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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妻在车上发
生争吵，丈夫竟让妻子
在应急车道停车平复心
情……请用手机扫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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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上又有3座步行桥具备通行条件
分别连接百狮园与南川楼、运河公园与佟家花园、运河公园与清池南大道

夫妻发生争吵后

竟在应急车道
停车“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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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东路沧州商城对面，宝利商厦一楼沿街门市一间，
建筑面积110平方米，水电暖齐全，位置优越，价格面议。
联系人：宣女士 马女士 电话：3023842、13831781199、1328328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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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晓玲 通
讯员 穆绍凯 杜佳梦）昨天，记
者从沧州大运河发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获悉，大运河上又有
3座步行桥具备通行条件。它们
分别连接百狮园与南川楼、运河
公园与佟家花园、运河公园与清
池南大道。

连接百狮园与南川楼的步

行桥跨度为 58.23 米，桥宽 6.5
米。站在桥上，运河两岸的风景
尽收眼底。桥梁整体为暗红色，
侧面采用木雕刻的形式，融合沧
州武术、杂技等元素，展现沧州
文化韵味。

位 于 运 河 公 园 入 口 处 东
北方向的步行桥也具备了通
行条件。这座桥连接运河公园

和佟家花园，设计灵感来自传
统宫廷灯，桁架为骨。桥梁格
栅采用传统冰裂纹形式，栏杆
采用云纹式。这座桥宽 7 米，
桥身为钢结构箱型截面拱，净
跨径为单跨 50 米。桥面为弧
线型，用青石板铺路。站在桥
上，既可以饱览运河公园的美
景，又可以欣赏佟家花园的景

色。
位 于 运 河 公 园 东 南 方 向

的步行桥也具备了通行条件。
这座桥在原来临时浮桥的位
置修建，连接运河公园和清池
南大道。这座桥设计新颖，充
满现代感，采用了新型材料。
拱桥外侧采用铝合金仿木装
饰渐变形式，桥面为弧线型，

并设置踏步。两侧栏杆不同于
其他几座桥，采用的是合金材
料栏杆加木制扶手，在现代感
中增加了一些传统元素。这座
步行桥宽 6.5 米，净跨径为单
跨 50 米。这座桥建成后，便于
运河东岸的居民到运河公园
游玩。

连接百狮园与南川楼的步行桥连接百狮园与南川楼的步行桥。。

连接运河公园与佟家花园的步行桥连接运河公园与佟家花园的步行桥。。连接运河公园与清池南大道的步行桥连接运河公园与清池南大道的步行桥。。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李圣哲
通讯员 曹国新 沈括）近日，
高速交警献县大队民警查获
一起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
道的违法行为。原来，一对夫
妻在车上发生了争吵，丈夫
便让妻子停车平复心情。

当天，高速交警献县大
队民警在黄石高速献县境内
巡逻时，发现一辆小汽车停
在应急车道。车辆未开启双
闪灯，后方也没有摆放警示
标志。民警询问得知，车上这
对夫妻怄气吵架，就临时停
在应急车道。

原来，驾车女子陪丈夫到
沧州市区参加驾驶证科目一
考试，结果丈夫没有通过。妻
子埋怨了几句后，两人发生口
角，丈夫怕妻子带着情绪开车
发生事故，就让妻子靠边停车
平复心情。民警依法对这名司
机的驾驶证扣9分。

本报讯（记者 李圣哲）连
日来，沧州海警局加强伏季休
渔期的海域管理，严厉打击禁
渔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动。
截至目前，已查获非法捕捞渔

船 4艘，立渔业行政案件 2起，
罚没款 5.6万元；立刑事案件 2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

据了解，沧州海警局加强
陆岸管控，对夜间渔港码头、停

泊点开展多频次巡查，动态做
好源头管控；实时关注、搜集海
上船舶信息，实现全域监管；开
展普法宣传，以张贴海报、码头
宣讲等形式，向辖区渔民等群

体宣传禁渔期有关法律法规；
加强同驻地公安、渔政部门的
协作配合，健全信息互通及联
防联控机制。

沧州海警局加强海域管理

查获4艘非法捕捞渔船

本报讯（记者 何晓玲）昨
天，沧县“百名老兵大走访合
集”巡展正式启动，将分别在沧
县各中小学展出。

据介绍，沧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联合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
会，以“寻访老兵足迹，讲好英

雄故事，传承红色精神”为主
题，开展了“百名老兵大走访”
活动，深入挖掘百名老兵的战
斗故事和英雄事迹。

60 余名志愿者历经三个
月，走遍沧县19个乡镇91个村
庄，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进行走
访，请他们口述难忘的经历，一
对一录制音频视频。平均年龄
超过 90岁的老兵们，还用颤抖
的手写下了对祖国的祝福和对
后代的殷切希望。经过多方努
力，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编纂

制作了《百名老兵走访大合
集》。

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老战士是宝贵的
红色财富，深入挖掘他们的故
事、传承他们的精神，是一件刻
不容缓的事，也非常有意义。

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启动“百名老兵大走访合集”巡展

本报讯（记者 苏少静）近
日，肃宁县一村民家中发现民国
时期的地契文书，最早的一份
落款是 1936 年。

前些天，北京居民刘微娜回
老家肃宁县窝北镇刘前头村时，
在家中柜子里发现一个油纸包
裹，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些陈年纸
张。经过辨认，这些纸张是民国
时期的地契文书。这些地契文书
均为宣纸书写，书写格式规范。
有些契约文书还盖有官印或私
人印鉴。

这些地契一共 5 份，其中
4 份是民国时期的。最早的一
份落款是 1936 年，最晚的一
份落款是 1951 年。由于年代
久远，纸页已经泛黄，但大部

分字迹和印章清晰可辨。上面
详细记录着当时土地交易的
情 况 ，包 括 地 块 的 位 置 、大
小、价格等。

据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专家
介绍，地契是典押、买卖土地时
双方订立的法律文书，由当事人
和见证人签字盖章，是转让土地
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地契作为见
证我国土地权属变更的重要历
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不同
历史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土
地权属变更情况等。

专家表示，这些契约文书对
于研究当时的土地制度、税赋制
度、司法制度、当地人口经济状
况及民间土地买卖交易程序等
具有重要价值。

肃宁一村民家中发现民国时期地契
最早的一份落款是1936年

肃宁一村民家中发现的民国时期地契肃宁一村民家中发现的民国时期地契。。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