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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有一批网红打
卡村你去过吗？

捷地、傅家圈、大白
洋桥、司马庄、二十里屯、
油坊口、赵家茶棚、西砖
河、吕家院、王希鲁……

这些村庄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那就是紧邻大
运河。自然景观优美，人
文特色鲜明，村庄整洁靓
丽，村风现代大气。如
今，它们都成为市级美丽
乡村（有的已是省级美丽
乡村），成为运河沿线耀
眼夺目的明星村。这些村
庄地处运河 1 公里范围
内，受运河滋润，水清景
美，物丰人和。随着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的不断深
入，运河沿线村庄纷纷
开启蝶变之路。有的将
坑塘建成了荷塘，打造
出风景优美的水域；有
的依托运河边树木建设
了 森 林 公 园 、 森 林 氧
吧；有的建起了水工博
物馆、梨文化博物馆或
其他文化展馆……

与此同时，各村根
据相关标准要求开始创建
美丽乡村，进行规划编
制、整治村容村
貌、推行城乡环
卫一体化、开展
生活污水无害化
处理等。通过典

型样板引领美丽乡村创
建，探索出高效农业型、
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
型、环境优美型、城郊集
约型、社会综治型等多种
模式的美丽乡村。

在这个过程中，各
地群众积极响国家政策，
全力配合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和美丽乡村建设，无论
是流转土地进行沿线绿化
美化，还是剔除旧观念进
行农村厕所革命，抑或拿
出积蓄创建美丽庭院，他
们都义无反顾地支持和参
与。不仅实现了将大运河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的目标，更实现了家园和
村庄的完美蜕变。

一方面运河沿线增添
了诸多景观，满足了周边
群众游玩休闲需求，另
一方面农村人居环境发
生了巨大变化，百姓幸
福感大大提升。在这种
共赢的局面下，希望运
河沿线群众能珍惜来之
不易的成果，将其转化
为乡村振兴的动力，形
成新的生活方式，收获
新的希望。

近日，由沧州市福建商会捐赠10万元，沧州市慈善
总会、沧州玛丽亚医院共同实施的关爱血友病患者——

“友爱慈善基金”援助项目正式签约启动。此项目将为
在我市领取药品的血友病患者提供交通补贴、困难救
助等慈善援助，同时市慈善总会联合沧州玛丽亚医院
对患者进行医疗援助、康复支持、教育帮扶，为患者
提供优质的“慈善+医疗”服务，进一步减轻血友病患
者家庭经济负担，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提高他
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魏志广 摄

北京有句老话：“逃
不开的潘家园，绕不过
的琉璃厂。”是说淘旧货
和古玩，这两个地方是
首选。在沧州也有这么
个老“地界儿”——金
街，如果想要淘上两样
老物件，一定要去这里
转转。

金街“藏”在市区
小南门商圈里，紧邻文
庙，被信誉楼、建新等
商厦包围。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这里因金街古
玩城的开张营业，带动
附 近 街 巷 形 成 古 玩 集
市，后来人们管这个区
域叫金街。在金街，文
玩 、 字 画 、 图 书 、 宠
物、花鸟虫鱼、钱币邮
票、实用工具、旧货二
手货……各类货品应有
尽有。一个周末临时地

摊集市兴盛起来，闲逛
的 、 猎 奇 的 、 捡 漏 儿
的，无所不有，通常情
况下，几条胡同都被挤
得满满当当。

尤其一到周末，金
街就热闹非凡，卖货的
大声吆喝，逛街的摩肩
接 踵 ， 集 市 里 讨 价 还
价 声 、 宠 物 叫 声 掺 杂
在 一 起 ， 嘈 杂 而 又 欢
快。人们仔细打量着各
种物品，淘上一两件实
用的工具，买上一袋鲜
活的红鱼虫，挑选一只
叫声响亮的蝈蝈，试戴
一下各种手把玩件儿，
逛逛旧书摊……运河岸
边沧州老城曾经的市井
交易热闹场景，也在这
热闹喧嚣的街上一次次
升腾，温暖了无数普通
的生灵。

本报讯（记者赵宝梅 通
讯员赵海洋） 日前，“2022
年度沧州市美丽乡村”认定
结果揭晓，我市大运河沿线
1公里范围内的 242个村庄名
列其中。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近几年，以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为契机，我市运河沿
岸众多村庄打造景观、挖掘
历史、开发旅游，村容村貌
提档升级，环境卫生不断改
善，成为绿荫环绕、环境优
美、宜居舒适的美丽乡村。
今年，大运河核心监控区域
364个村庄全部按照市级美丽
乡村标准打造。

烈日炎炎，青县清州镇
司马庄村旁的运河风光森林
公园里却凉爽无比，刚刚从
智能菜博园里采摘完毕的崔
伟华一家，坐在运河畔一边
欣赏风景，一边品尝无公害
蔬果。“奔着采摘来了司马
庄，到了才知道这里风景也
很美，不仅有运河森林公
园，还有运河民俗休闲，是
农 业 观 光 和 休 闲 的 好 地
方。”崔伟华说，他和家人
在这里感受到了浓浓的运河
风情。在他们身后，司马庄
村街道干净整洁，硬化的路
面畅通无阻，改造一新的水
冲厕所洁净无味，休闲广场
和文化长廊中，村民休闲玩
耍，悠然自得，一幅现代化
新农村景象。作为运河流经
沧州的重要县域，青县境内
司马庄、胡白庄、二十里
屯、南街等运河沿岸村庄，
如今已成为休闲旅游型、文
化传承型、环境优美型等多
种模式的美丽乡村。截至目

前，青县境内大运河沿线清
州镇、陈嘴乡等 6 个乡镇的
65个村庄，已全部完成美丽
乡村创建。

大运河流经沧州境内 216
公里，途经 8 个县 (市、区)。
蜿蜒曲折的运河穿过一个个
村庄，留下了宝贵的资源，
激发出乡村变美变靓的动
力。沧县捷地村、青县大院
村、泊头市尹庄村、吴桥县
卜家庵村、南皮县十二里
村、东光县柴王庄村、运河
区刘胖庄村、新华区北赵家
坟村……大运河沿线1公里范
围内的 200 多个村庄，围绕

“五美”（村容村貌美、服务
设施美、生态环境美、富民
产业美、社会和谐美） 要求
和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展开建
设。提升村庄整体风貌，经
过改造后，呈现出风格协
调、特色鲜明的村庄建筑外
观；提升基础设施条件，硬
化路面、绿化街路、亮化胡
同，村容村貌实现提档升
级；环境卫生方面，实现

“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
的城乡环卫一体化全覆盖；
对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
处理，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实
现了动态清零……

“创建美丽乡村，一方面
丰富了运河沿线景观，一方
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实
现了运河建设与生态环境共
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说，未来我市将通过继续
实施垃圾治理、污水治理、
村庄清洁行动等工作，推动
大运河沿线美丽乡村建设取
得新突破，大力提升了百姓
幸福感。

美好生活应美好生活应““运运””而生而生
■ 北 思

““代导代导””讲述家乡故事讲述家乡故事
把园博园把园博园““搬进搬进””直播间直播间

□ 本报记者 张智超

直播间里的园博园

代凌波关注园博园已经多半年了。这段时间
以来，他在抖音账号上一共发布了 38条与之相
关的短视频，每一条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点
赞、留言。

园博会开幕当天下午，代凌波特意带上直播
设备，把直播间开到园博园。从下午3点一直到
下午5点半，他边走边讲，直播间的观众有数百
人，而在他身后，也有三四十位游客自发跟随游
览。

代凌波的讲解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
不光讲述各城市展园的特点，还向大家介绍如此
建设的初衷和各展园的匠心之处。在石家庄园，
他会讲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
的创作背景；在唐山园，他和大家分享《红楼
梦》中的园林、花木、诗词；到了沧州园，他讲

“鲸川八景”究竟是哪八景，也会借着风格各异
的屋顶讲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像这样的直播，代凌波播了不只一期。第二
期时，一对老夫妇在网上看到了他的直播，专程
从家里赶到现场来，跟着一起逛。“看到大家这
么喜欢园博园，喜欢看我的讲解，就算再累也值
得！”代凌波说。

把家乡介绍给更多人

从业 22年，代凌波每年有近一半时间在各
地的景区度过。“每当我带着游客到其他城市游
览时，嘴上介绍的是当地美景、历史和人文，心
里想着的却是家乡。沧州也有数不尽的人文和道
不尽的历史，什么时候能向更多人介绍自己的家
乡，那种羡慕与期盼只有自己清楚。”代凌波说。

如今，随着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通
航、河北省第六届（沧州）园林博览会开幕，代
凌波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他现在每个星期都能接
到两三个来沧的旅行团，在这些游客中，代凌波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外国友人，“那位游客在中国
上学，又在中国工作，在沧州游览了园博园，也
去了黄骅港、吴桥杂技大世界，每到一处，都能
感受他对沧州这座城市的欣赏。”代凌波说。

作为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副会长，代凌波还
承担着对其他导游的培训工作。园博会开幕前
夕，他受邀为全市 1000多名持证导游做园博园
专题讲座。“我很乐意把对沧州的了解分享给大
家。如果把家乡比作一座房子，导游便是家乡的
一扇窗。”代凌波说。

辛苦与幸福同在

作为沧州人，代凌波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
感情，尤其是从家门口流过的大运河。“从曹操
征伐乌桓开凿平虏渠算起，这条在沧州流淌了
1800多年的母亲河，古韵悠悠，美不胜收。无
论是作为沧州人还是导游，穿城而过的大运河都
是我的骄傲。尤其近几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不断深入，古老的大运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园
博园、朗吟楼、南川楼、百狮园如同一颗颗珍
珠，扮靓了母亲河，也让我有了更多的热情和欲
望，将它介绍给更多人。”代凌波说。

从 2020年开始，代凌波通过网络直播讲述
运河故事。顺着堤顶路，他边走边讲，从古渡口
讲到长芦盐场，又从张缙墓讲到吕宅……光是大
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就直播了两三天，在线观看
人数超过3万人。

也正是在这期间，代凌波意识到：“原来有这
么多人关注着运河。”最开始的那段日子，不到一
个月时间，他的抖音账号粉丝就涨了1000多人。
这些粉丝不光是沧州人，还有许多外地朋友，一条
条短视频让人们领略到了大运河的美丽嬗变。

为了带游客领略一个更有内涵的园博园，从
去年9月，代凌波又开始研究园博园里的每一处
细节。只要不外出带团，他一准儿带上设备到园
博园里去拍摄，回到家一帧一帧地放大了看，然
后再查找资料，把每一处的典故都了解得明明白
白。在他的讲解下，单单一个沧州园，就能逛上
两个多小时，每一句讲解词都是“干货”，充满
了趣味和新鲜感。

“有些人说，花这么大精力宣传沧州，不如
多带几个旅行团实惠。但我觉得，这过程虽然辛
苦，却也充满了幸福。了解家乡、宣传家乡、为
家乡自豪，这是金钱换不来的。”代凌波说。

河北省第六届（沧州）园林博览会开幕

以来，45岁的代凌波几乎一天也没闲下来过。

他是国家高级导游，也是沧州旅游协会

导游分会副会长。这段时间，他在网上做直

播、接待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游客、给

全市 1000多名持证导游做培训……每件事都

和园博园有关。“弘扬运河文化，讲述家乡故

事。我和游客们一起游览沧州，在做好服务

的同时，也对家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

解。”代凌波说。

闹市里的闹市里的““金街金街””
□ 马洪雷 赵宝梅 摄影报道

镜头里的镜头里的《《城城··事事》》 ③③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青县司马庄运河畔景观青县司马庄运河畔景观

沧县大白洋桥村景沧县大白洋桥村景

运河边村庄风貌运河边村庄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