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木葱郁，河

水清澈，沿河风景

秀美，村中游园绿

地随处可见，健身

设施一应齐全，村

史馆、党建馆展品

丰富多彩……结合

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我市运河两岸

1 公里范围内 242
个村庄已全部创建

市级美丽乡村。这

些村庄无论是沿河

风景、文化场馆，

还是基础设施、村

容村貌，都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靓丽风

采，成为宜居、宜

业、宜游的新时代

美丽乡村。

大运河畔大运河畔大运河畔
美丽乡村秀出新风采美丽乡村秀出新风采美丽乡村秀出新风采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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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运他把运河河
搬上舞台搬上舞台

■ 本报记者 康 宁

功能更贴心功能更贴心 锻炼更开心锻炼更开心

我市今年将投放我市今年将投放
百余件智能百余件智能健身器材健身器材
■本报记者 康 宁 本报通讯员 绳 静

智慧健身步道打卡桩上查阅实时运动排名，室
外智能健身器材播报运动数据……最近，一批高颜
值的智能健身器材在我市不少游园、公园“安
家”。自 2月下旬至今，全市投放高端智能户外体
育健身设施 10余处共 80多件。今年，我市将投放
百余件智能健身器材。

只要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你的实时健身数据
就能显示出来。在永济路与清池大道交叉口南侧的
乐活商街公园里，新安装了一批智能健身器材。与
传统的健身器材不同，智能健身器材上装有一把

“大伞”，伞上自带太阳能电池板，既能遮风挡
雨，又可以储备电量。只需扫描健身桩上的二维
码，运动信息即时显示，时间、强度、热量消耗
等信息一目了然，还能给出科学的运动建议。

不仅如此，人们还能边运动边给手机充
电。如此贴心的功能，让这些智能健身器材成
了“抢手货”，吸引不少市民打卡体验。“智能
健身器材让运动健身更科学！”一位正在健身的
市民说。

除了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之外，高标准体育馆、
体育公园等项目也正在建设中。目前，沧州乾宁体
育公园、献县体育公园、献县运动中心、盐山县体
育馆等大型体育场馆项目已经启动建设。

“晨起打卡第132天。今天在迎宾
大道东侧健身步道上慢跑，看见这些
花儿，分享一下。”

“周末在公园漫步，看到一位50
多岁的大姐和年轻人踢足球，英姿飒
爽！”

“和朋友轧马路，遇到了以前喜
欢吃的一家冷面店。这家店搬家之后
就没吃过了，时隔多年，还是原来那
个味道。”

……
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市民喜欢出来逛逛，或漫步街
头，或打卡景点，他们用手机拍下鲜
花朝露、人间烟火，并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着自己的喜悦。

喜欢散步的人很多，一个人或是
几个人，或马路或公园，伴着晨光或
是暮色，既锻炼了身体也看了风景，
抑或在这过程中寻找到生活的滋味。

忙里偷闲的一次出行，可以观察
春日的新芽，夏日的鸣虫，秋日的余
晖，冬日的初雪；可以感受白天的车
水马龙、生机活力，夜间的凉风习习、

万家灯火；可以享受一个人独行的惬
意，也可以享受亲人朋友陪伴的温暖。

时下，用脚步丈量城市，成为不
少人认识城市的方式。而在城市中愉
快地漫游，离不开城市硬件的升级。

漫步狮城，公园、城市绿道越来
越多。想运动打卡，有林荫掩映下
的塑胶跑道、篮球场地；想约上邻
居遛弯儿，家门口就有凉亭座椅、
健身设施齐全的游园；想拥抱大自
然，大运河畔的郊野公园以及原生
态的自然风光令人陶醉；想要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打卡大运河非遗展馆，
尽情徜徉在历史的长河里；想要清凉
度夏，可以在游泳馆里畅游，在滑冰
馆里驰骋……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市民休闲娱
乐可选目的地越来越多，走出家门，
多彩生活就在身边。

“运河边，说沧州，钟楼鼓楼清风楼。西河大
鼓韵味长，沧州的木板更苍凉……”不久前，在运
河区中小学幼儿园艺术节上，由运河小学学生表演
的儿童情景剧《运河上赛歌谣》广受好评。

这个情景剧共包含 20多首与大运河相关的童
谣，内容生动有趣、朗朗上口，孩子们和着轻松的
节奏，将运河故事娓娓道来。

这些歌谣的创作者就是商忠瑞，剧中的每一首
歌谣，都根植于他年少时的记忆。

63岁的商忠瑞是土生土长的沧州人，流淌千
年的大运河，他再熟悉不过。

商忠瑞长期从事起戏剧、小说、诗歌创作，把
家乡的大运河搬上舞台一直是他的心愿。

2014年，京杭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商忠瑞激动不已。他开始着手写运
河故事，让运河故事在戏剧中“活”起来。

为写好运河故事，商忠瑞做了大量案头工作，
搜集学习大运河历史、文化等资料。

此外，商忠瑞还进行实地探访。从新华桥
沿河堤一路向南，清风楼、南川楼、朗吟楼、
百狮园……水蜿蜒，路逶迤，景连绵。他站在
桥头感慨万千：“曾经的亭台楼阁、商贾游船早
已渺如云烟，如今运河两岸高楼林立、车辆穿
梭……”

以运河为背景的情景剧大幕随之拉开——
运河岸边，一群小学生展开一场运河歌谣比

赛。20 多首原创歌谣涵盖了历史事件、文化遗
存、乡土特产等内容，孩子们和着节拍，接龙歌
唱，节奏明快，韵律自然。

2019年，在全国大运河接力沧州区域朗诵会
上，由商忠瑞创作的情景朗诵剧《牵挂》脱颖而
出。此剧以祖孙三人与烈士隔空对话的艺术形式，
再现了解放沧州时军桥激战的场景。

创作剧本的那段时间里，商忠瑞白天走运河，
凌晨3点仍在创作，每句词、每个字都要反复推敲
琢磨。当夜深人静时，他的思路愈发清晰。每写完
一段，商忠瑞就化身剧中人，大声朗诵出来。哪句
话不合适就推翻重来，有时要反复几次。写到动情
处，不免泪流满面。

写着写着“卡壳”了，商忠瑞便到运河边转
转，再回去继续写。“大运河日夜流淌的涛声早已
融入我的血液和呼吸。”商忠瑞说，他在河边行
走、长坐、寻觅、追索，所书写和见证的不仅是河
流本身，更是运河的博大与包容。

除了编写情景剧外，商忠瑞还将运河精神注入
诗歌之中。他把运河比作一个人或一群人，写得灵
动且有生气。尤其是他对运河细节的把握和展示，
让诗文更加传神。

“它不仅仅是一条河，还是了解中国历史的线索
和脉络。”商忠瑞与运河的故事还在继续，又一部运
河题材戏剧在他心中酝酿……

吴桥县安陵镇莫家场
村，一批游客正饶有兴趣
地参观游览。这个紧邻运
河的小村子，因为红色文
化的积淀，正逐渐走进人
们的视野。

作为吴桥县第一位
中共党员和第一个党支
部的诞生地，莫家场村
充分利用并传承红色文
化，近几年陆续打造了
党建长廊、红色经典研
学基地、星火驿站、党
建文化广场、莫子镇纪
念馆等阵地。依托这些

红色元素，莫家场村成
为十里八村有名的红色
教育基地。

青县马厂镇二十里屯
村的红色文化也非常厚
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二十里屯村是
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员
依 托 运 河 开 展 革 命 工
作，留下了许多感人故
事。如今，村里建起大
运河党建生活馆，将一
些老物件、村史资料等
一一陈列，还打造了大运
河文化科技馆，通过灯、

光、电以及 3D影像，让
游客更直观地感受大运河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
运河文化鲜活起来。与此
同时，村民的生活也丰富
起来，村子的文化底蕴愈
显浓厚。

随着美丽乡村的深入
创建，运河沿岸村庄的各
种场馆陆续建成，大运河
民俗文化馆、东光油坊口
村村史馆、泊头尹庄梨文
化博物馆……因为有了这
些文化场馆，乡村文化气
息愈发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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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沧州市郊的运
河 区 刘 胖 庄 村 葡 萄 园
里，一串串水灵灵的葡萄
挂满藤蔓，即将成熟上
市。这个集批发、零售、
采摘、鲜食、酿酒、盆栽
于一体的生态葡萄园，成
为沧州及周边县市群众
周末休闲的好去处。在
观光采摘的同时，不少
人来这里感受新农村的
魅力。

走进视野开阔的村
庄，房屋院墙风格统一
和谐，改造的水冲厕所
干净无味，新民居小区

内整洁卫生，街道上一
体化的环卫处理系统正
在运行，生活垃圾有专人
及时清运，村中树木茂
盛，广场上各种健身器材
应有尽有。村里还建设了
农家书屋，免费对村民
开放，丰富了村民的文
化生活。

同样紧邻运河的青县
张广王村，因广旺农庄远
近闻名。这几年，村里道
路都进行了硬化、绿化、
美化、亮化，先后建了 5
个休闲广场，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获得国家 2A级

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两项国字称号。走在村
中，花墙、柏油路、文化
广场、健身器材一应俱
全，处处彰显着现代化新
农村的魅力。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
了解到，在创建美丽乡村
过程中，我市运河沿线
242个村庄实现了村容村
貌和环境卫生的蝶变。
不 仅 道 路 、 广 场 、 路
灯、游园等基础设施得
到提升，更实现了城乡环
卫一体化，村民生活更加
舒适幸福。

激活红色元素 乡村兴起文化热

美化村容村貌 环境蝶变更宜居

盛夏时节，沧县大白
洋桥村运河畔，百亩荷花
盛开，鸟儿觅食栖息，孩
童追逐嬉戏，一幅祥和美
好景象。

大运河在沧县境内流经
大白洋桥一村、二村和三
村，缓缓流淌的河水赋予了
大白洋桥村独特的生态资
源。近几年，这3个村庄以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
依托大运河自然文化生态打
造出多处景观，尤其是倒虹
吸工程附近的滨河公园，
可谓风景如画。曾经的坑塘
变成了荷塘，眼下正是“映
日荷花别样红”的好时节。
荷花丛中，轻舟划过，白鹭
起舞，良好的生态吸引了众
多野生鸟类在此栖息。公园
内，休闲娱乐、健身锻炼、
农艺园林、水文工程观赏等
一应俱全，使这里成为附近
村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与大白洋桥村异曲同
工，东光县油坊口村运河
风貌也焕然一新。

油坊口村是著名爱国
武 术 家 霍 元 甲 祖 籍 所 在
地，武术文化底蕴深厚。
依托这一资源优势，东光
县在此打造了以霍元甲故
事为主轴、以沧州武术文
化为基础的大运河武术文
化 公 园 。 此 外 ， 太 后 茶
棚、迎凤亭、古井民俗游
园、荷花池休闲园等，一
起构筑出运河武术文化小
镇的基本格局，成为运河
边风光旖旎的网红打卡村。

沧县捷地村御碑苑景
区，提升改造成水利工程
与运河文化相互融合的水
利人文景观；运河区西砖
河村运河产业园里，可进
行农业观光、休闲采摘、
文化体验等活动，田园风
光浓郁……

众 多 的 运 河 沿 岸 村
庄，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中变得更加美丽宜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