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船穿梭于碧波之
上，两岸美景如画，引人
入胜。“五一”假期，众
多游客选择乘船游运河，
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
段游船上的工作人员格外
忙碌。

每天上班以后，码头
负责人康澎湃都会组织船
员和安全员开一个短会，
大家总结前一天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说说当日服务
的注意事项等。“每日例
会后，我们会对游船进行
全面‘体检’，仔细核对
救生衣数量、查看消防设
施是否正常使用、轮机部
件是否正常运行，并进行
日常保养和维护。”曹大
伟是一名船长，除了驾驶
游船，在游客下船后，他
还要和安全员及时打扫船
上的卫生，确保游船干净
整洁。

自京杭大运河沧州
中 心 城 区 段 旅 游 通 航
后，曹大伟就在游船上
工作。悠悠大运河，四
季不同景，年年不同画。
有幸开着游船行驶在千年
大运河中，曹大伟感到十
分自豪。“刚通航时，来
乘船体验的大多是本地游
客。南川老街开街以来，
外地游客越来越多，今年
不仅有北京、天津、保
定、石家庄、德州等地
的游客，还有很多山西
的游客，这说明咱沧州
越来越有魅力了。”他
说，“五一”假期，每天
都有百余名山西游客来
到沧州，他们在沧州各

个景点游览过后，傍晚
时选择乘坐游船欣赏大
运河两岸风景，感受千
年大运河新风貌，对大
运河优美的风景赞不绝
口。

游船行驶中，安全
至关重要。“假期通行游
船数量多，在鲤鱼弯、

‘几’字弯等位置时都要
格外小心。我们一般通过
对讲机联系，提前告诉对
向行驶的驾驶员自己所在
位置，确保安全通行。”
曹大伟说。

夕阳西下，运河两岸
的灯光亮起，给大运河增
添了几分迷人的色彩，游
船驾驶员也开始了一天中
最忙碌的时候。“晚上游
客多，出船次数也多，两
岸灯光倒映在河水上，我
们 的 眼 睛 也 更 容 易 疲
劳。”曹大伟说，平时他
们会在晚上 8 时 30 分下
班，“五一”假期，为满足
游客乘船需求，每天都延
时到晚上10时下班。“能
让更多外地游客欣赏大运
河美景，辛苦点也值得。”

“‘五一’假期，大
运河游船每天行驶 80船
次，每日接待游客 3500
余人。”康澎湃介绍，公
司每天安排 20多名游船
驾驶员、安全员上岗，只
为给游客提供舒心安全的
服务。

杂技之乡看杂技之乡看““绝活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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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船长曹船长””假假期有些忙期有些忙
本报记者 胡学敏

多样活动带火沧州多样活动带火沧州““五一五一””消费市场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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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佳芳） 景区人头攒
动、商业街客流如织、特色餐饮一座难
求……“五一”假期，在多样活动的带
动下，沧州消费市场呈现人气足、消费
旺的态势。

消费品以旧换新激活假日经济一池
春水，汽车等大宗消费持续发力。日
前，市民刘宝瑞来到运河区永安南大道
一家汽车销售店选购新车。“我想用家
里旧的燃油车置换一辆新能源车。听说
参加以旧换新活动，最高可以抵扣两万
余元，并且可以叠加店里其他促销活
动，真是方便实惠。”刘宝瑞说。记者

了解到，假期期间，我市各地举办一系
列促销活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通过
消费券发放等方式，叠加补贴政策，使
内需活力加速释放。

多元业态融合，消费不断扩大。“五
一”假期，我市推出一系列文旅优惠措
施，外地游客凭来沧火车票和有效身份
证件，在部分景区、酒店、商超、餐饮
店可享受多项优惠服务。沧州各大景区
游人如织，各类特色产品吸引游客选
购。沧州园博园、南川老街等景区相继
启动百余项商、体、文旅活动，带动周
边酒店、票务的预订量大幅增长；音乐

节、演唱会等展演活动聚起人气，持续
增强夜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假日期间，华北商厦、信誉楼、吾
悦广场等商场、商圈纷纷推出节日促销
活动，针对食品、生活用品、化妆品、
鞋服、珠宝等不同品类产品推出满减、
积分返券、打折、购物抽奖等活动，并
举办“春之韵穿着节”“燕京啤酒美食广
场开业送好礼”“华为城市展”“儿童自
行车比赛”等主题促消费活动，助力商
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沧州餐饮消费热度也持续高涨，各
大美食街人头攒动，特别是各大火锅鸡

店、清真菜馆等人气爆棚，各大商场餐
饮门店排队等座现象普遍，营业时间相
应延长。此外，“百姓千味·运河烟火”

“火锅鸡文化节”等美食系列促消费活动
引得前来品尝特色美食的顾客络绎不
绝，为沧州餐饮消费市场注入活力和动
力。

“节日期间，沧州各县（市、区）集
聚‘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要素，结合
各地特色景点、美食，打出促消费‘组
合拳’，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吸引大量
游客，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消费活力。”沧
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五一五一””新玩法新玩法 旅游新趋势旅游新趋势
本报记者 李佳芳

盐山抗美援朝老兵李寿恩子女盐山抗美援朝老兵李寿恩子女

再次捐赠父亲遗物再次捐赠父亲遗物
给博物馆给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孙杰 通
讯员王洪胜）日前，盐山县
庆云镇小李村抗美援朝老兵
李寿恩的女儿李秀荣、儿子
李九亮，将父亲李寿恩的遗
物——一个李寿恩老人在
抗美援朝期间使用的木箱
捐给盐山县千童博物馆。一
同捐出的还有老人生前放在
箱子中的《毛泽东选集》以
及一张老人战友的照片。

“木箱子原来是绿色的，
时间长了，箱子渐渐褪去了
颜色，父亲生前一直很珍爱
它。”李秀荣介绍说，父亲生
前时常给她和弟弟讲战争故
事，让他们珍惜当今来之不

易的幸福生活。
李寿恩生于 1929 年 8

月，1948年参军，1950年
赴朝作战，在部队担任警卫
员。抗美援朝期间，他荣立
三等功一次，获得 3 枚奖
章。1958 年回国后，李寿
恩曾在东北等地工作，于
1962年回到家乡。2020年
12月，李寿恩去世。

据悉，今年 64岁的李
秀荣已是第二次向盐山县
千 童 博 物 馆 捐 赠 父 亲 遗
物。此前，她已将父亲交
给她保存的抗美援朝纪念
章等物件捐给盐山县千童
博物馆。

本报讯 （记者李智力
通讯员彭锦帅）“家人们看
这枣片，熬粥加几片，味
美又香甜……”“五一”假
期，献县高官镇支家坞村
村民田庄很忙。他大部分
时间都要在自家小院里做
直播，推介自家的红枣。
如今，这个不足 30平方米
的农家小院已成为“微市
场”。

高官镇种植红枣历史
悠久。今年以来，当地创
新“庭院经济+电商”模
式，全镇已有 60余户农户
将农家小院改造为枣制品
直播间。如今，手机成为
当地种植户的“新农具”，
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
闲置庭院转型为集生产、
展示、销售于一体的多功
能空间。

目前，高官镇已构建起
“企业+农户”全产业链模
式：农户对自产红枣进行初
选，优质原料由企业统一深
加工为多种枣制产品后，再
通过农户直播间销往全国。

“枣乡人既懂种植又能讲好
产品故事，做直播带货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沧州梦
仲思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说。

“在农家小院发展庭院
经济，村民足不出户就能创
业增收。”高官镇党委书记
崔楠楠介绍，这个模式不仅
有利于盘活闲置资源，还促
进了本地桑葚、干果等农产
品销售。目前，全镇正鼓励
企业延伸产业链，开发更高
品质的深加工产品，通过

“小庭院”持续拓宽广大农
户的致富路。

献县高官镇献县高官镇

农家小院农家小院““变身变身””直播间直播间
农产品农产品““云端云端””销全国销全国

“五一”假期，沧州市民出游热情高
涨，文旅市场火热。记者走访发现，与
以往流行的“特种兵式”旅游方式不
同，不打卡、不赶路的沉浸式、放松式
旅行方式成为大家新的选择。

从“看风景”到“入风景”

今年“五一”假期，沧州市推出沉
浸式演出、美食体验、赛事观光、非遗
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将传统游览升级
为深度互动，让游客从“看风景”的旁
观者转变为“入风景”的参与者，受到
众多游客关注。

在火锅鸡文化节，我切身体验了
火锅鸡制作。我还去了吴桥杂技大世
界看杂技剧，参与了‘八仙过海’活
动互动……”市民叶美琪说，“五一”期
间，沧州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
给她带来全新旅游体验。

“从过去单一地游览景区，到现在融
入景区、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越来越
多游客喜欢上这种融入式旅游方式。沉

浸式体验过后，他们也更愿意自发在社
交平台分享感受，这也有助于宣传沧
州文旅品牌。”沧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
说。

从“去远方”到“微度假”

今年“五一”，运河区“00后”女孩
刘双和好友选择了“微度假”。没有选择
到远离家乡的热门景点，不需要复杂的
计划和准备，她们来到北京，来了一次

“城市漫步”。“我们在老北京的胡同中
穿行，和当地人唠嗑，在老舍故居感受
文学气息，偶遇美术馆的先锋展览，这
样的旅程让我感到轻松又舒适。”刘双
说。

新华区居民陈东则带全家自驾来到
南大港湿地。“车程只需 1小时，在这里
我们可以划船观鸟、露营观星，老人不
累、孩子尽兴，花费还少，这才是真正
的‘充电式度假’。”

“我带着孩子在本地‘考古’——寻
找大运河文化遗存，探访老字号作

坊，逛河间府署和纪晓岚文化园……沧
州本身就是一座适合‘微度假’的

‘宝藏城市’。”来自南皮县南皮镇的刘
文娟说。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沧州
市及周边短途游产品订单量同比上涨
45%，“2小时度假圈”相关产品成为主
流选择。不少市民表示，现在更珍惜身
边的“诗与远方”：既规避了长途跋涉的
疲惫，又能深度体验本地文化。

从“打卡式”到“打听式”

“师傅，您知道哪里好玩吗？”“大
哥，这附近还有什么好吃的？”“姐，咱
这儿有什么特色吗？”在沧州的酒店、餐
馆和大街小巷，很多外地游客选择“询
问式”旅游——不做攻略，一路询问打
听，吃啥玩啥全靠本地人的热情指点，
主打一个随性松弛。

“‘打卡式’旅游让我觉得自己被
推着走：今天行程上写了这个事项，就
一定要抓紧完成，跟被布置了作业似

的。而‘打听式’旅游让我感觉轻松，
想出门再出门，可以尽情享受自由的旅
程。”来自河北涿州的“90后”游客赵灿
说，身边那些在网上看攻略花了眼、被

“特种兵打卡”累断腿的年轻人，都走上
了“打听式”的旅游路。

来 自 北 京 朝 阳 区 的 游 客 孙 燕 表
示，网上的攻略大多千篇一律，而且
完全按照攻略走，会忽略很多沿途的
风景。“打听式”旅游不仅能近距离感
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还能收获意外惊
喜。

记者采访发现，如今，很多市民游
客正用行动让假期回归松弛本质。业内
人士认为，这传递出大家在旅游过程中

“做减法”，在舒适体验度上“做加法”
的消费新理念。

▲杂技艺人在表演杂耍。

▶表演者向游客展示杂技戏法
“六连环”。

▼杂技艺人在表演“蹬技”。

每逢节假日，省内外游
客都会慕名来到吴桥杂技大
世界，感受杂技“绝活”的
魅力。

新华社发（周 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