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点

2 0 23

年4

月25

日

星
期
二

责
任
编
辑

钱
冀
敏

责
任
校
对

朱

静

技
术
编
辑

乔
文
英

新
闻
热
线
：31 5 5 6 70

5

“网红打卡村”的秘密
本报记者 吴艳 钱冀敏 见习记者 张峻豪

这里不仅有闻名世界的倒虹吸工程和岳庙、乾隆古井，还有“百里桃花”“十里香椿”“白鹭
栖息”“荷花碧波”……沧县大白洋桥村近几年成为沧州人周末游的网红打卡地——

春风送暖，空气里全是香椿
的清香，沧县纸房头镇大白洋桥
三村的古香椿园中，有不少游客
来这儿游玩。

4月19日，第六届大白洋桥
香椿节开幕，村民们都在为这一
年一次的“节日”忙活着。特色农
家院已更新好菜单：香椿水晶丸
子、香椿水饺、香椿红烧鱼……
即将为游客们献上独具特色的
香椿宴。

“近年来，随着香椿节的举
办，大白洋桥香椿的名气越来越
大了。不少市民专门开车到我们
村采摘红叶香椿、品尝香椿盛
宴。这里成为沧州周边一日游的
网红景点。”大白洋桥三村党支
部书记王金明笑得合不拢嘴。

香椿成“摇钱树”

大白洋桥香椿园有 400 多
亩，漫步香椿林中，王金明张口
不离“香椿”二字。“别村姑娘会
织布，大白洋桥的姑娘会上树。
我们村种香椿有年头了，这些
树都是上百年的古树。相传清
朝乾隆皇帝乘船下江南在此路
过，被香椿的香气所吸引，品尝
后大赞大白洋桥的香椿香，由
此，我们这儿的红叶香椿被御
封为‘贡椿’。”

51岁的王瑞芬正在用一根
顶上带钩的长竹竿采摘树上的
香椿，听闻此话，笑着告诉记
者：“我就是那个会上树的大白
洋桥姑娘。小时候，家里就种了
很多香椿树，我经常爬到树上采
摘香椿。现在年纪大了，爬不上
去了。”

旁边一位年逾六旬的村民
也搭腔说道：“原来的香椿树六
七米高，必须得爬上去摘。现在
我们改种了矮香椿，产量更高，
也不再需要爬树摘了。”

在大白洋桥，香椿树被称为
“摇钱树”。管理得当的话，一亩
香椿一季的收入可以达到 5000
元。

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
持续推进，大运河畔的大白洋桥
三村看到了发展的机会。在上级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举办香椿
节，修建简易码头，整修乾隆古
井，开设农家乐，他们做起了旅
游文章。

在古香椿园里有一眼古井，
被称为“乾隆井”。据传，乾隆皇
帝下江南时曾在香椿林停留歇
息，饮过此井的水，大赞甘甜。

岳姓是大白洋桥村的大姓，
据记载岳姓村民是岳飞后人，至
今村中岳姓族谱已传续 36世。
村里有座岳庙，具有 600多年历
史，颇具规模。每年的农历二月
十五，岳庙都要举办活动，纪念
岳飞诞辰。

村里还有张家祠堂，人们不
禁感慨：一个小小的村落，竟然
有这么浓厚的历史文化。

第一届香椿节，村里请来直
播团队对“香椿节”启动仪式进
行现场直播。采摘古树椿芽、河
边垂钓、参观乾隆古井和岳庙、
品尝美食炸椿鱼儿、欣赏美丽田
园春光等香椿节特色活动，让大

白洋桥一下出了名。
大白洋桥的香椿渐渐有了

名气，一年一度的香椿节也成了
村民们翘首企盼的节日。从市区
到香椿园开车仅需半小时，市区
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倒虹吸工程
上了粮票

大运河沧县纸房头段主要
流经大白洋桥一村、二村和三
村，长约6.5公里。这三个村原来
是一个大村，统称为大白洋桥，
三个村的村民同气连枝。

悠悠运河，碧波涟涟，大白
洋桥因运河而生，依运河而兴。

“天下有河不为奇，河下有
河古来稀”。自南向北流淌的大
运河与由西向东流的南排河，
在沧县大白洋桥三村东南呈十
字交叉。南排河以涵洞的方式
从运河下方穿过，两头高、中间
低，恰似倒置的虹吸管，俗称倒
虹吸。

南排河倒虹吸工程管理处
工作人员介绍说，为了在排泄沥
涝的同时蓄水灌溉，1960年，穿
运倒虹吸工程在沧县大运河与
南排河交叉之处开工建设。建倒
虹吸工程时没有机械，全部靠人
力，连沙子、水泥都是用马车从
太行山运来的，整个工期仅用了
11 个月，在当时号称亚洲最大
的倒虹吸工程。

如今，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当地政府沿着南排河北岸的
一片荒坡依势打造了倒虹吸生
态公园，在南岸建起了沧州市水
文博物馆。

水文展馆与生态公园南北
呼应，人们到这儿既可欣赏美丽
风景，还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南排
河穿运倒虹吸工程蕴含的水工
智慧。

沧州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
曾经专门策划过一条本地游的
线路，带着游人来参观这项曾经
被印在粮票上的倒虹吸工程。一
位游客专门从网上找到那张

1975 年版的河北地方粮票，与
倒虹吸工程合影。

成群白鹭不
请自来

大白洋桥东靠运河，西邻古
运河河道，南有南排河，北面是
好汉坟引水渠，可谓四面环水。
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沿岸绿化工
程的推进，大白洋桥被万亩森林
环抱。

这两年，大白洋桥的村民们
发现，河边的鸟儿越来越多，尤
其是大运河全线通水后，白鹭成
群，在绿树清波之上翔集休憩。

“水清景美鸟自来。”附近水
文站的工作人员很是感慨。他介
绍说，白鹭对自然环境的要求很
高，有大气和水质状况“监测鸟”
之称。它们的到来成为大白洋桥
生态环境变好的见证。

倒虹吸工程旁边的一片林
子就是白鹭的栖息地。不仅白
鹭，还有赤麻鸭等 20余种珍稀
水鸟也在这里安了家。

每逢周末，很多沧州市民来
到大白洋桥观鸟游玩。

周边村民还志愿成立了护
鸟队，碰见有人打鸟、吓唬鸟，他
们就会上前阻止。

在倒虹吸工程管理处工作
多年的马强是附近环境变化的
亲历者。“以前，上游电镀企业
多，别说鸟儿了，水里连鱼都少
见。随着环保治理重拳出击，周
边的水清了、树多了，连对环境
十分挑剔的白鹭也喜欢上了这
里。随着白鹭越聚越多，人们把
这片林子取名为‘白鹭栖息地’。
有人护着，有林子落脚，还能去
河道中戏水、觅食，要不鸟儿们
在这儿落户呢。”

“这里有我一
棵树”

“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里的
照片，感觉特别美，趁周末来打
卡。真没想到离家这么近，还有
这么干净漂亮的农村。我刚认养
了一棵桃树，等过几个月，还可
以带着孩子来采摘桃子，好看又
好玩。”32岁的摄影爱好者张骏
林拿出手机展示他刚拍摄的大

白洋桥村风景照片。
每到夏秋季节，大白洋桥二

村传承合作社的桃园人气爆棚，
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近几年，随着大运河、南排
河沿岸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
人到大白洋桥村游玩。2018 年
开始，大白洋桥二村村委会主任
岳明成借势流转了 500 多亩土
地，成立了传承合作社，带领村
民们吃上了“旅游饭”。

“城里人喜欢来我们大白洋
桥村，享受的是乡村旅游和田园
生活带来的乐趣。我们就要投其
所好。”岳明成给自己的合作社
定位在能给游人带来乐趣。

为此，岳明成在外出游玩时
的关注点都会和别人不一样，他
往往会忽略眼前的美景，而仔细
琢磨景色引人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为合作社股东
服务，50 岁的岳明成还重回课
堂，成为沧州开放大学“一村一
名大学生计划”的学员。岳明成
选择了行政管理（村镇管理方
向），想通过学习进一步提升自
己的能力。通过学习，岳明成的
经营之道更加活泛，“桃树认
养”“桃园庄主”“一元买菜”“母
鸡别墅”等引人的活动层出不
穷。

春天时，他会在网上发布名
为“大白洋桥有我一棵树”的桃
树认养通知。被认养的桃树都会
被挂上统一的爱心牌，桃树主人
可以为自家的桃树命名，可以在
闲暇时来为树浇水、除草、施肥，
体验种植的乐趣。等到果子成熟
了，那种收获的喜悦定会非同寻
常。

“桃园庄主是桃树认养的升
级版！”岳明成笑着说：“很多单
位团体觉得认养一棵树太少，想
多认养几棵。我就想出了这么一
个办法。十多棵树围成一个小
院，树下可以种菜，认养者被称
为‘庄主’。”

每年6月底至10月初，传承
合作社的桃子陆续进入采摘期。
有村民看到岳明成不紧不慢地
在地头闲坐，都会打趣几句：“老
岳，桃熟了还不赶紧摘，掉到地
上就白扔了。”

岳 明 成 却 胸 有 成 竹 地 回
答 ：“这边的桃早就有主了，那
边的靠采摘就能‘消化’掉，不用
出去卖。”

桃子成熟季，来采摘的游
人，来收桃的“庄主”络绎不绝。
为了吸引游客，岳明成还别出心
裁地购置了一列小火车。色彩鲜
艳、造型别致的小火车成了孩子
们的最爱。

坐着小火车，捧着一斤一
个的大桃子在吃的孩子，成了
家长短视频中的主角。短视频
的发布，为桃园引来更多的游
客。

“这几年，我们靠采摘和认
养销出去的桃子占到了 80%。
游客们发的短视频成了我们最
好的广告。现在，从春天的桃花
开始，我们桃园里的人就不断
流。游客来了，摘完桃子还会到
村里转一转，倒虹吸工程、岳
庙、荷花池、运河边的处处美景
都成了游客的打卡地。”岳明成
自豪地说。

游客拿着放大的粮票和游客拿着放大的粮票和““倒虹吸倒虹吸””合影合影（（资料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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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数控车床工人、普通车床工人、普通工人若干名。
电话：13833980063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北外环官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