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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看京杭大运河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6年级10班）张海洋

本版摄影 韩志英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沧州，
一条古老的运河从这座城市缓
缓穿过。运河蜿蜒流淌，宛若一
条玉带镶嵌在城市中央。

近日，我和同学们一起走
近这条美丽的运河。大家都知
道，京杭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
产，是世界上里程最长的人工
运河，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
水利工程之一。

我们乘船南下，看着滔滔

的运河水，我忘情地欣赏着，觉
得自己仿佛成了运河里的一朵
浪花，拉着伙伴的手，永不停息
地奔流向前。运河两边有许多
仿古建筑，为这条运河增添了
几分古韵。

此次活动让我了解了运河
的历史，更让我感受到了古人
的智慧。

（指导老师：吴美）

最美运河是我家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4年级10班）石同悦

身为沧州人，我曾无数次
经过大运河，但是作为小记者
深入了解它，还是第一次。

我们从百狮园南川楼码头
出发，和河北水利电力学院的
师生共同游览，一路南下。期
间，王老师向我们讲述了关于
大运河的建造历史和种种趣
闻。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
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
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
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顾名思
义，南起杭州，北至北京，途经
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及天津、
北京，从古至今对沿岸的发展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
人们的生活早就和它紧密相连
了。沧州是武术之乡，古有“镖
不喊沧”的规矩，可见我们沧

州武术的厉害。沧州武术的发
展和大运河是分不开的——
因为交通便利，沧州武术的传
播变得更加容易，同样得益于
此的还有我们闻名中外的杂
技。

我们坐在船上，阳光明媚，
河面上波光粼粼，岸边杨柳拂
动，两岸建筑古色古香。如今的
大运河已变成了文化的符号，
南川楼、朗吟楼的复建，运河市
集的开放，让越来越多的人从
四面八方来到沧州，一起感受
这座古城的魅力。

我热爱我的家乡，热爱源
远流长的大运河，希望家乡越
来越好，大运河焕发新的生机。
我愿为之努力，贡献自己微薄
的力量。

（指导老师：刘莉莉）

大运河之旅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4年级2班）刘芃陌

大运河作为沧州的母亲
河，惠泽着这片土地，养育着两
岸百姓。近日，我们小记者在老
师的带领下，参观大运河上的
水利工程，感受建设者的工匠
精神和智慧。

我们自百狮园南川楼码头
乘船南下，船向前行驶着，运河
两岸的芦苇又多又密。老师告
诉我们，芦苇还有净化水源的
作用！风“呼呼”地吹着，树叶

“沙沙”地响着，鸟儿“叽叽喳
喳”地叫着，形成了一首美妙的
曲子。

我们欣赏了一会儿，河北
水利电力学院水利工程系的王
凤春老师开始讲解运河的悠久
历史。曾经，漕运的繁忙和南北
物资的融合给沧州带来了两岸
经济的繁荣。

通过这次活动，我了解了
大运河的历史，感受到了运河
之美。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
们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
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
遗产。

（指导老师：许哲）

感受运河之美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4年级4班）曹安琪

秋日的沧州碧空如洗，我
们黄河路小学的晚报小记者牵
手河北水利电力学院的大哥哥
大姐姐，共同度过了难忘的一
天。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来
到百狮园南川楼码头，乘船
南下，沿“再现运河”航线行
驶。行程中，河北水利电力学
院的王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大
运河的历史和未来展望，以
及大运河沧州段的起源和文
化。

她用“古道美、弯道美、堤
坝美、减河美和穿越美”来形容

大运河沧州段，让我们从不同
角度了解大运河。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
世界上工程最大、里程最长的
一条人工河道，具有悠久的历
史。我们坐在古色古香的游船
上观赏运河两岸的风景，柳树
在摇动它那又细又长的辫子，
仿佛在跟我们打招呼呢!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
暂，相信运河如诗如画的美景
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欢迎大家来沧州做客，一同感
受大运河之美。

（指导老师：王金英）

黄河路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近日，我们黄河路小学的
小记者来到了百狮园南川楼码
头。我们和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的师生一起乘船寻迹漕运文
化，感受运河之美。

我们一边聆听着王老师讲
述水利、漕运的知识，一边观赏
着沿途的美景。我们了解到京
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
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古代，修建一条人工运

河，可谓是费时费力，工匠们
面对许多难题。以大运河沧州
段为例，它属于地势低平的河
段，有些地方甚至低于海平
面，夏季又多发暴雨洪水，如
何消减从高处奔流而来的水
势呢？

工匠们在此特意设置了
许多弯道拉长河水的滞留时
长，为消减水势创造空间，这
体现出了工匠们的智慧。事实
上，他们克服的难题远远不止
这些，还包括修建各种堤坝，
修建用于分流洪水的“减河”
等。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工程，
才有了这样一条伟大的京杭
大运河。

在古代，运河用于向各方
供应粮食等物资，这种水路运
输方式远比陆路要高效，被称为

“漕运”。如今，我们乘船看运河
两岸高高的芦苇，看远处盛开的
鲜花，看桥上悠闲的行人，感受
此时的幸福，感恩前人的造福，
感谢祖国的强大。

（指导老师：吴炳杰）

寻迹漕运文化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5年级3班）韩佳敉

校长寄语

——黄河路小学校长

高连英

滴水能穿石，溪水汇成河。
人与人之间最小的差距是智
商,最大的差距是坚持。孩子
们，只要你能从现在开始，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从每一个细节
开始，与好习惯交朋友，每天进
步一点点，每天收获一点点，你
就会发现自己是最快乐、最健
康、最优秀的！

乘船游家乡
我们在百狮园门口下了

车，步行来到乘船码头，翘首
企盼了好一会儿，游船终于
来了。我们有秩序地上了船，
在座位上坐好，船就出发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景
色可真美啊：岸边是碧绿的
芦苇，树木郁郁葱葱，其间还
点缀着五颜六色的小花。河
水碧波荡漾，游船驶过，泛起
层层涟漪。

我们感受着拂面的清
风，大家都不禁陶醉在这美
景里了。看着碧波荡漾的河
水，我不禁在心里感叹：我爱
美丽的大运河，我爱美丽的
家乡沧州！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
小学6年级1班）刘承镐

“礼仪狮”
在游览的过程中，我被

大运河的美丽景色深深吸
引。我们坐在船上，船下河水
清澈，河岸两侧绿树成荫，沿
途还有许多景点，如百狮园、
朗吟楼、清风楼、南川楼等。

百狮园是沧州特色非遗
项目集中展演的重要活动场
所，在这里，游客们可以近距
离感受大运河的美。公园内
摆放了许多形态各异的石狮
子，有的高大威武，有的顽皮
可爱。沿岸的石狮更像是迎
宾的“礼仪狮”。

这里就是我的家乡，一
个风景很美的地方。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
小学5年级2班）王梓烁

千年运河，万物通济。举
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屹立
在东方的一颗璀璨明珠。近
日，我们小记者一行来到了百
狮园南川楼码头，了解运河的
历史，感受运河的美丽。

为了更好地欣赏运河的
美丽风光，我们坐上了船。待
我们坐好，船开始行进，水面
荡起粼粼波光。

通过王老师的讲解，我了
解到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曾是
漕运在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
干线。期间便诞生了沧州的运
河文化。

“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
因为是交通要道，所以有很多
南来北往的镖车。这些镖车只
要到了别的地方，都会喊“镖”
来让老百姓让道。但只要在沧
州，你必须扯下镖旗，悄然而
过，不得喊镖号。否则，无论你
有多大的名头、多好的身手，
只要在沧州喊镖叫板，保管你
栽个大跟头，丢尽脸面。”王老
师介绍道。

不知不觉间，旅程已经结
束。在下船之前，我依依不舍
地望了一眼大运河……

（指导老师：郭雨辰）

游船话运河
本报小记者（黄河路小学6年级5班）何浚通

聆听运河故事聆听运河故事

了解运河历史了解运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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