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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活动访谈

环节在东光县文化馆
举行。

沧州日报常务副
总编张徽贞说，“大

运之河 全域走读”大型社会活动
已举办五场，这次走进东光，探究
这里何以出现世界文化遗产点、出
了那么多历史名人，也溯源连镇这
个自古以来的商贸重镇深厚的商业
基因，探寻这里如何造就了如今制
造业强劲发展的盛况，出了许多像
鑫田纸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这
样的创新型成功企业。没有随随便
便的成功，它源自勤勉努力、创新
智慧，也源自历史基因、经济生
态。这次走读运河，是一次接地气
的走读。我们实地领略了大运河东
光段的美丽风景，触摸了这方土地
上的悠悠文脉。

东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雪
说，大运河东光段清波潺潺，景致
秀丽。近年来，东光在运河沿线重
点打造了 10 个“一村一品”村
庄，将水工文化、红色文化、武术
文化等融入运河文化中，人文景观
和自然生态相得益彰。

东光县委宣传部二级主任科员
朱玲华说，大运河是东光人民的母
亲河，承载着千百年的岁月变迁。
运河沿岸文化遗产 27处、非遗项
目 68个，其中，世界文化遗产点
谢家坝尤为引人注目。

东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二
级主任科员张振荣说，东光积极
推进完成了大运河谢家坝水工智
慧展示馆、大运河武术文化公
园、文武油坊口、小龙湾文化公
园等一系列项目建设，今年还将
开工建设大运河国家步道 （东光
段）项目。

东光戏曲文化源远流长。“元
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是东光
人，到了近现代，又涌现出京剧大
师荀慧生。东光鑫田纸箱机械制造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鑫与荀派名
家孙毓敏入室弟子、荀乡京剧社成
员马英华分别演唱京剧《智取威虎
山》选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金玉奴》选段“花烛夜”，一段深
情温暖、铿锵有力，一段如泣如
诉、优美动听，让人欣赏到了国粹
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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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光，与大运河这张文化名
片相辉映的，还有一张亮丽的经济名
片——“中国纸箱包装机械之乡”。

活动当天，一行人踏入东光县
纸箱包装机械产业展厅，瞬间被这
里的勃勃生机和前沿技术深深吸引
住了。河北东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包装机械产业服务局
局长郑新杰为大家讲述了东光纸箱
包装机械产业的发展历程和产业特
色。在长达20米的机器上，放上纸
箱制作材料，全程自动化，1小时
就能生产20000个纸箱成品……智
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流程令众人叹
为观止。

随后，大家来到了运河畔的李
四维村，这里有着“北方纸箱包装机
械基地”的美誉。为何有此称？东光
县鑫田纸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李鑫揭开谜底。1984年，李鑫
率先创办民营企业生产刀具配件。
1986年，他第一个在东光生产出纸
箱包装机械设备，为东光县纸箱包装
机械研发了第一代产品，培养了第一
批人才。1992年，他提出“创先、
求精、增多、带广”的企业文化理
念。在李鑫的带动影响下，纸箱包装
机械企业在李四维村如雨后春笋般发
展起来，并辐射到东光县。后来，李
鑫又提议成立纸箱包装机械制造联合
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带领产业不断实
现自我超越，形成规模优势，始终走
在创新发展的路上。

小纸箱里竟蕴含着“大智
慧”，大家一边参观一边感叹。大
运河在这里留下了一段悠久的历
史，更滋养了人们不断创新、追求
卓越的精神。 杨静然

小纸箱装满小纸箱装满““大智慧大智慧””

作为本次“大运之河 全域走
读”大型社会活动的联合推广单
位，沧州银行东光支行、东光县
文化馆、东光县纸箱包装机械制
造联合会、东光县连镇镇李四维
村村委会、东光荀乡京剧社也派
代表参加了活动。活动中，这些
参会嘉宾畅所欲言，抒发对东
光、对运河的深情。

东光县文化馆馆长薛辉：文
化馆通过开展文化进景区、进街
区以及“遇见艺术”“唱响河
北”“舞动河北”“画说河北”等
活动，不断丰富东光文旅业态。
此外，文化馆还承办了“文化下
乡”“戏曲进校园”等系列惠民
活动。

东光作家代表金培瑞：依托
文学季刊，如今，文学的种子已
播撒到东光的每个角落，一批文
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东光的作
家们始终都在为时代而歌、为大
运河而歌。

东光美协主席于志祥：东光
是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创作了不
少以家乡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未
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用手中
的笔画好家乡和大运河。

东光书协主席陈国政：东光
书法爱好者不少。首批沧州市级
书法之乡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
东光镇。今后，东光书协争取多
出拳头作品，培植书法新人，用
书法的形式讴歌母亲河。

东光非遗代表、观州葫芦制
作人张卫东：观州葫芦创作融美
术、雕刻、镶嵌技艺于一体，凝
聚着世代运河艺人的文化修养和
精湛技艺。我制作葫芦艺术品
40 多年，开发出茶壶、挂件等
多种工艺品，始终保持着手工制

作的传统。
东光县连镇镇李四维村党支

部书记李星：李四维村位于运
河“几”字弯内，风光秀美。改
革开放初期，一些村民摸索着办
厂子。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村
就有了“北方纸箱包装机械基
地”“东光县第一个亿元村”的
美誉。如今，村里 80 多家企业
抱团发展，老百姓生活富足。

东光荀乡京剧社社长张景
明：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荀
慧生先生从小生长在运河边。为
纪念荀慧生先生，东光修建了荀
慧生纪念馆，还成立了荀乡京剧
社。多年来，荀乡京剧社一直坚
持公益演出，为传承、弘扬京剧
艺术而努力。

沧州孔子学会秘书长孔维
涛：沧州孔子学会目前正在进行
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课题的研
究。这次东光之行，每个人都收
获很大。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运河
文化的灿烂厚重，还体会到了运
河经济的勃勃生机。

沧州银行东光支行副行长王
天野：听完老师们的讲解，我对
运河历史文化以及东光纸箱包装
机械产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美丽的大运河润泽着狮城万
物，也孕育了砥砺前行的沧州银
行。沧州银行成立于1998年。在
大运河的哺育下，沧州银行走过了
26个春秋，如今已有115个营业网
点，遍布燕赵大地。沧州银行始终
践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
业、服务城乡居民的理念。未来，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当地老百姓
提供更实惠的产品和更贴心的服
务。

杨金丽 整理

微风徐徐，汽车在乡间小路穿
梭，拐过一弯又一弯，一片宁静而
壮美的景象映入眼帘，这便是谢家
坝。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运河河
道，坝体上斑驳的水渍，见证着大
运河曾经的辉煌。

谢家坝曾多次决口，清代，连
镇谢氏乡绅捐资，组织人力筑起长
218米、高 5米的堤坝，取名谢家
坝。在运河水势浩大的年代，谢家
坝对防御洪水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谢家坝旁，有一栋临河而建
的红墙建筑——大运河谢家坝水工
智慧展示馆。众人走进馆内，通过
文字、图片、模型等了解大运河的
水工智慧。

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谢家坝

的夯土技术，这也是谢家坝的精华
所在。“当年，人们用糯米熬制成
浆，与石灰黏土按比例拌和，夯筑
成坝体。这种利用糯米浆制成的三
合土坚固无比，耐强流冲击，越是
遇水越是耐用。”解说员生动地为大
家讲解了谢家坝的筑坝工艺。古人
的智慧，惊艳了在场的人们。

在一处大型模拟筑坝场景前，
大家停下了脚步。人们仿佛看到了当
年筑坝的情景，乡亲们有的手持铁锹
挖掘土方，有的肩挑重担，还有的手
持木槌，敲打着石块……走进展厅，
犹如开启了一扇时光之门，参观者
跨越时空，感受到了古人的治水智
慧与运河风貌。

杨静然

运河古韵运河古韵 惊艳众人惊艳众人

沿运河一路行走，大家来到了
东光镇码头村金元时期沉船点。

秋日运河，静谧如诗。漫步岸
边，往事一幕幕涌上王玉芳的心
头。她是沧州市文物局原局长、原
河北省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主
任，对运河文化、申遗往事如数家
珍。现场，她绘声绘色地讲述起沉
船点发掘背后的故事。

那是 1998年 5月下旬的一天，
码头村北隐现一艘沉船。消息不胫
而走，一时间，成群结队的人们纷
纷前来观“宝”。沧州文物处的工
作人员听闻后立即与东光县文保所
人员前往沉船点进行抢救性发掘。
他们在运河边的一处房屋安营扎
寨，日夜守护着发掘现场。

“文物发掘现场堪比建筑工

地，工作人员租来脚手架，日夜不
离。”王玉芳说，这是一艘金元时
期的运输船，船体掩埋在地下，每
揭开一片文化层，都会给考古人员
带来惊喜。

沉船点发掘出土了100多件珍
贵文物。“这艘船的发现足以说
明，数百年来运河河道没有变。运
河东光段恰恰保留了运河的原真状
态。”她说。

2004年，这些文物在沧州展
出，震惊了整个文物界。中国古建
筑学家罗哲文带队参观时惊叹：

“这条船出现得太及时了，为大运
河申遗提供了有力佐证。”

不论在沧州文物史上，还是大
运河申遗过程中，这个沉船点都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杨静然

沉船点前讲述文物故事沉船点前讲述文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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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东光段河道蜿蜒，两岸
绿树成林、碧草如茵，最大限度
地保持了大运河的原真性。这里
文化遗产众多，世界文化遗产点
谢家坝、金元时期沉船点、铁佛
寺等如珍珠般点缀在运河沿岸。
东光县重要产业——纸箱包装机
械产业就诞生在运河岸边的李四
维村。

10月 30日，“大运之河 全域
走读”大型社会活动走进东光。运
河文化专家、学者与爱好者们济济
一堂，在美丽的秋天，感受运河东
光段的魅力，解码世界遗产，共话
创新发展。

本次活动由沧州日报社主办，
东光县委宣传部、东光县委组织
部、东光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东
光县鑫田纸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协办。

222 运河历史文化可
以体现一座城市、一
个地方的内涵、品
质、特色，文化的力

量则赋能一方的发展。访谈中，运
河文化专家、学者通过对运河文化
的梳理、地域文化的深挖，进一步
彰显大运河的时代价值，为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助力。

沧州市文物局原局长王玉芳为
大家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谢家坝成为
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前前后后的
情况，以及发掘东光金元时期沉船
点时惊心动魄的场面。从中，大家
既体会到了文物工作者为大运河申
遗作出的艰辛努力，又感受到了东
光人民热爱、保护大运河的拳拳之
心。

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寇金星说，“山东闸多、河北弯
多”，运河沧州段具有“长、久、
弯、美”的特点，216 公里共有
230多个弯，不足一公里就有一个
弯。谢家坝正处在运河弯道处，其
独特的建筑工艺展现了东光人在水
工方面的创新与智慧。

沧州孔子学会会长孔繁义说，
从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那天起，大
运河就和儒家文化关系密切。他历
数各个朝代儒家文化代表人物与大
运河的关系，讲到孔子后裔第 64
代迁居东光运河畔、在此开枝散叶
的故事。他引用古籍中的记载“东
光人民俭朴，农务耕耘，女勤纺

织，士敦诗书习礼仪。急公好义，
慷慨负气者，不乏其人……多太古
之风，少浮靡之气”，说明运河畔
的东光人深受儒学影响的社会风
气。

东光县政协文史委主编于桂花
分享了她沿大运河采风时对枣庄、
淮安、扬州等运河城市的深刻印象
以及运河东光段的悠久历史、灿烂
文化。她还特别谈道，连镇是自古
以来的商贸重镇，有很深的商业基
因。现在影响世界的东光纸箱包装
机械产业，就诞生在大运河畔的连
镇李四维村。

东光县鑫田纸箱机械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李鑫从自己在运河
边创办厂子的经历讲起，和大家分
享了东光纸箱包装机械产业41年来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他满怀深情地回忆，大运河教会了
他“爱拼才会赢”的生活智慧，满
怀豪情地描绘产业未来的发展之
路。他说：“别看71岁了，我还雄
心勃勃，觉得自己才17岁，还有使
不完的劲儿，还要为东光、为纸箱
包装机械产业继续奉献力量！”

东光县纸箱包装机械制造联合
会会长张望鑫说，经过 41年的发
展，东光县纸箱包装机械产业已经
形成了规模优势，产品出口130多
个国家。更可喜的是，年轻一代已
经成长起来，他们有知识、有见
解、有魄力，让人看到了产业发展
的希望。

333 下午，一行人参
观了东光纸箱包装机
械产业展厅。河北东
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包装机械产业服务局
局长郑新杰为大家讲述了东光纸箱
包装机械产业的发展历程和创新特
色。这里的纸箱包装机械设备科技
化、智能化之高，令人赞叹。

百年糯米坝，悠悠运河情。随
后，大家来到世界文化遗产点谢家
坝，参观大运河谢家坝水工智慧展
示馆，感受古人的治水智慧。

大运河是东光人民的母亲河，
自南向北依次流经东光县的连镇

镇、东光镇、南霞口镇，总长
36.98公里。作为“流动的文化”，
大运河不仅是文化传播的纽带，更
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与创新。一
行人沿运河从谢家坝一路向北而
行，分别在连镇的李四维村、东光
镇码头村的金元时期沉船点采风，
感受运河东光段文化遗产、产业创
新的多重魅力。

“大运之河 全域走读”是沧州
日报社为配合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
年举办的大型社会活动，旨在进一
步梳理大运河文化典藏，做好保
护、传承、利用工作，讲好沧州故
事，展现运河魅力，激发运河活力。

参加活动的嘉宾和读者参观东光县纸箱包装机参加活动的嘉宾和读者参观东光县纸箱包装机
械产业展厅械产业展厅

东光县鑫田纸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沧东光县鑫田纸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沧
州日报社文化志愿者联盟活动基地州日报社文化志愿者联盟活动基地

王玉芳王玉芳（（右一右一））在东光金元时期沉船点讲述发掘过程在东光金元时期沉船点讲述发掘过程

走进大运河谢家坝水工智慧展示馆走进大运河谢家坝水工智慧展示馆

大家在大运河谢家坝水工智慧展示馆内参观大家在大运河谢家坝水工智慧展示馆内参观

访谈现场访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