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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届大运河

研学旅行研讨会在沧州

召开，大运河研学产教

融合共同体同时成立，

这个云集了运河沿线院

校、企业、社会团体等

70多家理事单位的共同

体，将进行资源共享、

交流合作，在大运河研

学旅行课程、大运河研

学基地建设及大运河文

化课题研究等方面，踏

上相互借力、彼此融合

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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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乡村游别样乡村游 乐了吴桥百姓乐了吴桥百姓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我市将建我市将建
五个百姓健身房五个百姓健身房
■ 本报记者 康 宁

本报通讯员 绳 静 张蕴佳

企业积极应对
敞开大门迎来新机遇

站在位于沧县崔尔庄的纪晓岚
文化园中，59岁的代理园长刘汝政
踌躇满怀。一代文宗纪晓岚的故事
名扬四海，一部电视剧感染了无数
观众，展现纪晓岚生平、生活及文
化成就的纪晓岚文化园也吸引了不
少游人。但纪晓岚文化对沧州人尤
其是沧州青少年的影响力究竟有多
大，他并不清楚。

曾经多年教书育人，刘汝政
对这个园子更多地寄予了文化和
社会教育功能的厚望。这里的三
大殿、四合院、一生钱、大烟袋
等多个景点，展现出纪晓岚宦海
沉浮、勤政廉政的个人形象，以
及博大精深的纪晓岚文化。“有了
大运河研学旅行这艘‘船’，纪晓
岚文化定会扬帆远航，传扬万
里。”刘汝政说，纪晓岚文化园作
为市级研学基地，已承担起课外
教书育人的责任。他期盼着孩子

们在这里，能静下心来品味、感
悟纪晓岚文化的精髓，在人生成
长历程中有所改变和作为。

而紧邻大运河的吴桥杂技大
世界，是我市两个国家级研学基
地之一。每年都有众多孩子前来
研学旅行，在观看杂技表演的同
时，感受杂技艺术魅力，学习杂
技相关知识，并与杂技演员进行
互动。同样距离大运河不远的河
北线装书博物馆，作为省级研学
基地，经常会接待学生团队。就
在前不久，吴桥县新华小学的孩
子们来到这里，学习线装书和铅
字印刷的相关知识，感受古籍书
的工艺流程，体验非遗技艺的魅
力，获得了实践和知识的双重提
升。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尽
全力做好博物馆的布置和解说，
迎接更多的运河研学旅行团队，
传播好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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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宝梅

研学旅行研学旅行研学旅行
开启运河文旅新视界开启运河文旅新视界开启运河文旅新视界

近日，东光
大运河全卤面获
评河北省“冀字
号”名点，并收
获沧州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东光
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 传 习 所 等 称
号。

大运河全卤
面，在东光也叫
丰收面，是当地
百姓为了庆祝秋
季丰收准备的。
大运河全卤面的
卤非常讲究，有
十几乃至几十种
菜码及卤子，小
料摆满一大桌，
五颜六色，瞬间
勾起人的食欲，
可 谓 面 条 中 的

“满汉全席”。
多年来，制

作全卤面的技艺
在 当 地 广 为 流
传，外地人到东
光往往吃上一顿
全卤面才感觉完
美。这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也受到
了 当 地 人 的 重
视，不少餐馆的
全卤面保持了正
宗做法。一位普通的全卤面传
承人，为了做好面，不仅对面
粉精挑细选，还在和面上大下
功夫，醒面、抻面、切面都非
常讲究，制作卤子和菜码严格
按照师傅教授的手法进行，绝
不偷工减料背离传统流程。

在沧州的诸多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有很多都是传统美食
制作技艺，吴桥宫面、杨家烧
饼、金起香油、河间驴肉火
烧、沧州冬菜、沧州羊肠汤
等，之所以能成为非遗，大多
因其独特的口味和良好的品
相，而经过百年甚至千年传承
依然保持特色，就得益于这些
传承人的坚守。

运河区一位冬菜制作技艺
传承人，为了保证冬菜的口
感，不惜舍弃一年中的其他三
个季节，只选择在冬季生产。
虽然经济上少了些收益，但他
坚守了初心，也对得起老一辈
的嘱托。

泱泱华夏，美味无数，沧
州的很多美食在非遗保护和传
承中经久不衰。而无数默默无闻
的餐饮人，尊重非遗、恪守祖
训，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给大众
呈上独特的美食美味。这是朴素
的人间烟火，也是“民以食为
天”的生活样貌。每一个普通
人，都应以此为幸福，在寻常的
日子里，好好品尝美食，认真快
乐生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和
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秉承这一
理念，河北青年国旅 （沧州分公
司）将研学旅行做得风生水起，总
经理孙洪新还被市教育局聘请为研
学旅行实践工作专家，多次参与我
市研学基地遴选及研学课程编写工
作。

在孙洪新看来，研学是课堂教
学之外的实践学习。研学旅行的过
程中，孩子们不仅要看，还要参与
课程、讨论和实践活动，以此达到

知识面和动手能力的双提升。
在多年的研学旅行实践中，

孙洪新欣喜地看到孩子们的收获
和成长。在大运河研学产教融合
共同体成立之时，她所在的旅行
社有幸成为理事单位，新的研学
思路在脑海里盘旋。比如针对沧
州运河沿线园博园、非遗展馆、
南川楼及其他景点，制定非遗研
学、工业研学、国学研学、杂技
武术研学等课程，将劳动教育结
合其中，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能力的提升。
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也积

极参与到共同体中，未来将开展
大运河特色 研 学 论 坛 和 培 训 工
作，推广大运河水工文化，让大
运河文化遗产流动起来。“希望
院校、企业和社会团体共同发
力，让大运河文化走进校园，让
沧 州 大 运 河 研 学 基 地 走 向 全
国。”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
刘宝锁说。

大运河研学旅行研讨会之后，

无论是院校还是企业，都将研学
基地的申报提上了日程，一大批
新的研学基地即将诞生，这不仅
有助于相关专业大学毕业生就
业，同时也丰富了运河沿线孩子
的研学旅行。

日前，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我
市将在运河区 5个社区建设百姓健身
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
的室内健身服务。百姓健身房试点将于
9月底完成，预计10月向市民开放。

这 5 个试点健身房为名著社区、
晴川路社区、育才路社区、北门社
区、领秀社区的 5处体育用房或社会
力量建设的小型场馆。每个健身房使
用面积不低于 150平方米，服务半径
不大于 1.5千米，内部功能区域布局合
理，设置有氧区、力量区、操舞房、
棋类区或乒乓球室，配有跑步机、划
船机、椭圆机等十余种健身器材。

据悉，百姓健身房实行公益性低
收费价格政策，采用会员制运营。会
员可享受专业健身教练对有氧、力量
等器械的使用指导，开放时间段内
不限时不限种类使用健身器械；定期
免费进行运动健身培训。还可免费参
加运动损伤的预防及康复讲座；参与
社区运动会比赛。营业时间为周一至
周日6：00至22：00时。

今年，我市积极构建多层次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布局，探索群众身边的健身
场地建设新模式，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村史馆里了解乡土文化、纪念馆
里瞻仰革命先烈、生态园里体验采摘
休闲、民宿院内感受田园生活……在
吴桥县曹洼乡岳庄村、安陵镇莫家场
村等美丽乡村，不仅有诸多具有本土
特色的展馆吸引游客，乡村民宿也成
了“香饽饽”，乡村游正带火当地经
济。

清晨，曹洼乡岳庄村迎来了第一
拨游客，人们在岳飞雕塑广场驻足，
听岳庄村的来历及岳飞后人迁徙至吴
桥并发展壮大的历程；逛岳飞纪念
馆，在图文及展陈中了解岳飞生平和
事迹；游村史馆、生态观光园、胡同
和民居，感受美丽乡村文化历史和新
景观……

村中最具特色、最吸引人的要
数谷物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集特色
文化场馆、特色餐饮和特色民宿为

一体。尤其是特色民宿，同时融入
了谷物元素和杂技元素。谷物元素
与本村农产品加工企业密不可分，
而杂技元素更多结合了村里世代相
传的杂技世家故事，各房间采用不
同谷物命名，用谷物进行装饰，具
有浓浓的乡村特色。

此外，村中很多农户将自家建成
了特色民宿，环境优美，出门便可感
受自然田园，还提供特色农家饭。特
色民宿吸引了很多来吴桥旅游的人入
住，不少城里人还专门来此体验农家
乐趣、感受田园生活。目前，曹洼乡
民宿从业人员近百人，年接待游客
7000余人次。

在安陵镇莫家场村，以莫子镇英
雄事迹为依托的红色乡村旅游越来
越火。红色革命小院，一幅幅书画
作品，表达着主人爱国爱党的情

怀；村党史馆、星火驿站，都传递
出革命先辈为国捐躯的无畏精神；
莫子镇纪念馆中，英雄的革命事迹
令人肃然起敬……这里已成为吴桥
及周边县市群众接受红色教育的基
地，几乎每天都有团队前来参观游
览，一些村民做起了旅游生意，有
的还当上了导游。

桑园镇大第九村，由大第九、
小第九、宋家院三村合建的大运河
民俗文化展馆，紧邻运河，通过实物
展示、书画交流和主题体验等方式，
展现大运河沿岸乡村风情及吴桥杂技
文化。来吴桥的游客，看过杂技表
演、赏过酒章文化，很多人慕名来到
这里，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风貌。

近几年，吴桥县紧抓乡村振兴
战略机遇，充分发挥美丽乡村资源
优势，打造集乡村特色民宿、农家

乐、特色观光采摘于一体的“吃住
行、游娱购”服务体系，加快推进
旅游民宿建设，致力于把民宿产业
打造成富民强乡的幸福产业。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多个村庄挖掘本土

历史文化，并融入吴桥杂技旅游产
业、大运河文化及乡村采摘休闲等
元素，打造出一个个多元文化交融
的旅游乡村，带动并促进了农民就
业和增收。

在美丽乡村体验田园生活在美丽乡村体验田园生活

2022 年 高 校 招
生季，沧州职业技
术学院旅游管理专
业迎来了 120 名新
生，实现历史性突
破。当时旅游行业
并不景气，这让学
院副院长孟洪武犯
了愁：这么多人学
旅游管理，将来怎
么就业？

不久后的一次
会谈，让他打消了
这一困扰，沧州职
院与“亲子猫”达
成合作意向。“亲子
猫”是亲子猫 （北
京）国际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旗下品牌，专
门做研学旅行课程和
证书的培训，在国内
多个城市建有研学基
地。今年 1月，校企
双方签订合作协议，
共建“研学旅行产业

学院”。2023级旅游管理专业将设置
研学旅行方向，而整个专业报考研学
旅行策划与管理“1+X”证书的学生
达 40余人。获得此证书，就意味着
就业又多了一个法宝。

作为运河沿线城市，沧州有着宝
贵的运河旅游资源，如何将研学旅行
的相关课程、课题及就业途径与这些
优势资源相结合？沧州职院相关领导
想到了组建联盟或共同体，并着手
筹划大运河研学产教融合共同体成
立相关事宜。大运河沿线院校包括
嘉兴旅游职业学院、济宁职业技术
学院等 30多所院校都参与了进来。
这些院校除了课程研究、教材开
发、人才培养外，相互间还将进行
实训交流。沧州运河畔的研学基
地、实训基地，或将迎来沿线其他
城市高校学子的光顾，沧州的学生
也有可能去往南方运河沿线城市实
习交流。

孩子们在研学中获得成长孩子们在研学中获得成长

大运河研学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员游览大运河非遗馆大运河研学产教融合共同体成员游览大运河非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