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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边，减河边，一水二分
御碑苑。

苇如画，鸟翔集，大洼湿地
好风光……

要看景，不必远游，在我们
的身边，就有赏之不尽的风景。

假日期间，人们呼朋引伴，
携亲带友，开始了兴致勃勃的家
乡游。

大白洋桥魅力大

张晓晗早就听朋友说，沧县
纸房头镇大白洋桥村是个不错
的景点。她还听朋友说，那里拍
出古装照来特别漂亮。为此，她
专门买了套古装，做了适合古装
的发型。

10月4日一早，张晓晗和几
个朋友就兴冲冲地出发了。

大白洋桥村，最有名的是
“南排河穿运倒虹吸工程”——
大运河由南向北，南排河则自西
向东流，在沧县大白洋桥村东南
呈十字形交叉，南排河以涵洞的
方式从运河下穿过，两头高、中
间低，恰似倒置的虹吸管结构，
因此得名“倒虹吸”。

紧傍南排河的大白洋桥村，
修建了“倒虹吸生态公园”，把
水、村、景紧密地连接了起来。水
波轻漾，绿树荫浓，游人嬉戏，恍
入画图。

“天下有河不为奇，河下有
河古来稀。”张晓晗说，到了现
场，她才知道大白洋桥村的倒虹
吸水利工程因为河下有河远近
闻名，真令人叹为观止。

为了让游人更直观地了解
这一水利工程、欣赏美景，村里
人还在河道里设置了游船。坐在
古香古色的游船里，在水上游览
一圈，“仿佛更能感受这一古老
村庄的魅力，感受农艺园林、体
验乡村特色。”

游过公园，看过秋荷，人们
来到了香椿林。香椿林如今被建
成了“溢香园”。据村里的老人介
绍，相传有一年乾隆皇帝下江
南，行走在香气袭人的幽林中，
一身清爽，暑气全消，当地官员
献上了一顿香椿宴，乾隆皇帝吃
后大赞美味。于是，大白洋桥的
香椿闻名四方。

天蓝水净，白云飘飘，河水
流淌，文化流芳……张晓晗说，
百闻不如一见，这一见才发现，
身边的小村也值得好好品味。

一水二分御碑苑

“沧州有美景，何必去远
行。”64岁的市民陈太山和好友
们参观完沧县的捷地分洪设施
后，有感而发，在朋友圈写下了
这句话。

10月6日，陈太山和一群好
友相约前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捷地分洪设施，共享这
处由水利工程和运河文化相融
合的水利人文景观。

在捷地闸附近的高处，向西
望去，大运河逶迤北上；东眺，捷
地减河奔流入海……

离 捷 地 闸 不 远 的 是 有 着
500多年历史的捷地分洪闸。捷
地分洪闸为捷地减河的河首工
程，是南运河段现存最早的分洪
闸，是连接南运河和捷地减河的
重要水利设施。一新一旧两闸并
肩而立，好像在讲述水利史上代
代传承的工匠精神和中华智慧，
让人对历史充满自豪与敬畏。

巍然伫立的捷地分洪闸在
水中形成美丽的倒影，与岸边
绿树、亭廊交相辉映，让陈太山
很是感慨，不时用手机拍下美
景。

乾隆碑、捷地分洪闸启闭
机……陈太山和好友们一路
走，一路看，一路用手机记录，
一路了解着大运河历史文化和
水利工程建造技术的发展历
程。

大运河碑廊、历史长廊……
给陈太山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运河文化
气韵。他们徜徉在碑林间，沉浸
在历史故事里，被园中的一景一
物所吸引。

陈太山说：“今天来到这里
参观，大家很有感触。在这里，我
们深深感受到咱们中国大运河
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以及
古人治水的智慧。”

“小山”里的大风景

10月 2日，赵永亮一行 9人
来到位于海兴县的小山火山地
质公园游玩。

“别看我是土生土长的沧州
人，还是第一次来小山。”沿着新
修建的景观大道，赵永亮看到满
眼叠翠、水草丰茂，欣喜之情溢
于眉梢。

小山野生植物种类繁多，矮
至草本叶贴土皮，高至木本巨树
参天，密密麻麻漫山漫坡，错错
落落有高有低。一片格桑花映入
眼帘，人们兴奋地下车拍照。“想

不到乡村野地，也变得这样鲜花
盛开。”人们纷纷感叹。

小山海拔 36米、东西宽 1.5
公里、南北长约 7公里，其势自
南而北又向西，形若卧龙。“这里
是沧州唯一一座山丘——又名
马骝山，它形成于火山喷发。”小
山给了赵永亮很多惊喜。

据了解，小山是由火山喷发
形成的火山岩，经过数万年的风
化逐渐形成的。这里的土质肥
沃、富含微量元素，种植的瓜果
蔬菜色泽鲜美、营养丰富，尤其
是山杏、韭菜、红薯和花生，深受
人们的喜爱。

小山不仅是一座山，在山内
还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山腹中，
有不少古地道，它们崎岖盘环，
冬暖夏凉，如同迷宫。

据考证，小山的古地道开
凿年代为汉代以前，主峰南端
地道内还有一眼古隧井，现保
留较完好。上世纪 70 年代，在

“备战备荒”时期开凿的新地
道，与古地道相互贯通、纵横
交 错 ，长 度 与 其 多 样 性 可 与
保定冉庄的抗战地道等相媲
美。

“小山是家乡的山，小山的
美是家乡的美，游小山，对家乡
有了更深厚的爱。”赵永亮说。

幽静“桃源”油坊口

独具武术文化特色的霍氏
演武场、丰富有趣的村史展览
馆、重新涌水的 600年古井、刻
满时间烙印的陶器……

在东光县油坊口村，张书铭
这个东光人着实开了眼界。

今年 48岁的张书铭曾在短
视频上见到过油坊口村的种种
介绍，很是神往。趁着国庆假期，
他自驾带着一家5口来此游玩。

沿东光运河堤顶路行驶，碧
水潺潺，绿树摇曳，一路风光旖
旎。

蜿蜒流淌的运河水润泽着
沿岸居民，也留下了诸多特有的
文化遗产，武术便是其中之一。
清末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的祖辈
曾在油坊口村居住过。

刚停下车，张书铭便看到大
运河武术文化公园的标志。沿阶
而下，行不足百步，便是公园的
中心广场。广场的廊架上雕刻着
沧州武术各大门派的内容。广场
四周除融入了武术图案和武术
内容的木制、石制公园座椅外，
还制作了造型各异的立式展牌，

分别展示着沧州古代名将和近
代武林名宿。

霍元甲塑像昂然挺立，双目
沉凝，让人浮想联翩。广场的中
心，有一个近千平方米的大看
台，这便是独具武术文化特色的
霍氏演武场。据说经常有武馆的
学员在此比试、切磋。

从大运河武术文化公园出
来，从堤顶路望向村中，房屋疏
朗有序。街边道旁布设了几处文
化雕塑，让田园风光中多了文化
气。

张书铭又先后参观了太后
茶棚、迎凤亭、古井民俗游园、
演武场游园、荷花池等休闲景
点。

经过一番游览，张书铭感慨
颇多：“小村虽只有几十户人家，
可是安静美好，仿佛桃花源。”

苇丛如画湿地游

10月 4日，天气晴好。这天
恰逢重阳节，赵佳一家老少五口
从市区驱车来到南大港湿地游
玩。

南大港湿地是多种珍稀鸟
类和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繁衍地，
这里有着“京津南花园，天然大
氧吧”的美誉。国庆长假期间，南
大港湿地以其独具特色的生态
魅力，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旅游
休闲。

秋高气爽，碧空如洗，万亩
芦苇随风起舞，如海浪翻涌，壮
美无比。

赵佳一家人漫步苍翠的苇
丛间，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
鸟儿从天空飞过，发出清脆的鸣
叫。清凉的微风，湿润的空气，置
身天然大氧吧，让人情不自禁深
呼吸，清新的空气丝丝沁入心
田……

鸿雁迎宾表演是南大港湿
地的一个特色项目，数百只鸿雁
展翅长鸣，在头顶飞过，人们不
断发出兴奋的欢呼声。

在观鸟亭码头，只见成群结
队的鸿雁时而掠过水面低飞，时
而振翅飞向天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画面跃然眼前。

乘坐画舫龙舟，徜徉在美
景中，更是让人有种“如在画中
游”之感。登上湿地观鸟亭，湿
地美景尽收眼底。在明亮的阳
光下，金秋的湿地活力满满，翠
绿的芦苇在视野里铺展开来，
与碧水蓝天交汇成一幅生机勃
勃的画卷。

南大港湿地的宏阔与壮美，
让人忘却了烦忧，尽享生态之
美。

赵佳说：“苇丛如画，碧波荡
漾，美得令人心醉。老人和孩子
玩得都很开心，在湿地我们邂逅
了绝美的秋日生态风光。这不是
我第一次到南大港湿地了，每次
来都觉得不虚此行。”

不仅是“小山”，不仅是湿
地，还有河间府署、华北局城工
部泊头旧址、沧县纪晓岚文化
园……人们走近身边的景点，
观赏着、品味着、感悟着，家乡
的风景，原来也是如此灿烂迷
人。

假日沧州觅乡愁 身边不尽好风景
本报记者 张丹 李小贤 祁晓娟 吴艳 钱冀敏

家乡那么美，怎能不看看。国庆假期，呼朋唤友，一起出游。一个小村，
一座“小山”，一片湿地……美景难忘，乡愁萦怀——

家乡美景如画家乡美景如画 魏志广魏志广 摄摄

在大白洋桥村感受乡村新貌在大白洋桥村感受乡村新貌 魏志广魏志广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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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颐养园
颐养园致力于打造“医养相结合”现代化的养老服务模式，
专业化的医疗团队支持，先进的医疗和康复设备，全心全
意为长者提供医疗、康复、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服务，

使长者入住颐养园有归属感、安全感，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度美好金色年华！
地址：沧县捷地乡政府东行300米 电话：0317-8556789 13831703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