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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载砖河驿 悠悠运河情
——走进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运河区委、区政府始终
坚持深入挖掘大运河蕴含的文
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着力把文化
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弘扬
深厚的运河文化，积极发展特色
文化产业。启动实施的沧州印
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示
范区项目，在深度挖掘运河文化
的基础上，紧扣“文化为魂、建筑
为表、旅游为体”的规划原则，实
现农业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完美
结合。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
文化产业园主要涵盖三部分，分
为三个阶段打造。一是古建文化
展示区。通过古建迁移、修复、装
饰明清古建保护群（其中包含运
河国粹民俗文化展示中心、沧州
名人书画学院、高端古建民宿、
大运河餐饮、非遗产品展销厅、
红木家具展示）及与之配套的园
林景观。提供高端古建民宿住
宿、运河沿岸各地特色餐饮、国
粹文化表演、展销名优本土产
品，弘扬民族文化，展现中国民
俗。二是农博园。包括农业博物
馆、现代高科技农业大棚、开心
农场、四季花海、牧场、欧洲果园
等内容的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
示范基地。三是马术文化园。承
接北京马产业转移，建设标准化
现代马术室内赛场，同时还将建
设标准马厩，大型室内训练场，
教练、运动员等参赛人员服务中
心。以上建设内容均围绕在沧州
运河精神《大运河·沧州印象号》
大型舰艇型建筑周围。

半年磨一剑，一见知惊艳。
在这里，草坪花海、古树古宅、
马厩马场、温室大棚、古韵砖
窑……像一个个音符，以农业生
态为基调、以文化产业为魂魄，
在运河人手中合奏出一曲发展
的乐章，让这座沉寂20多年的废
砖窑焕发新的生命，向外界亮出

运河文化的靓丽名片。
市民休闲打卡地——窑身

改造为特色民宿；厂区宿舍改建
为马厩；旧址的树木被登记、编
号保留下来；坑塘岸边打造亲水
平台……小尺度、融自然、留乡
愁，一处处点睛之笔，让废砖窑
美丽“复活”，双休日、节假日，这
里将成为沧州市民的休闲打
卡地。

学生研学游基地——目前，
沧州市新华小学、水月寺小学等
8 所学校的 1000 余名学生已陆
续来到此处，开展以乡土风情为
主的研学活动，不仅让孩子们看
到了特色农业，了解了运河文
化，更让文化自信的种子扎根心
田，在绵延千年运河水的滋养
下，成为大运河优秀文化的传
承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地——
集农业观光、农业高科技示范、
农业科普教育以及农事体验等
功能于一体的温室大棚，能够让
来到这里的游客通过各种互动
式的体验更好地了解和感受农
耕文化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的
发展趋势，特色花海内用花溪的
形式展示出运河在沧州段的走
向流线图，并且会用各种不同的
花卉标注出沧州的清风楼、文庙
等微缩景观，让人们能够真正地
走近自然、融入自然。

目前，砖窑民宿、饮马湖、沉
浸式体验区等正在陆续建设。未
来将逐步建设成南风北韵文化
产业核心区、休闲农业、产业示
范区，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联合经
营，以一站式满足城市大众文化
旅游的需求，兼具文化体验、休
闲度假、学研娱教、现代农业产
业高地等多功能于一体，打造为
多功能产业及休闲基地与现代
农业及乡村振兴的示范基地，最
终成为京杭大运河文化旅游重
要驿站项目。

33 农业融入文化，亮出运河名片

古运河畔添新景。

初冬时节，穿过古色古香的门楼，踏上曲径通幽的石板小路，走进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

化产业园，水流潺潺，草坪整齐松软，雕塑充满童趣，两排整齐挺拔的水杉树仿佛在列队相迎，两座

纹洛式温室大棚让高端农业在这里诞生，运河博物馆讲述着大运河的故事，高高矗立的窑洞诉说着

这里的前生今世……处处体现着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和谐之美。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位于沧州市运河区南陈屯乡西砖河村，距离京杭大运河

800米,这里曾是古运河上的千年驿站，繁华兴旺。今年以来，运河区委、区政府上下形成共识，努

力做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三篇文章。围绕建设现代农业精品园区，启动了沧州印象·大运河

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项目，通过几个月的努力，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全市“严细深实快”作

风教育动员大会后，全区上下切实增强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保持快的节奏，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一天一个样，各个景观区美景已竞相绽放，随着项

目的逐步建成，这里将成为大运河畔一颗璀璨闪亮的明珠。

旧土变为胜地，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11

废窑变身宝地，让现代农业在美景中展现22
走进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

业园，宛若进入江南田园。曾经的废弃破旧砖
窑地，如今变成了人流如织的拍照打卡地。不
久前，这里的金丝皇菊竞相盛开，散发芳香，
人们在美丽的运河花海徜徉，漫步古枣林寻
找甜蜜回忆，感受到的是现代农业的魅力，领
略到的是特色采摘的田园风情，一处处风景
让人流连忘返。

温室大棚——冬日里的花园
虽是寒冬时节，走进纹洛式温室大棚立

刻感到暖意融融，一株株水栽蔬菜层层叠叠、
郁郁葱葱，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先进的
农业栽培技术更让人们大开眼界。据了解，两
座温室大棚共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一
号大棚主要集农业观光、农业高科技示范、农
业科普教育以及农事体验等功能于一体。二
号大棚是一个育苗棚，后期将改造成为热带
雨林观光区。温室大棚采用漫散射光玻璃外
墙，通过手机APP远程控制温、光、水、肥等实
现全自动，七种种植模式让鱼菜共生。“日暮
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在这里可以
看到生活最美的模样。

丘陵草坪——聆听草原的歌声
信步行至丘陵草坪区，绿草平整松软，雕

塑零星点缀，充满生机与童趣，留步驻足，沐
浴着和煦阳光，呼吸着新鲜空气，心中满是惬
意。这里采用的是全自动的喷管模式养护，用
作户外拓展训练、大型活动开闭幕式以及进
行集体婚礼和研学游户外活动的场所，也是
以后青少年活动、农业大讲堂的重要场所。每
逢周末，这里歌声、笑声一片，更是孩子们嬉
戏游园的乐园。

特色花海——不仅有诗还有远方
不久前，特色花海展示区的花朵竞相盛

开，这里以红、黄、粉三个色系为主，呈现出色
彩斑斓的绚丽景观，让行人挪不开眼。阳光正
好，微风过处，花枝摇曳，簇拥的花盘宛若张
张笑脸，共同勾勒出彩色的海洋。仔细看，花
海内用花溪的形式展示出运河在沧州段的走
向流线图，用花卉标注出沧州的清风楼、文庙
等微缩景观，“小径轻舒留翠意，花香弥漫沁
人心。”在这里写生、作诗、拍照，可以在五彩
斑斓中邂逅“诗和远方”。

古枣林——一抹浓浓的“乡愁”
顺路而行，途经古枣林区域。沧州自古就

有金丝小枣之乡的美誉，古枣林收集了沧州
市内百年以上、树形优美并且生长旺盛的古
枣树，有金丝小枣、冬枣、龙爪枣特色品种，其
中绑着红丝带的有200年以上的树龄。这些老
枣树饱经风雨沧桑，见证岁月变迁，或盘根虬
枝、或千姿百态，无不尽情吟唱着生命的赞
歌，歌声中缠绕着的是沧州人那一抹浓浓“乡
愁”。

古建文化展示区——讲述光阴的故事
最好的传承是使用。在我国南方留存大

量明清时期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由于城市拆
迁、火灾等原因正濒临破坏、倒塌。为了弘扬
民族文化，项目专门聘请非遗传承人团队，将
福建一座经过时光雕琢的古建筑在沧州还
原、重生。未来，这里将建成一个面向京津冀、
辐射全国的运河博物馆。相信这座古宅将带
着它独有的历史文化书写新的传承故事。

马术场——令人期待的“视觉盛宴”
一个标准化的室外赛马场正在建设中。

据了解，赛马场建成之后，可以承办北京马术
运动协会每年40余场的比赛，同时承接国际
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等，从而带动形成高客
流量的参赛观赛、休闲观光、养马育马、训练
培训的产业闭环。可以想象，游客们在民宿露
台欣赏到精彩的马术比赛和表演，享受一场
特别的“视觉盛宴”。

马厩——马儿温暖的“家”
马厩，是由原来的旧砖厂宿舍改建而成，

里面包含21间高标准建设的马房，通风和采
光都非常好，也可以说是为战马修建了一个
高规格的“运动员宿舍”。目前，马厩已入驻20
余匹“宝马良驹”，这里已成为它们温暖的

“家”。
种植区——四季见景、四季有果
占地400亩的生产种植区，分四季花海、

欧洲牧场、果蔬采摘三个区域，计划种植欧洲
品种的牧草，配备蒙古包、户外拓展等器材，
打造成为沧州市中小学生的研学游基地。今
年，种植区32万株金丝皇菊在盛放期，吸引上
万人来欣赏采摘，预计年产量能达到百万斤，
可实现花卉产业基地和市场零距离对接。未
来，这里将种植二十多类品种的瓜果蔬菜，引
进美国车厘子、欧洲香梨等国外品种，成为种
养相结合、四季可观赏的生态闭合区、游客们
游览的打卡地。

为深入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运河区委、
区政府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倾力打造沧州印象·大运河农
业生态文化产业园项目，积极守护
蓝天、碧水、净土，努力实现产业、文
化、生态协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活品位的
需要。

加强扶持引导。运河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
态文化产业园项目建设，将支持产业
园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积极协助企业
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
快速完成产业园周边进出道路拓宽
及硬化工作。区农业农村局、发改局
等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全
力帮助企业跑办相关手续，争取省、
市的各项政策支持。南陈屯乡党委成
立工作专班，随时解决项目推进工作
中的各个难题，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经过多方努力，沧州印象·大运河农

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已进入河北省“创
建100个省级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区”
名单，产业园规划建设受到省、市相
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坚持协同推动。在充分调研多方
论证的基础上，项目确定了“顶层设

计、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期推进”的
工作思路，并聘请中科院、省农科院的
专家团队反复论证，长远思考，充分整
合历史人文、传统民俗、农耕文化等各
方面元素，统筹科学性、前瞻性、可操
作性、引领性，制定了大运河农业文化

产业园总体规划。项目结合自身发展
方向、区位优势以及企业、村庄实际，
抢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发展机遇，坚
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目前项目
一期核心区建设已基本完工。

创新发展模式。思想有多解放，
思路就有多宽广。在政府扶持引导的
基础上，项目广泛吸引社会各界资本
投资产业园区休闲农业发展，形成以
股份公司、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村
庄集体及农民个人为经营主体的长
远发展模式；推进“休闲农业+”模式，
即休闲农业+古建文化、休闲农业+农
耕文化、休闲农业+文博康养、休闲农
业+科技教育、休闲农业+农事体验，
打造成景观靓、环境美、产业强、机制
好的休闲农业精品园区，直接带动园
区所在村庄西砖河集体经济发展、促
进农民增收，提升美丽乡村发展水
平，并辐射周边村庄。目前，项目已带
动周边村庄上百个农民在家门口上
班。未来，将有更多的周边农民在这
里实现就业、增加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