放心
吃。”棚室里，游客们边逛边尝着，惊
喜地将一串串或圆润如珠、或如纤指
的葡萄采入篮中，不一会儿，个个都
收获满满。游客们说，他们是希友合
作社的“老粉丝”了，每年都掐着葡
萄成熟的时间，专程开车过来采摘。

“俺家葡萄错季上市，价格高，却
不愁卖。”游客玩得尽兴，合作社负责
人周希友喜笑颜开。他说，除了上市
时间抢先，合作社的葡萄“圈粉”，还
离不开自带的甜蜜滋味。

“万笛 5 号”是玫瑰香的改良品
种，成熟后一入口，便有玫瑰香沁入
心脾；“万笛 7号”甘甜爽口，回口有
淡淡的牛奶味儿；“万笛 9号”粒大黑
紫、果肉硬脆，是草莓味儿的；还有
茉莉香味儿的“着色香”、玫瑰香味儿
的“蓝宝石”、鲜脆多汗的“阳光玫
瑰”……原来，周希友种的，都是市
面上不常见的稀有品种。

当然，这些葡萄能俘获游客们的
味蕾，还离不开合作社一直坚持的绿
色理念。合作社采用现代技术和传统

绿色种植方法，大棚里的底肥都是发
酵好的牛粪有机肥。种植过程中，也
不用除草剂等，让葡萄完全处于自然
生长状态，在阳光的“关照”下自然
成熟。

为了让游客吃得放心，这里的葡
萄还会不定期接受相关部门的抽检。
前两年，希友合作社的葡萄就通过了
绿色产品认证，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
级产品。

“除了搞采摘，这两年，有一部分
葡萄还进入了商超，销量非常好。今
年，我们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葡萄
品质，打造集农业生产、休闲观光为
一体的生态采摘园。欢迎大家来俺们
这儿放松心情，体验采摘乐趣，感受
田园美景。”周希友发出热情邀请。

听听听！！！
狮城奏响运河狮城奏响运河狮城奏响运河“““交响曲交响曲交响曲”””
本报记者 祁 洁 摄影 陈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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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大观园”
奇菜异果数不清
本报记者 祁 洁

一棵棵鲜嫩水灵的叶菜，宽
叶、细叶，红的、绿的，或“站”
在架子上，或“攀”在墙上，令人
目不暇接。走进位于青县清州镇司
马庄村的大司马菜博园，记者仿佛
置身“蔬菜大观园”。

往里走，场面更壮观。有的叶
菜“住”上了高楼，因栽培钵形状
不同，名字不同。有的叶菜和鱼儿
一块儿生活，叶菜住楼上，鱼儿住
楼下，通过楼上楼下生态水循环，
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还
有的叶菜和花组合成植物迷宫。游
客望望这儿，瞧瞧那儿，不住地打
探：“这叫什么？”

出了菜博园，还没进温室大
棚，就被门口的各种奇怪名字整晕
了：球茎茴香、羽衣甘蓝、白玉指
黄瓜……记者直好奇：“这些都是
菜？怎么没听过。”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种的
菜都是市面上不常见的，各种瓜果
蔬菜加在一块儿总共有几百种。就
因为这儿的品种丰富奇特，有着

“七色异果八十郡，一桌餐遍三五
国”的美称。

司马庄村位于青县大运河畔，
蜿蜒流淌的运河水默默滋养着这
方水土，孕育出了清甜脆嫩的果
蔬。这几年，乘着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东风，司马庄村依托蔬菜种
植发展生态观光旅游。现代气派
的 菜 博 园 ， 古 色 古 香 的 湖 畔 长
廊，成方连片的温室大棚，走在
司马庄村，远近景色宛如一幅淡
雅精致的水墨画。

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勋告诉记
者，他们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
契机，以司马庄村为核心，把特
菜采摘与运河风光一起打造，将
在运河沿岸建设运河人家民俗休
闲 园 、 运 河 风 光 森 林 公 园 等 景
点。届时，再来司马庄，运河沿
岸风光定会让人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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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总
羡 慕 城 里 有
公 园 ， 如
今 ， 俺 村 村
里 头 有 小 游
园 ， 村 边 守
着 运 河 ‘ 大
花园’，生活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 大 伙 儿
的 幸 福 感 直
线 上 升 。”

“可不是吗，
不 是 有 个 词
叫 ‘ 世 外 桃
源 ’ 嘛 ， 用
来 形 容 咱 村
多贴切。”说
起 村 里 的 新
变 化 ， 吴 桥
县 桑 园 镇 北
街 村 村 民 笑
得合不拢嘴。

北 街 村
小 游 园 改 造
前 ， 曾 是 村
里 的 一 处 废
坑 塘 ， 周 边
杂 树 丛 生 、
垃 圾 遍 地 ，
极 大 地 影 响
了 村 庄 环
境 。 在 人 居
环 境 改 造 提
升 过 程 中 ，
北 街 村 兼 顾
景观性和实用性，对坑塘及周边环
境进行改造提升，通过坑塘清淤、
栽种绿植、安装健身器材，为村民
打造了一个休闲娱乐的新去处。

除了北街村，走在桑园镇大运
河畔，大第八屯村初心游园，花草
掩映、小径蜿蜒；小第八屯村古槐
游园，古槐参天、绿意葱茏……每
个游园都各具特色。

桑园镇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
契机，将小游园作为美丽乡村建设
的闪光点，结合镇域运河沿线 11
个街村的历史文化，规划建设了
13个精品游园。

每个游园的规划建设方案，都
组织专业人士反复推敲、认真修
改，无论是种植树木、整修路面、
增加亮化设施，还是安装休闲座
椅、提升公厕设施、绘制文化墙
等，都力求做到因地制宜、层次分
明、错落有致。

如今，桑园镇大运河畔 13 个
精品游园，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
色，连成一道惹眼的新风景线。

大运河是一部厚重的史书大运河是一部厚重的史书。。

如何紧扣运河文化的如何紧扣运河文化的““根根””和和

““魂魂”，”，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讲好运河故事讲好运河故事，，是大运河文化带是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中的关键落笔之处建设中的关键落笔之处。。

我市运河沿线各县我市运河沿线各县（（市市、、区区））

深挖文化底蕴深挖文化底蕴、、传承乡土文脉传承乡土文脉，，

让百年古树让百年古树、、文化展馆及文创产文化展馆及文创产

品作品作““代言代言”，”，将运河故事讲述得将运河故事讲述得

深情动听深情动听。。

“好看的”“好吃的”变成“好故事”
你觉得文创产品就是书签、明

信片、笔记本“老三样”吗？到了
吴桥文创体验馆，简直令人大开眼
界。

看似一件普通T恤，因上面遒劲
潇洒的“走运河”3个大字，变得不
一般。再细看上面的图案，白鹭翔
集，流水潺潺，花儿招展，记者突发

感慨：“穿着这件 T恤，去运河边转
转，感觉定会不一般。”

除了文创 T 恤，翻开一本线装
书，每一页上都有一句杂技行话。抱
枕、靠垫上的装饰画，皆是运河四季
美景。就连小小的冰棍模具上，一面
刻着“江湖”，一面刻着“有道”，也
透着一股“江湖范儿”。

文创产品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标
签。如何用文化和创意去展现一个地
方的独一无二？怎样把好看的图案，
变成一个个好故事？吴桥艺都文化旅
游产业技术研究院将杂技文化和运河
文化作为突破点，一件件文创产品仿
佛一面面镜子，淋漓尽致地展现吴桥
厚重的文化底蕴。

随着我市大运河文化带的持续推
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光李文
焕烧鸡第六代传承人李永肩上又多了
一副担子。他觉得，坊间美食也是大
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打了多
半年的腹稿，为产品设计了一个文化
标签——“运河情”。

李永指着标签介绍说，蜿蜒的河

道，象征着大运河连镇段的走势；沿
岸的树木，体现了周围优美的环境；
一人泛舟运河，寓意着运河在保护传
承中，从历史流向新时代。他还要在
产品包装上增加连镇运河文化的相关
内容，将美食文化与运河文化一并传
承下去，让人们一品别具风味的“舌
尖上的运河”。

泊头大运河贡梨公园泊头大运河贡梨公园

沧县大白洋桥古香椿园沧县大白洋桥古香椿园

““江湖江湖””冰棍冰棍

甜甜葡萄引客来甜甜葡萄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