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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沉浸““宴海如梦宴海如梦””梦回梦回““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
■ 本报记者 康 宁 本报通讯员 姜 月

大运河畔大运河畔
葡香满园游人醉葡香满园游人醉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本报通讯员 史飞飞

摄影 杨 洋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最近，邻居张姐家
里有两双鞋坏了需要修
补，还有几件衣服想要
改一下，她骑车在附近
几条街巷转了几次都没
有找到摊位，不得已在
业主群里求助。有人回
复她，颐和文园商业街
有个修鞋摊，而改衣服
的话可以去一中前街那
边看看，好像有修改服
装的门店。张姐感叹，
离家都太远了！

曾几何时，鞋子破
了到街角就能补，菜刀
钝了下楼就能磨，钥匙
丢了小区门口就可以
配，而修理自行车的小
摊更是随处可见。这些
具有浓浓烟火气的便民
服务，承载了很多人的
回忆。然而，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推进，很多社
区都变成了高楼大厦，
这些“小修小补”逐渐
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现
有的也是散落在老城区
的角落，难以寻觅。

生活在新社区和高
楼里的城市人，仍然要
吃穿住行过平常生活，
依然有“小修小补”的
需求。换句话说，人们
既需要有品质的城市环
境，也需要接地气的生
活服务。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年初，商务部
提出将结合前期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
动，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
范有序回归百姓生活，使居民生活更加
便利。在沧州，也有不少街道或社区开
始积极推进这项便民服务。

然而，“小修小补”登堂入室面临
房租成本压力，街边摆摊又受城市管理
约束，加之年轻人不愿从事小摊生意，
一些老手艺人又逐渐老去……便民服务
重现似乎困难重重。笔者以为，“小修
小补”回归，需要多方共同发力，相关
部门应为“便民服务摊点”留出一定的
空间，同时在房租、税费上给予优惠或
减免等，让本小利薄的从业者能守住摊
子、守好摊子，更好地服务市民。而街
道和社区，也可以成立“便民服务
群”，对辖区内修修补补等相关服务人
员的信息进行整合，让居民出门就能解
决生活所需。

串串葡萄高挂枝头，葡香满园游人如织。
近日，位于运河区刘胖庄村的金运葡萄园采摘
节开幕，来自沧州及周边群众纷纷来这里采摘
游玩，体验运河畔休闲的乐趣。

走进葡萄园，葡萄树枝叶茂盛，三三两两
的游客提着篮子、拿着剪刀穿梭在葡萄树中，
孩子们则一边玩耍一边采摘，欢笑声不绝于
耳。果农们则穿行其间，为采摘的游人提供服
务，言语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里的葡萄
皮薄肉厚还很甜，主打健康绿色，带孩子边吃
边玩特别好。”前来采摘的市民刘帆兴奋地
说。据葡萄园负责人常倩介绍，今年葡萄园丰
富了葡萄品类，引进了峰后、京亚等 20余个
品种，目前成熟的主要是巨峰、玫瑰香等，采
摘期会持续到10月底。

近年来，运河区对大运河沿线整体风貌改
造提升统筹规划，依托良好的地理优势，通过
流转河滩地，打造四季果林、生态花带、休闲
农业等农业观光旅游区，举办采摘节、亲子游
等活动，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打造大运河畔农
旅生态之城。

勾栏瓦舍、行船画舫、小桥流
水，配以假山、人造池、花木等景
观，中捷产业园区内，“宴海如
梦”沉浸式文旅产业园项目正在加
紧施工。此项目以宋代元素为主基
调，以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为
蓝本，再现北宋都城的风雅与韵
味，项目以商业综合体的形式呈
现。

此项目是一座 7层建筑，集商
业、娱乐、休闲、旅游、非遗、演
出等多功能于一体。一层中心主体
区域包括特色美食街巷、水上景观
区、散座就餐区、贵宾就餐区，并
融合主题演艺、水上演绎、行为艺
术等内容。

水上景观区整体以园林为造林
手法，行船画舫、亭台廊桥点缀其
间，加上矶石、水池元素作为装
饰，仿佛步入古代大户人家庭院之
中，动静结合。穿过水上景观区向
南进入散座就餐区，是依靠水景景
观而建的室内休闲亲水平台，邻水
就餐，惬意舒适。

中心主体区域两侧是东、西街
区，东街区突出“闹”，将地域民俗
文化、民俗生活场景、民俗演艺活

动等文化植入商街中。西街区则突
出“雅”，打造一店一坊，茶坊、酒
肆、乐馆、食店、柜坊、银铺、客
栈等特色商铺，把宋代市集、坊间
美食、茶艺等一一还原，长衫罗
裙、花灯剪纸展示了百工竞巧、风
雅精致的宋文化。

除了这些功能区域外，一楼还
穿插特色演绎板块，以“沉浸式+微
舞台+互动演艺”全景呈现当地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包括勾栏瓦舍主
题演绎、灯笼仙子特色演绎、行为
艺术微演绎。大厅顶部装饰花灯，
还原国风市井场景风貌。建筑以亭
台楼阁为场景搭建，给游人带来宋
朝市井文化体验。

二层主要是娱乐区域，解码
“国风夜市”新玩法，激活“非遗”
生命力。依托市井故事背景，打造
市井文创市集，高科技声光电，让
夜间游览更有趣味性。这层娱乐项
目丰富，有跑步机互动球、篮球九
宫格、趣味粘粘乐、音乐跷跷板、
击鼓传声装置、巨型扭蛋机等。

三层、四层主打餐饮娱乐，建
有“樊楼”，五层、六层为宴会厅，
可餐饮、商演、休闲。

七层 2000平方米的表演厅可容
纳 800 多人，表演剧目有非遗展
示、杂技表演等体现当地文化特色
的剧目。

“宴海如梦”沉浸式文旅产业园
项目规划占地 50亩，主要建设沉浸
式文旅商业综合体及配套服务中
心、度假酒店、商业步行街等。预
计每年客流量可达 200万人次，带
动300余人就业。

大运河研究院有着聚集人才
的功能，自成立以来，通过各种
形式的活动吸引全国各地不同专
业人才 100余人。在王凤春的带
动下，学校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
接触大运河文化，并纷纷参与相
关项目研究，两年多时间，科研
项目达40多项。

2021年，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主办线上“北方最美运河”学术
论坛，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河北省社科院、聊城大学、
扬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多所
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一些企业
和社会专家学者也积极发言。这
其中，王凤春不遗余力地组织、
策划，并建立了大运河研究的人
才储备库。

除了日常教学和系里行政工

作外，王凤春还积极参加社会上
各种与运河相关的活动，传播大
运河文化。在中国航海日会议
上，王凤春发表演讲，一篇《文
化的作用——沧州大运河文化的
保护与发展》，让嘉宾耳目一新，
对沧州运河文化有了深刻印象。

“没想到一位研究水利的老师，
竟对文化有如此情怀。”中国航
海博物馆负责人的一句话，极大
地 鼓 励 了 王 凤 春 。 随 后 ， 在

“2023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题
研讨会”“大运河研学产教融合
共同体成立大会”上，她又代表
学院发言，成果受到与会专家的
认可与支持。这累累硕果的背
后，是王凤春多年来对运河文化
研究的积累，更是对运河浓得化
不开的情怀。

8月 24日，2023世界运河

城市论坛在扬州开幕，作为沧

州代表团一员，河北水利电力

学院水利工程系副主任、沧州

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凤

春前往参加，在与国内外嘉宾

的深度交流和观点碰撞中，她

蕴藏在内心深处的运河情怀，

再一次释放。这次经历让她更

加坚定，除了教授专业知识

外，还要把运河文化和沧州地

域文化传递给学生。

42岁的王凤春理工科出身。一直从
事水环境和水生态教学与研究的她，从未
想到有一天会与运河文化产生如此深厚的
交集。

首都师大研究生毕业后，王凤春开始
了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工作的职业
生涯，也是在这一年，她开始接触水文
化。其间，她负责全国水利普查、水文化
专项调查等工作，运河文化属于其中的一
部分。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对北京段运河
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

2018年，王凤春博士毕业后来到沧州
工作，任教于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水利工程
系。作为一所服务地方的应用型本科院
校，如何更好地支持和服务沧州？王凤春
首先想到了运河水文化。从小在运河边长
大的她，对运河有着特殊的感情，更愿意
拿出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她。

经过对国内外大运河研究机构设立及
研究方向的大量调研，结合大运河河北
段、沧州段实际情况，王凤春编写调研报
告，上报学校请示成立研究机构开展研
究、服务地方。2020年 11月，河北水利
电力学院大运河研究院成立，作为校级科
研机构，大运河研究院承担着大运河人才
聚集、人才培养及相关课题研究的重任，
而担任执行秘书长的王凤春更是几乎将全
部业余时间倾注其中。

考察调研、编写教材、主办活动、教
授课程……在王凤春的努力下，大运河研
究院连续两年获得河北省委人才办人才强
冀重点工程，“大运河人才聚集与培养基地
建设项目”获得2021年度优秀项目二等奖。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是一所理
工科院校，所学多为逻辑和数理
思维，学生们会对文化历史感兴
趣吗？带着些许疑问，王凤春在
2021 年申请开设了 《大运河概
论》公共选修课，并编写了校本
教材《大运河知识读本》。

意想不到的是，不仅水利工
程系学生踊跃报名，其他专业的
学生也纷纷抢占名额。这门课程
涉及世界运河、中国运河，以及
大运河河北段、沧州段的知识普
及与人文概况。王凤春在上课

时，不仅讲授水利工程文化，更
传递运河文化及精神，比如世界
文化遗产东光谢家坝，其筑造历
史背景、涉及专业的水利工程夯
筑技术，还有背后的历史故事、
文化内涵，她都娓娓道来，学生
们听后直呼过瘾。

这门选修课瞬间在全校引发
关注，越来越多的学生争相选修
《大运河概论》，因名额有限，经
常一座难求。不少学生因此爱上
了运河，他们三五结伴游览运
河、拍摄运河风情，有的还将对

运河的情感写成文字、做成海
报、编辑成Vlog。

每学期选修课结业，学生们
都会交上各种各样的作品，还衍
生了许多创业创新项目。水利系
学生团队开展了“河流冲刷作用
下连镇谢家坝稳定性分析”和

“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土地利用变化
分析”创新训练项目，并拍摄出
科普作品；水利、自动化、计算
机等专业的学生们打造出“狮城
之行”大运河旅游路线；计算机
专业学生制作的大运河VR，作品

获得了中国大学生数字媒体科技
作品一等奖……运河文化在校园
内被广泛传播，王凤春深感欣慰。

通过活动带动思维和行动，
王凤春坚信，点滴的渗透比课堂
上单纯地讲授效果更好。她在校
内多次组织策划活动，比如“中
国水周”举办大运河知识竞赛，
在拔河、篮球等赛事中穿插运河
知识有奖问答等。临近毕业，她
还带领学生到运河沿线水利工程
地进行实习，让学生们在实践中
获得更多对运河鲜活的认知。

让学生爱上运河

大学校园大学校园大学校园
浸润浓浓运河情浸润浓浓运河情浸润浓浓运河情

办活动聚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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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学生参观大运河非遗展馆带领学生参观大运河非遗展馆

““宴海如梦宴海如梦””沉浸式体验效果图沉浸式体验效果图 ““宴海如梦宴海如梦””商业综合体外景效果图商业综合体外景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