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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文脉绵长，非遗传承不息。大运河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延续
千年的文化印记，是激荡运河活力的文化密码。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体验运
河两岸非遗文化，我市加快推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建设——

6月 2日，在中国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非物质文
化遗产面塑技艺展示吸引了众
多游客的目光。

来自北京的游客史红梅看
得入了神。“没想到在沧州能看
到运河沿线这么多非遗项目的
展示，让人大饱眼福。”史红梅
说。

打造中国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园

2014 年，中国大运河申遗
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在运河的滋养下，沿岸诞生
了种类繁多、“灿若星河”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延续千年的文化印记，是激
荡运河活力的文化密码。

为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大运河畔得到展示，得以发展、
传承，2022 年，我市制定了《大
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沧州段）建
设保护规划》。《规划》中细化落
实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管控
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
统利用四大功能区建设内容，
着力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
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
五项重点工程，构建由 6个核心
展示园、3个集中展示带、18个
特色展示点组成的多维展示格
局。其中，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园就是核心展示园重
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园主要以中国大运河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为依托，拓展
非遗文化承载空间，增加非遗活
化展示内容，丰富非遗项目类
别，提升展示水平，在园博园植
入非遗文化元素，将其提升为集
非遗集中展陈、产业培育创新、
特色文旅服务于一体的园区。同
时，挖掘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内
涵，留存大运河畔工业时代城市
记忆，为人们讲述运河故事。

大运河文化的赓续灿烂源
于运河的流动不息，运河沿岸人
民世代相守、共创共享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承载着运河基因。

大运河（沧州段）沿线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类型全面，共有
375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其中国
家级 10项、省级 59项、市级 172
项、县级134项。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园展示的不仅仅是沧州段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沧州市大
运河文化发展带建设办公室规
划管理科科长刘涛说，这里将大
运河沿线 8省（市）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
来。

非物质文化
遗产“活”起来

沧州市大运河文化发展带

建设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
建设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园是市委、市政府落实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的
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我市
建设完成了一批重点项目，其
中，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是 目 前 我 国 大 运 河
沿 线 规 模 最 大 、展 示 项 目 最
多 的 非 遗 文 化 展 示 馆 ，同 时
也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 年 5 月 26 日，中国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正
式开馆。

在这里，人们不仅能看到大
运河沿线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8个
省（市）的代表性非遗，还能欣赏
到 370项国家级、103项省级等
1022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
大运河沿线独特的人文风情与
多元民间艺术，感受运河千年历
史厚度。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自开馆以来，已接待游
客 80余万人次。”中国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馆长常恩
福说，这一数据对他们来说，是
成绩也是动力。

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与中
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毗邻，是沧州珍贵的工业文
化遗产资源，厂区内保存有代
表沧州近代工业文化的丰富历
史遗存。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
立足工业记忆保护、传承、利
用，对大化厂原有车间、仓库、
火车站台和各型罐体设备进行
景观改造和利用，融合工业遗
存时代特征和非遗文化活态特
色，将该区域提升打造成集工
业流程科普、文创展示、儿童娱
乐于一体的大运河工业文化遗
产区。

在这里，游客可以体验剪

纸，赶上演出，还可以亲眼目睹
“打铁花”的震撼。

与此同时，在大运河（沧州
段）沿线，运河非遗文创、运河非
遗集市、运河非遗旅游线路也渐
渐多起来。

各种运河文化新载体、新媒
介在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
融合中不断涌现。

现如今，沧州大运河非遗文
化已经“活”起来、“火”起来，焕
发出勃勃生机。

“非遗”进入园博园

如今，沧州的一些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陆续带着他们的

“绝技”入驻园博园。
丁文江今年 57 岁，作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孟村八极
拳传承人，今年 1月，他把武馆

“开进”了园博园。
据丁文江介绍，沧州运河武

馆不仅是八极拳的传习基地，还
可以让游客了解沧州悠久的武
术文化。

“我们还接待了很多来研学
的学生。”丁文江说，每到这时，
他就会化身为一名“讲解员”，给
孩子们讲沧州的武术名人和武
术文化。

看到孩子们听得入了迷，丁
文江越讲越兴奋，还会给孩子们
展示八极拳经典招式。“沧州武
术展现了沧州人民坚韧不拔、勇
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我作为孟村
八极拳传承人，有义务把它传承
好。”丁文江说。

走进承德园，古色古香的
亭台楼阁、绿意盎然的植被、幽
深的小径相互交织，构成了一
幅美丽的画面。沧州市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释心斋葫芦
烙画代表性传承人陈晓飞正在

园内烙画。
陈晓飞手持一把电烙铁，在

葫芦上绘制出了人物、山水、花
鸟等元素，将葫芦变成了艺术
品。在他周围还摆放着很多已经
完成的作品。

“游客们来这里游玩，在欣
赏美景的同时，还能感受非遗文
化，感受沧州这片土地的深厚文
化底蕴。”陈晓飞说。

走进石家庄园，57 岁的蔡
荣平正在制作旗袍。作为沧州
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蔡氏旗袍传承人，蔡荣平用一
刀一剪、一针一线，设计并制
作出体现女性特有的含蓄典
雅之美的旗袍。

在保定园的韩宝菊剪纸艺
术馆，游客们能欣赏到精美的剪
纸作品，还能亲自体验这一非遗
项目。

在定 州 园 ，游 客 们 可 以
跟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孙守一走进“金石传拓”的世
界……

逛不完，看不够

6月 4日上午，沧州园博园
里鲜花盛开，绿树成荫。

来自黑龙江大庆的游客王
辉第一次走进园博园，不仅被这
里的美景所吸引，还被这里展示
的非遗文化所震撼。

王辉是来沧州看望姐姐和
姐夫的。“姐夫告诉我，沧州建设
了景色优美的园博园。他和姐姐
带着我来转转。”王辉说，没想
到，除了欣赏美景，还能看到沧
州的武术文化，了解沧州的剪纸
艺术等。

“沧州真的是一个宝藏城
市。”王辉说，这里不仅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还能近距离感受非遗
魅力。

原本计划着转转就走的王
辉，在园博园逛了整整一个上午。

“有景可看，又有文化可‘品’。”王
辉说，“我觉得一天也逛不完，看
不够。”

张国经是保定人，他在参观
了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之后，感觉非常惊喜。

张国经感叹，大运河沿线的
非遗文化太丰富了，这里是一座
宝藏。

来自天津的游客孙明远对
在沧州的两天行程感觉非常好。
他和妻子、孩子一起参观了中国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游览了园博园。

一家人除了欣赏到沧州大
运河两岸的美丽风景，还体验了
非遗文化。“我们了解到大运河
沿线非遗文化丰富多彩，感受到
了非遗的魅力，感觉不虚此行。”
孙明远说。

运河文脉绵长，非遗传承
不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园，将深入挖掘非遗魅
力，呈现大运河非遗之美人文
之美，丰富展示体验方式，带动
文旅融合，成为彰显沧州文化
的亮丽名片。

非遗传承人展示葫芦烙画技艺非遗传承人展示葫芦烙画技艺

非遗展品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非遗展品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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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筹划到竣工验收备
案全过程一站式服务，代办项目

备案、土地证、规委会审核、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及竣工验收
备案等全部手续。 www.hbczzc.com 微信同号：1523074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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