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话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

运河项目被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作为京杭大运河
流经重要节点城市，我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大运
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重要指示精神，加强顶层设
计，完善规划体系，突出项
目谋划，扎实推进大运河文
化 带 、 生态带、旅游带建
设，打造“这么近，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优选地。为展示
成功申遗十年来的变化，本报
从即日起推出“运河两岸气象
新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
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把沧州悠久的历史文化注入一条
老街，让古老街区焕发时代活力，该如
何做到？走，去南川老街，在游览大运
河河畔繁华“不夜城”中便能找到答
案。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市区运河
两岸热闹起来。清风楼前，不少人把手
机调成视频模式，等待拍摄清风楼亮灯
时刻。解放桥两侧人头攒动，人们选择
最佳角度，拍摄运河夜景。而更多的人
则涌入运河岸边的南川老街运河市集。

矗立在运河之畔的清风楼、朗吟
楼、南川楼，承载着千年运河文化的深
邃积淀，见证了沧州优秀传统文化从历
史走向现实之路，绘就了南川老街浓墨
重彩的历史文化画卷。

穿行于南川老街，“一核（核心区
游园——南川园）、五街（食味运河、

市肆百业、文武畿辅、时尚南湖、醉夜
沧州）、三节点”（南川楼、朗吟楼、给
水所公园）的空间布局清晰了然。在南
川园，只见园中亭台楼阁点缀，山水花
木环绕，游廊凉风习习，风景秀丽如
画。漫步于各个街区，别致的院落古香
古色，颇有意蕴。“作为土生土长的沧
州人，看着运河岸边的美景，我感觉很
自豪。希望家乡越变越美。”市民刘丽
丽说。

据介绍，南川楼始建于明朝嘉靖
年间，是长芦盐运使司的产业。当
时，沧州运河边商号林立，经济繁
荣。南川楼建成后，很快成了盐运使
司官员们邀客登临、饮酒赋诗的去
处。明末清初，昔日光彩照人的南川
楼成为废墟，只是作为地名沿用至
今，成为一辈辈沧州人的记忆。如

今，这座河畔名楼，又以崭新姿态重现
运河岸边，见证着新时代沧州的发展。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保
留利用既有建筑、保持老城格局尺度、
延续城市特色风貌”的总体原则，对南
川楼片区进行更新改造。垃圾清理，拆
迁拆违，生态修复河道清淤，文物保
护，着力实施绿化提升与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中心城区河道综合治理……
我市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保持大运河外
观、风貌的原真性、唯一性。如今，南
川楼片区迎来了破茧重生，南川老街也
依托丰富的商业形态、多样的文化体
验、完善的休闲服务，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游客。

逛市集、吃美食、看展览、品文
创、听音乐，有吃喝、有玩乐、有交
流、有学习、有进步……在南川老街，
人们既能沉浸在市井烟火的简单快乐
里，又能投入到运河文化的独特韵味
中。南川老街自开街以来，各种表演
秀、激光舞、喜剧杂技、川剧变脸、
民族舞蹈等精彩节目一一上演，吸
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身着各式汉
服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华美的

服装与古风古韵的街道相得益彰，
共同见证着专属于大运河畔的浪
漫。南川老街推出众多文化或创意
类门店，剪纸、木梳、葫芦烙画、蔡
氏布贴画、红木小件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得到集中展示，吴桥宫面、连镇扒
鸡、金丝小枣、奇美香肠、沧州火锅
鸡等特色美食，给游客带来舌尖上的
享受。

这样的“城市会客厅”，一边讲
述着沧州的风韵和文化，一边积蓄着
城市的温度与力量，吸引不同年龄段
游客前来。今年“五一”小长假，南川
老街接待游客量跃升至23万人次，和
园博园、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一起，成为沧州中心城区文旅发展的新
地标，成为沧州跻身全国受游客追捧的
20个小众旅游目的地城市第六位的

“流量密码”之一。
一头连接过去，一头承接未来。

南川老街，这条浓缩着城市历史的历
史文化街区，正随着我市加快城市更
新和文旅融合发展的脚步，演绎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薪火相传的文化
力量助推沧州高质量发展。

传统文化落地传统文化落地““新生新生””古老街区盛景再现古老街区盛景再现
———走进南川老街看我市历—走进南川老街看我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本报记者 李 倩 本报通讯员 闫 冰

看表演、品美食、赏非遗……端午小长假，在大运河畔的南川老街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殷 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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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屈鹏 通讯员韩瑞
雪） 为加快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领跑者”企业品牌提升，助力企业
增强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省工
信厅开展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冀有特
色”品牌培育库遴选工作，全省共100
家企业入选。其中，我市河北华洋钢
管有限公司、沧州华润化工有限公司
等14家企业进入2024“冀有特色”品
牌培育库名单，数量居全省第一。

据介绍，建立“冀有特色”品牌
培育库，旨在重点培育一批细分市场
有竞争优势、品牌价值高、创新能力
强的优质企业，构建县域特色产业集

群品牌培育体系，助力提升企业品牌
建设能力。按照计划， 2023 年至
2027年间，我省每年在自愿参加的
企业中优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
企业、头部企业，集群中有品牌荣誉
称号的企业等优质企业，纳入“冀有
特色”品牌培育库，并组织新入库企
业分期参加品牌研修班，加快推进县
域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等企业品
牌提升，助力企业增强产品竞争力和
市场占有率。

据悉，自2023年至今，“冀有特
色”品牌研修班已举办两次，我市共
有25家企业参加。

本报讯（记者谢颖颖 通讯员闫
冰）6月8日，沧州首届火锅鸡文化节
在南川老街朗吟楼广场启动，吸引了
众多市民和游客的关注。

火锅鸡是沧州的“地标性美食”
之一，以其麻辣鲜香的特色，深受游
客喜爱。本届火锅鸡文化节旨在通过
美食与美景深度融合，以武术、杂
技、火锅鸡等沧州特色文化元素和美
食佳肴，吸引更多全国各地的游客来
沧作客，助推沧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

活动现场，3个直径6米的巨型火
锅前人头攒动，香气四溢的火锅鸡令
人垂涎欲滴。游客们或是大快朵颐，
或是拍照打卡留念，洋溢着满满的

“烟火气”。来自北京的胡磊开心地
说：“沧州文化氛围很浓、特色美食火
锅鸡非常美味，我特意在这个假期带
女朋友来感受一下，没想到又幸运地
碰上了这个火锅鸡文化节，我们赶紧
报名领取了免费品尝券，大饱口福，
真是不虚此行！”

19时30分，火锅鸡文化节在《凤
舞朝明》舞蹈表演中拉开帷幕，非遗
展示、杂技、武术等文化演出活动将
现场气氛推至高潮，也让在场游客玩

“嗨”了。市民王桐激动地说：“火锅
鸡是我们城市的特色美食。看到这么
多游客在这里享受美食、欣赏表演，
我深感自豪。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持
续举办，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城市
和文化。”

此次火锅鸡文化节为期三天，由

沧州各大火锅鸡品牌提供餐品。为让
游客拥有更好体验效果，园区面粉厂
广场还设置有分会场。“真是太赞了，
这不仅是一次味蕾的狂欢，更是一场视
觉盛宴。”来自天津的赵语诺兴奋地
说，武术表演中，武者们矫健的身姿、
凌厉的招式，让她领略了沧州武术的
博大精深，杂技表演更是惊险刺激，
让人惊叹，还有这吃了还想吃的火锅
鸡……她由此喜欢上了沧州这座城，
回去后一定要把沧州推荐给亲朋好友。

火锅鸡文化节让八方来客火锅鸡文化节让八方来客————

吃 得 过 瘾吃 得 过 瘾 玩 得 开 心玩 得 开 心

海洋，是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绿色发展，
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建设
美丽中国，为保护好地球村作出中

国贡献。
长江口滨海滩涂的互花米草难觅

踪影，“神话之鸟”种群不断复苏，
“微笑天使”东亚江豚与海岛县城居民
和谐共处……

6月 8日“世界海洋日”前夕，
记者在多地采访时发现，沿海省份不
断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修复工作，采取
有力措施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一些

城市构建起统筹各方的海洋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为守护人类共同的“蓝色
家园”贡献中国力量。

滨海滩涂“变身记”
俯瞰上海临港新片区滨海区域，

一个个形状如同开口贝壳的大型牡蛎
礁在潮涨潮落中隐现，各类海鸟不时
飞过， （下转第三版）

更好守护我们共同更好守护我们共同的的““蓝色家园蓝色家园””
———深耕—深耕““蓝色国蓝色国土土””新实践新实践

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顾小立 董 雪 郭 翔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医药产业发展医药产业发展忙忙
目前，沧州经济开发区医药产

业已形成医药生产和医药销售物流
两大板块链式发展的格局。涵盖了
制药、医药物流、生物技术研发等
门类，拥有各类经济主体50余家，
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图为
在河北神达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的立
体仓库内，工作人员正在拣货。

胡祝源 殷 实 摄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通讯员胡
娜）近日，在盐山县庆云镇漳卫新河
桥头，老庆云京剧社的演员们身着戏
服、面涂油彩，为村民们献上精彩的
戏曲表演。

每逢集市，庆云镇民间文艺团
体，都会自发来到镇上演出。赶集的
村民不仅能逛街购物，还能欣赏戏
曲、秧歌、腰鼓、乐器演奏等表演。
许多村民特意在集市日赶到表演地点
观看演出。现场阵阵喝彩声和鼓掌
声，映衬着庆云镇日益富足的精神文
化生活。

东关村的刘胜利是民间文艺团体
组织者，他说：“现在咱农村生活越
来越好，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
高。镇里有好多有才艺、喜欢表演的
乡亲，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既能为他

们提供展示机会，又能让其他村民大
饱眼福。”为了把这项活动开展起
来，刘胜利自掏腰包，购买了大鼓等
乐器及音响设施，积极组织村民们排
练节目，指导大家公开表演，并逐渐
形成了“常态化”演出。

如今，文艺表演已经成了庆云镇
集市的“招牌”，周边的村民也闻讯赶
来，欣赏这些精彩表演。“有了这个演
出活动，我们休闲放松又多了一个选
择，没事的时候来看看表演，比刷手
机、打麻将好得多。”村民艾猛说。

盐山庆云镇盐山庆云镇““文艺大集文艺大集””乐村民乐村民

本报讯（记者尹君伊 通讯员宁
玲玲）近日，在渤海新区黄骅市行政
审批局政务大厅内，12枚信用修复
专用章被依次交到行政部门相关负责
人手中。专用章的效力等同于公章，
这意味着在今后的信用修复中，可以
随时根据企业信用修复情况加盖修复
章，业务办理时间将大大缩短，进一
步助力经营主体提升信用水平。

“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有时会因
违规行为受到相关行政部门处罚，而
企业在纠正失信行为后，需要进行信
用修复，改善自身信用状况。办理信
用修复，以往需要准备特定的证明材
料，收集过程较为复杂和繁琐，需要
企业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渤海新
区黄骅市信用办工作人员介绍，“这
一次我们创新工作方法，联合农业农
村、社会事务、气象等 12个行政部
门，将信用修复认定业务进驻到政务
大厅并启用信用修复专用章，提供信
用修复‘一条龙’服务，以进一步便

民利企。”
在渤海新区黄骅市行政审批局政

务大厅，开设有“信用修复高效办成
一件事”专窗，企业只需收集整理好
相关资料，完成盖章，其他如信用信
息注册、资料上传、信用修复等环
节，都可以交给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办
理。企业人员不必再像以前那样跑各
部门认定，而是由信用办工作人员到
各部门进驻窗口盖章认定。

同时，信用办还与市场监管部门
建立了线上会商机制，由市信用办定
期筛选出市场监管领域行政处罚达到
最短公示期的企业信息，填写《“信
用中国”网站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
信息修复申请表》，通过线上方式推
送至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局对企业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的责任义务
情况进行审核，完善申请表信息后加
盖公章确认后集中反馈，为企业减少
了办理时间和成本负担，实现信用修
复真正只跑一次。

渤海新区黄骅市开设渤海新区黄骅市开设““信用修复高效办信用修复高效办
成一件事成一件事””专窗专窗

企业办理信用修复企业办理信用修复““只跑一次只跑一次””

我市我市1414家企业家企业

入选入选““冀有特色冀有特色””品牌培育库品牌培育库

本报讯（记者孙健 通讯员李世
文）日前，河间市尊祖庄镇北司徒村
广场上热闹非凡，一群群“红马甲”
正热情忙碌着，为有需求的村民提供
各类服务。

记者在现场看到，志愿者们自带工
具，义务为村民理发、维修自行车和小
推车等。对于一些损坏的大件物品，志
愿者还上门服务。来自医院的志愿者
们，则发挥自身专长，提供免费测量血
压、监测血糖和进行眼疾筛查等服务。

近年来，河间市充分发挥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作用，整合各
方资源力量，组建由党校教师、老党
员、“道德模范”等志愿者构成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理论政策宣讲志愿服务
队，以“‘红马甲’走亲戚”新时代
文明实践品牌活动为载体，每月深入
农村社区开展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
真正把群众聚起来，把服务沉下去，
为群众点对点解决生活难题，让他们

感受到贴心服务和家人般的温暖。
志愿者陈立娟是蓝天救援队成

员，当天，她来到北司徒中心小学，
为学生讲解防溺水知识，提升未成年
人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暑期
临近，针对孩子们的防溺水宣传教育
必不可少。”陈立娟说，希望通过小
手拉大手，呼吁更多家长和社会各界
高度重视，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活动当天，河间市金秋歌舞团的
演员们为村民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
出；志愿者董杰通过故事分享的形
式，讲述家庭和谐、邻里和睦故事，
增强村民对传统家庭观念的认同，弘
扬时代文明新风……

村民苑宝珍在家门口体验到志愿
者的热心服务，心里暖洋洋的。他
说，志愿者不仅为大家提供优质服
务，还用“百姓话”说百姓事，用小
故事讲“大道理”，把真情和温暖送
到了村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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