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 州 文 旅 ， 在 这 个 “ 五
一”交出一份亮眼答卷：404.9
万人次游客涌入这座运河古
城，同比增长 21.34%；29.91 亿
元 旅 游 总 花 费 ， 同 比 增 长
9.24%。南川老街、沧州园博
园、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等景点更是成为“顶
流”，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流连。

沧州的“火”，绝非偶然。
在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沧州这座
城市对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
创新表达。近年来，运河区以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将
沧州独特的武术文化、非遗技
艺、市井烟火融入现代旅游场
景，让历史“活”起来，让文化

“动”起来——一场场武术展
演，展现的是沧州人的豪迈气
魄；一次次非遗体验，传递的是
千百年来的匠心传承；一个个民
俗节目，唤醒的是城市记忆中的
烟火温情。

文旅融合，最忌“千城一
面”。沧州文旅的成功，恰恰在
于找准了文化内核与旅游形式
的黄金结合点。文化是魂，旅
游是形，唯有形神兼备，方能
打动人心。在沧州园博园感受
过“一步一景皆故事”的匠心
设计，在南川老街品味完“一
砖 一 瓦 诉 乡 愁 ” 的 市 井 风
情 ……当游客踏上返程，带走
的不仅是照片和纪念品，更是
一份对沧州文化的认同与共鸣。

以运河为纽带，将散落的
文化珍珠串成链，让传统与现
代对话，让历史与未来交融。
这种创新表达，既是沧州文旅
对本土文化的深情致敬，也是
对旅游供给的提质升级。

流量易得，“留量”难求。
唯有以文化为根基，以创新为
羽翼，才能让游客从“路过”
变为“停留”，从“打卡”变为

“常来”。当文化成为一座城市
的独特 IP，流量自然会转化为
持久的“留量”，而这座城市，
也将在文旅融合的大潮中稳稳
前行。

文化“活”了
旅游“火”了
□ 知 言

“五一”以来，在南川老
街，武术展演、非遗展示、杂技
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
演，不仅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气
氛，也让这里再次成为人们争相

“打卡”的热门景点。
近年来，运河区紧紧围绕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协同大运河
集团及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旅游
景点品牌化发展，塑造了诸多
像南川老街这样的特色文旅品
牌。

今年 3月，随着京杭大运
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浮冰消融，
运河游船再次开航，乘游船赏
运河风光成为众多来沧游客的

“打卡”项目之一。
京杭大运河纵贯沧州市

区，更串起南川老街、中国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沧州园博园等多个旅游资源。
基于此，运河区围绕“夜景、
夜食、夜游、夜娱”等主题，
协同运河游船运营公司推出了

“运河船说”旅游线路以及“流
动的大运河讲堂”活动，打造
夜游业态和夜间消费品牌。这
段时间以来，众多游客登上游
船，赏运河美景、品地方美
食、听专家学者讲解有关沧州
和运河的历史与文化，沉浸式
的文化体验让游客流连忘返。

沧州历史上曾出过8个文状
元、8个武状元，基于这一历史
事实，运河区将南川楼打造成

“武状元楼”，举办武术展演、
设立武术擂台，以武为媒、以
武会友、以武引流；将朗吟楼
打造成“文状元楼”，举办文物
展览、售卖文创产品、开展文
化活动交流，展示沧州悠久的
历史文化和灿烂的运河文明。

今年以来，运河区文旅局
协同市直相关部门和我市部分
文旅企业，在南川老街举办了
大运河美食季等 8 场文化活
动，独具特色的文旅体验吸引
众多游客来此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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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川老街感受狮城沧州的古朴与繁华，在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享受田园乡村的惬意与悠闲，登上运河游船体验“人在画中游”的诗

意与美好……

近年来，运河区坚持将文旅融合发展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挖大运河文化资源，通过开展文娱演出、推动文艺创新

创作、创建文化联盟、打造文旅品牌等方式，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区域文化旅游出圈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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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大运河畔的解锁大运河畔的解锁大运河畔的“““流量密码流量密码流量密码”””
———运河区文旅融合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运河区文旅融合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运河区文旅融合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老厂区被改造成了工
业文化遗产展示区，高耸
的造粒塔、层层叠叠的管
道和设备，还有充满年代
感的机车……仿佛瞬间穿
越到了热火朝天、机器轰
鸣的场景中。”在沧州大化
工业遗存文化区，市民刘
怀勇这样说。

近年来，运河区积极探
索“文化空间 + 旅游”的
新模式，以城市更新为契
机，深挖历史文脉，融合商
业运营逻辑，引导企业商家
自主改造、提升业态，利用
旧厂房、旧厂区建成了“大
院里1988”文化创意园区、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
化产业园、沧州大化工业遗
存文化区等城市空间，营造
出多元消费场景，激发消费
活力，不断推进文旅深度融
合，增强文旅产业的吸引力
和竞争力。

截至目前，运河区已
有 100 余 家 文 化 艺 术 机
构、文化企业、文化驿
站、名家工作室、非遗传
习所等类型丰富的新型文
化空间对外开放，不仅盘
活了一批知晓率和利用率
较低的文化活动场馆，还
极大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与此同时，运河区的
乡村文旅资源也得到了盘
活。坐落在运河区小王庄
镇大于村的大于艺术空
间，融合了当代岩彩绘画
艺术展览展示、绘画创
作、艺术交流、文化推广
等多元服务业态，先后推
出多个岩彩绘画相关展览
和公益课程；位于运河区
小王庄镇的何家场村是市
旅游重点村，这个村结合
周边旅游资源，打造了特
色主题文化空间，丰富了
乡村文旅产品，为城乡文
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在运河区，不断优化
的文旅空间，为城市品质
提升注入了新内涵。

运河区文旅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未来，运河区将继
续大力塑造特色文旅品牌，
持续优化品牌引领带动、产
业融合驱动、区域上下联
动、均衡发展互动的发展思
路，将“畅游文武沧州”

“乐享大美运河”“点亮非遗
之城”等文旅活动融入大运
河沿线景区景点，将武术、
杂技、非遗项目融入景区运
营，同时积极开展宣传推广
活动，谱写文旅融合的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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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期间，在南
川老街南川楼广场，运河区

“文襄运河 武耀南川”武术展
演活动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
看。活动中，沧州武术名家及
团队登台亮相，展示了八极
拳、太极拳、劈挂拳、苗刀等
多个拳种器械。武术展演活动
结束后，历代冷兵器展在南川
老街和沧州园博园同步举行，
其中，在沧州园博园举行的活
动将持续到6月1日。

近年来，运河区持续推动
非遗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现
代创意文化与运河文化有机融
合，不断丰富文化市场供给，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文化需
求，形成了具有运河区特色的
文化产业集群。

运河区拥有非遗项目 53
项。近年来，运河区坚持围
绕“看非遗、学非遗、研非
遗、做非遗、卖非遗”做文
章，仅运河区非遗传习所每
年就开展百余场公益性质的
非遗培训体验活动。此外，
运河区还以“非遗进景区、
景区秀文化”为重点，培育
打造集“赏、学、听、品、
购、娱”为一体的非遗主题
旅游线路，不定期在百狮
园、沧州园博园等景区举办
非遗展演、非遗体验等各类
文化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运
河区非遗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前不久，在大运河畔，
由运河区文旅局主办的“阅
运河诗章 品沧州古韵”阅读
之旅活动，同样吸引了不少
游客。这场活动以“阅读+文
旅”为核心，通过“穿越千
年的诗词打卡”“阅读运河历
史故事”“非遗工坊复刻古人
智慧”三个环节，将清风
楼、运河古渡码头等城市地
标串联在一起。游客可通过
参与活动开启盲盒，获得文
创书签、沧州特色非遗产品
等礼物。凭借对诗词的深厚
积累，来自天津的游客刘先
生成功通关，并获得文创书
签。他说：“以前只知道沧州
是‘武术之乡’‘杂技之乡’，
不知道沧州历史上还有这么
多名人大家，更没想到有这
么多诗词名篇与沧州息息相
关，这次沧州之行真是来对
了！”

从 非 遗 传 承 到 诗 词 雅
诵，从传统文化到时尚休
闲，运河区立足自身优势，
持续深挖运河文化资源，推
动多元文化融合发展，推出
诸多兼具文化深度与趣味性
的文旅活动，让游客在沉浸
式体验中感受沧州文化的厚
度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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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南川老街参观历代冷兵器展游客在南川老街参观历代冷兵器展。。
在大运河畔举办的阅读活动受到游客欢迎。

南川老街夜景美轮美奂南川老街夜景美轮美奂。。

在南川老街举行的在南川老街举行的““文襄运河文襄运河 武耀南川武耀南川””武术展演活动武术展演活动。。

运河区运河区““文化进景区文化进景区””惠民演出活动惠民演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