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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运河 脉动新时代
——2021年沧州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走笔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 王雅楠

沧州市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理念，全面做好

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章，加快推进以中国大运河非遗文化公

园为标志的重点工程建设，统筹构建了全域“1+6+1”规划体系，

努力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

盐山县450个行政村5万余家庭将家训挂上门楣

家训挂门楣 培育好家风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 通讯员 石磊

相聚千年运河古郡，相约百里悠悠
运河。10月8日至10日，2021年沧州市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与会人员共赏佳景、共襄盛典，在品
味城与水的守望中，领略运河的魅力，
感念运河的德泽，倾听运河的脉动。

沧州因运河而生，又因运河而兴，
浩浩荡荡的河水既流淌着祖祖辈辈的深
厚情缘，又沉淀着千年叠加的文化密
码，更书写着新时代沧州人民勇立潮
头、挥楫奋进的发展传奇。作为我国大
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沧州市正在
积极抢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机遇，围绕
市委“一四五九”工作思路，按照“河
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理
念，全面做好保护、传承、利用三篇文
章，让古老的大运河成为沧州最具魅力
的生态名片、文化印记、产业高地，真
正提升沧州形象、展示狮城文明、彰显
人文自信。

千年大运河用水的包容，
为沧州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

在沧州市御河路尽头，大运河在这
里拐了个“几”字形的弯，承载沧州浓
厚运河历史的南川楼、朗吟楼，百狮
园，便分立于美丽的“几”字湾流两
岸。

沧州历史上有三大楼名扬天下，即
清风楼、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屹立
于运河畔，已成为沧州城市地标。根据
规划，沧州三大名楼 （清风楼、南川
楼、朗吟楼） 以千尺距离相隔，自清风
楼向南，依次为朗吟楼、南川楼，未来
这三座古建筑三足鼎立，将构筑成沧州
新的文化地标格局，让沧州运河景观呈
现出独有的历史文化底蕴。

10月 9日，当旅发大会观摩嘉宾来
到这里，看到复现竣工的南川楼、朗吟
楼，百狮园中 101 头形态各异的石狮
子、渡口前街、南关渡口，无不为沧州
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成果而赞叹。

秋雨蒙蒙，缓缓流淌的运河水，向
四方宾客诉说着沧州人对它的热爱——

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千百年
来，大运河用水的浸润，为沧州大地带
来了蓬勃生机。从“凿井而饮、耕田而
食”的自给自足，到“沧酒满，张梨白
露甘”的物产丰盈；从“舟楫千里贯江
海，货通南北利四方”的漕运兴盛，到

“千户人家尽枕河，万户商埠向水开”
的商业繁荣；从街巷交互、旧宅分立的
市井错落，到路网纵横、楼宇棋布的鳞
次栉比，无不彰显纵贯沧州两百余里的
大运河，为这座城市增添的无限活力与
独特风貌。城与河、河与人，相依相
生、相辅相成，心意相通、血脉相融。

千百年来，大运河用水的包容，为沧
州文化提供了深厚滋养。古往今来，多少
文人志士，情动水上，播文育武，铺翠点
金，用自己的风华绝代，描绘了沧州的浓
墨重彩。这里是诗经文化的传播之地，历
代名人雅士辈出，古有高适、纪晓岚传承
千年文脉，今有王蒙、蒋子龙再书诗意芳
华；这里是中华武术的荟萃之所，拳种丰
富，豪侠云集，前有大刀王五、霍元甲行侠
仗义，后有王子平、佟忠义快意恩仇；这里
是群贤汇聚的富集之处，医有扁鹊、刘完
素救死扶伤，艺含马致远、荀慧生经典传
唱……名人翘楚，流芳咏叹，已化作运河
文化的鲜活记忆，传载后世、熠熠生辉。

千百年来，大运河用水的奔涌，为
沧州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大运河始终
以水利万物的胸怀，为流经之地送去发
展良机。沧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
为全市的“三件大事”之一，列入实现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四大支撑”，统
筹构建了全域“1+6+1”规划体系，努
力打造大运河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
带、缤纷旅游带。

特别是今年，沧州市谋划推进了总
投资 375 亿元的 25 个重点项目，建设了
南川楼、朗吟楼等一批标志性、代表性的
景观建筑，串联起了沧州的美丽中轴线。

一条充满希望的河流，正从历史流
向未来，向世人展开一幅壮美画卷，在
新时代绽放出夺目光彩。

串“珠”成“链”，千年运河
美丽嬗变绽放新姿

“蜿蜒流淌的大运河，就像沧州胸
前一条拥颈而过的项链，她所流经的每
一个地方，都是那穿线而过的珍珠，颗
颗绚丽多姿，粒粒流光溢彩。”10 月 9
日，不少游览过沧州市运河两岸美景的
嘉宾纷纷发出感叹。

走进吴桥县，“杂技之都”的精彩纷
呈令人目不暇接。千年杂技梦，百里运河
图。从人们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开始，便

进入了“吴桥
时 刻 ”：在 这
里，上至九十
九，下至才会
走，吴桥耍杂
技 ，人 人 有 一
手；在这里，翻
一串跟斗，叠几组
罗汉，变几套戏法，
每每都是扣人心弦；在
这里，不仅可以看到“鬼手”
的神乎其技，还可以领略“江湖”的人
生百态，更可以发现“百戏”的五彩斑斓。
从沿着大运河南上北下传技授艺，到国
际舞台大展风姿，吴桥人用追求极致的
坚定与执着，努力实现着瑰丽的梦想与
希望。

在东光县，人们感受到了“观州古
郡”的匠心独运。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
运河故道，没有楼台亭阁，见不到碑林
石刻，只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

“谢家坝”斑驳的水渍，见证着大运河
曾经的惊涛拍岸、浊浪翻腾。灰土与糯
米虽质地柔软，却凝结成了最坚固的堤

坝，屹然守护着运河两岸百年。这个大
运河上的“都江堰”，是人民群众智慧
的结晶，更是我国水利文化的奇迹，巧
夺天工、让人惊叹。

走进南皮县，“千年古县”的文化
魅力令人肃然起敬：晚清名臣张之洞推
行洋务运动创近代教育开端，“人民艺
术家”王蒙助推当代文学蓬勃发展。

走进泊头市，酒香与果香相互交
融。远观十里香文博大厦，这座古色古
香的酒樽建筑正在散发着浓浓酒意，香
甜绵软的运河水，七十余载的洗礼，酿
造出“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的大
运河酒文化。近赏古贡梨园，百亩梨树
蔚然成林，梨香芬芳散溢满园。

走进市区，“园林城市”水城交
融。人们漫步在大街小巷，体会南川
楼、朗吟楼复建后的高雅古朴，描摹沧
县捷地“御碑苑”乾隆的御笔手书，一
览王希鲁闸这一南水北调应急输水工程
的水利景观。城与水对话、水与城相
依，城因水而绮丽，水因城而多姿，相
映生辉、气韵天成。

走进“盘古圣地”青县，灿烂的盘
古文化造就了青县非同寻常的历史文
明，司马庄园这幅生态画卷循序铺展，

“百菜宴”上遍尝四季蔬果，“大司马”
品牌享誉京津冀。红木小镇古意盎然、
风韵典雅，百年守一的工匠精神，技以
载道、匠心筑梦，让千年红木产业再次
绽放新的风姿……

做好三篇文章，让大运河
成为最具魅力的生态名片、文化
印记、产业高地

跨越千年的大运河奔腾不息，继续
书写两岸的诗意锦绣。

10 月 10 日上午，2021 年沧州市文
化旅游招商项目推介暨重点投资项目签
约仪式在沧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共有28个重点项目进行集
中签约，总投资 206.13 亿元，涵盖文
化、农业、康养、新能源、智能装备制
造等多个领域。签约仪式共分七个组，
其中，前两组为现场签约，后五组为视
频签约。

此次签约为沧州市旅游产业发展提
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推动沧州实

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沧州市也将

以此次签约为契机，积
极抢抓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机遇，围绕
“一四五九”工作思

路，按照“河为线、
城为珠，线串珠、
珠带面”的理念，
全面做好保护、传
承、利用三篇文章，

加快推进以中国大
运河非遗文化公园为

标志的重点工程建设，
打造运河精神和运河文化

的集中承载地。
同时，大力构建“运河+文化+旅游”

新模式，延伸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链
条”，讲好新时代“运河故事”。此外，沧州
市还突出提升堤顶路贯通能力，全域开
展水质治理，建设绿色生态廊道，再现

“一船明月过沧州”的盛景，让古老的大
运河成为沧州最具魅力的生态名片、文
化印记、产业高地，真正提升沧州形象、
展示狮城文明、彰显人文自信。

运河贯南北，文脉承古今。大运河在
沧州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见证着奋斗的
当前，预示着光明的前景。千年长河，生
生不息，大运沧州，未来可期。

10月4日，笔者来到盐山县盐山镇张相
庄村，见到村里家家大门上都悬挂着一块醒
目的家风家训牌。一上午走街串户看下来，

“仁义为友 道德为师”“孝道、仁义、节俭、
勤奋、向善”等家训牌让人目不暇接。

近年来，盐山县大力推行家庭文明建
设，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倡导现
代家庭文明观念，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落地生根。目前，全县12个乡镇450个行政
村 5 万余家庭将家训挂上门楣，“争做好家
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在盐山蔚然成
风。

在张相庄村，笔者见到村党支部书记杨

国强时，他正在利用国庆假期着手筹备村里
一年一度的“弘扬社会文明、传承家风家训”
表彰大会。

“作为一名城中村的党支部书记，平时
我们非常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
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杨国强说，他们即将
表彰最近评选的“十佳好儿媳”等家风家训
传承、最美家庭系列带头人。通过对村民总
结出来的家风家训进行语言提炼，并统一制
作成醒目牌匾固定在各家大门口，提醒各家
各户时刻按照家训规范言行。

在2016年张相庄村开展的家风家训传
承活动中，村民刘金波在家训一栏中工工整

整写下了10个大字——“勤劳家兴旺，懒惰
软筋骨”。靠种植露地菜，勤劳的刘金波走
上了致富之路，并被评为村劳动模范。

“油菜韭菜空心菜，小葱茴香木耳菜，茄
子辣椒加苦菊，生菜菠菜加油麦……”走进
刘金波家，他一股脑向笔者报起自家菜园的
菜名。

十五年前，刘金波建起了 10 亩露地菜
园，如今，年收入能达到20多万元。

刘金波认为，他的露地菜园有四大优
势：一是自己年轻时种过菜，积累了不少经
验；二是本村离县城的蔬菜市场只有几里
路，自产自销很方便；三是现在人们条件好

了，蔬菜需求量大了；四是蔬菜大棚的菜品
供应季节性强，露地菜是最好的补充。

笔者到张相庄采访，问大家为什么推选
刘金波当村里的劳动模范，一些村民争先恐
后地抢答。

“别人种生菜一年3茬，他能种4茬。别
人种茄子一年1茬，他能多出一茬。”

“别人在夏季还用老办法把菜种吊到井
里去，可他敢把菜种放到冰箱里。”

“每年大棚里的蔬菜刚卖完，他家的蔬
菜正收割，怎么那么巧？”

……
如今，张相庄村已有许多村民在刘金波

的带领下，靠种植露地菜走上了致富之路。
“好家训是教育子孙的好教材，是治家

的传家宝，要让它从村民家中走出来，变成
全村、全县的精神财富，把各家的家训挂出
来晒晒，不仅可以让村民有自豪感，也可以
让其他村民效仿学习。”盐山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徐丽霞说，盐山县将深入推行家风家
训建设工作，力争年底前家训挂门楣在全县
所有家庭中实现全覆盖。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岚山 通讯员周元
馨）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沧州市第三产业
增加值实现 1102.0亿元，同比增长 13.0%，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6.8%，三次产业结构
优化为 6.3∶38.4∶55.3。服务业规模持续扩
张，占 GDP 比重稳定在五成以上，站稳地区
经济“半壁江山”。

今年以来，沧州市经济运行从快速恢复
向常态化增长回归，稳中加固、稳中向好趋势
延续拓展，全市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服务
业增长明显。

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0%。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13.6%，批发和零售业增长 13.7%。现代服务
业快速发展，规模以上服务业中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娱乐业营业收入分
别增长21.79%、38.09%、176.62%。

为促进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2020年
以来，沧州市先后制定出台了多个文件，为服
务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并采取系列措施全
力推进。

聚力重点项目建设。将项目建设作为推
动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引擎，加快培育一批业
态先进、附加值高、带动突出、竞争力强的规
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通快递集团冀中南

（献县）智能科技电商快递产业园、河间韵达
物流中心项目等一批服务业重点项目正加快
推进建设。

推进创新融合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推动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
合发展，加快业态模式创新升级，提升全产业
链价值。积极培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发展试点企业，目前，沧州市1家企
业被评为“河北省 2020 年两业融合”试点企
业，3 家企业已通过“河北省 2021 年两业融
合”试点企业评审。

加快产业集聚发展。渤海新区、肃宁、新
华区沧东3个省级物流产业聚集区加快打造
现代物流业集群体系，各聚集区产业集聚、功
能集成、经营集约和规模效益已显示特有的
优势。抓好服务业领军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培育，提升服务业发展规模和质量，目前，全市规上服务业
企业达到 437 家。沧州市共有 11 家企业获评“河北服务业企业
100强”，6家企业获评“河北服务业创新领先企业50强”。

下一步，沧州市将继续推进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优化服务业
发展结构，以高端化、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先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以品质化、精细化的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构
建支撑沧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河北日报讯（记者戴绍志） 今年以来，沧州市中心城区新
增停车泊位 6900个，将设置在中心城区部分道路两侧非机动车
道内的 24 小时机动车公共停车泊位调整为限定时长停车泊位，
有效解决了公共车位被长期占用、道路无法实施清扫保洁问
题。这是记者从 9 月 29 日召开的沧州市阳光政务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的。

立足实施综合治理，全力疏堵保畅，沧州市逐路段、逐路口
分析研判，综合采取堵点治理、设施完善、停车供给、科技投入
等疏堵保畅措施，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加快推进中心城区 22个
路口硬质三角岛去除改造工作，最大限度降低路面交通流量特别
是高峰时段压力；对中心城区167个灯控路口实施精准治堵，封
堵中心护栏不合理开口 43 处，调整机动车掉头区 78 处，优化
127 个路口信号配时，提升 7 条主干道 100 个路口的绿波通行效
果。同时，大力推进中心城区交通设施升级改造，在主次干道增
设中心、机非隔离护栏 9.4万米，调整更新隔离桩 470根，规范
各行其道，最大限度减少交通流冲突；增设交通诱导屏 390块、
借道左转信号灯 138个，实现了符合条件的主要交通路口改造、
优化全覆盖。

依法严格管理，维护良好秩序。严查酒驾醉驾，在全市组织
开展酒醉驾集中整治统一行动，紧盯重点时段和重点区域，市县
同步、警种协作，常态整治“一日不落”，共查处酒驾 11541
起、醉驾 2285 起，涉酒交通事故较去年同期同比下降 34%。严
查多发违法，全面启动早、晚高峰勤务，查处行人和非机动车闯
红灯、逆向行驶、越线停车、横穿马路、翻越护栏等交通违法行
为10.2万起；充分利用机动车不礼让行人抓拍系统，大力度治理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交通违法；持续开展低速电动车专项治理，坚
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增加显性用警，适时集中行动，查处电动
三 （四） 轮车无证驾驶、侵道行驶等交通违法 6557 起。严查

“炸街”车辆，针对“炸街车”造成噪音污染、扰乱交通秩序、
危害公共安全等问题，启动高密度、高频次夜间巡逻勤务，交
警、巡警、治安警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先后依法查处 40 余起

“炸街车”交通违法。

▲南川楼（前）、朗吟楼（后）盛装迎宾客。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杨 洋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黄骅市重点项目——总投资3亿
元的信誉楼旗舰店项目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是信誉楼百货集团
有限公司开设的第39家门店，也是其第一家旗舰级门店。

信誉楼百货黄骅旗舰店营业面积超7万平方米，集购物、餐
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是信誉楼迄今为止面积最大、环境最
优、品牌项目最齐全、经营业态最丰富、物业设施最完善、购物
体验最好的门店。信誉楼百货黄骅旗舰店开业运营，对于打造黄
骅市新商业中心，提升沧州沿海地区城市经济活力具有重要
意义。

信誉楼创立于1984年，是我省最大的民营百货零售企业。截
至目前，信誉楼共拥有39家门店、107万平方米营业面积、近3
万名员工，经营足迹遍及河北、山东、天津。在过去10年，信誉
楼经营业绩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在中国连锁百强榜上从第84位
逐步攀升至第33位，被誉为“百强企业中绝无仅有的长跑冠军”。

自创立以来，信誉楼一直坚定大商不奸、诚信经营的信念，
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2020 年销售额达到 181 亿
元，纳税 7.3 亿元，成为行业内为数不多的“逆势增长”企业；
在日前由商务部、中宣部等 19个部门共同组织的“十大诚信兴
商案例”评选活动中，信誉楼作为我省唯一一家入围企业成功当
选，成为全国诚信兴商典范。

黄骅信誉楼旗舰店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

中 心 城 区 新 增
停车泊位6900个

▶10月9日，演员在吴桥县江湖大剧院表演杂技节目。
河北日报通讯员 苑立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