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州全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铺展新时代千年运河新画卷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雅楠 通讯员 刘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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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出台发展旅游业促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文化润村，绘乡村“慢游”风景线

﹃
迎
冬
奥

讲
文
明

树
新
风
﹄
志
愿
服
务
启
帷

开
展
普
及
冬
奥
知
识
、冰
雪
文
化
，倡
导
文
明
风
尚
等
七
方
面
志
愿
服
务

全市助残服务工程
惠及1.7万残疾人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日前，沧州市
出台《关于发展旅游业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
方案》提出，提升乡村旅游产品质量和品牌
形象，加强人才培训和宣传推介，改善乡村
地区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
旅游业成为沧州市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支撑产业。

全面提升乡村旅游产品质量，以献县马
本斋纪念馆、肃宁八路军 120 师抗战指挥
部、黄骅赵博生故居等为重点，强化红色文
化挖掘和革命遗址保护，打造一批红色记忆
乡村。以东光谢家坝水工博物馆、盐山泰山

行宫等为重点，加强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等
保护利用，开发研学旅行、体验旅游、文化休
闲等项目。依托大运河文化带、环渤海休闲
度假带、沿雄安生态旅游带，打造一批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田园综合体等重点项目。
持续开展“文创进景区”“创意下乡”活动，通
过举办沧州文创大赛等，整合全市科研院
所、行业协会、设计企业等力量，加速形成乡
村文创和旅游商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
场流通全产业链。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开展“文化润
景”“文化润村”行动，举办乡村旅游系列培
训，提升村民文明观念和服务意识，以吴桥
重走长征路纪念馆、南皮沧州落子国家级非
遗项目、泊头火柴技艺省级非遗项目为重
点，推动乡村博物馆、村史馆、非遗传习馆等
文化设施建设，培育一批文化主题突出的乡
村旅游重点村镇。加快交通干道、重点旅游

景区到乡村旅游村的道路建设，加大乡村风
景道、绿道体系建设，提升乡村旅游的可进
入性和观赏性。

不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以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为统领，统一规范、统一标准、
统一风貌，推动沿线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打
造全市旅游生态化建设的样板地带。依托海
兴小山遗址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观
光、自然科普、户外运动等生态旅游项目，打
造一批乡村生态旅游片区。鼓励各县（市、
区）因地制宜发展旅游步道、沿水步道、自行
车道等慢行系统，打造乡村“慢游”风景线。
以青县张广王村，吴桥岳庄村，献县南、北单
桥村，盐山薛堂村等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为
示范，推动“改厨”“改厕”“改客房”“整院
落”，提升乡村旅游污水治理和垃圾集中收
集处理水平。

持续加强市场监管能力建设，发挥基层

党组织引领作用，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旅游，鼓
励成立乡村旅游协会、专业合作社等机构，积
极吸引社会资本和经营主体投入乡村旅游发
展，构建政府引导、村民参与、资本介入、公司
运营、协会协调、多方受益的乡村旅游治理体
系。鼓励资源丰富的县乡探索建立乡村旅游
协调议事机构，构建文化旅游、农业农村、市
场监管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治理机制。

提升宣传推介能力，依托“河海之城
文武沧州”城市形象和国家级乡村学习体验
线路“运河奇绝农趣游”，鼓励各县（市、区）
根据实际情况开发本地乡村旅游文化品牌
和精品旅游线路，形成沧州市整体乡村旅游
品牌体系。依托大数据对目标客群进行精准
营销，形成冲击力强、针对性强的宣传效果。

深入开展“景区带村”“能人带户”“旅发
大会带片”行动，强化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
排查监测和政策落实能力。深入实施“乡村旅
游后备厢”工程，推动乡村旅游商品开发与农
副产品精深加工、农村电商协同发展。鼓励各
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在乡村旅游基
础设施领域推行以工代赈工作方案”和“消费
帮扶巩固脱贫成果实施方案”等兴农富农政
策，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推动旅游帮扶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织密织牢农村地区同步
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网。

持续开展“文创进景区”“创意

下乡”活动，加速形成乡村文

创和旅游商品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市场流通全产业链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杨婧）2021年以来，沧州市
残联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残疾人事业发展，助残服务工程
各项任务指标全部超额完成，惠及1.7万残疾人。

沧州市残联强化组织领导，将助残服务工程作为贯穿全年的
重点工作来抓，争取中央、省级资金1474万元，安排市级预算资金
342万元。加强政策宣传，全面梳理各项惠残政策，编制《惠残服
务手册》，通过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
宣传，帮助残疾人及时充分享受惠残政策。强化工作督导，制定督
查考核方案，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月通报制度，加强对各县（市、区）
残联的跟踪督导检查。

截至目前，助残服务工程各项任务指标已全部完成，康复服务
完成 9117人，完成任务目标的 102.21%；康复体育进家庭完成 300
户，完成目标任务的 100%；适配辅助器具完成 2728 人，完成任务
目标的109.12%；就业培训完成2305人，完成任务目标的116.12%；
新增就业完成 984 人，完成任务目标的 102.93%；托养服务完成
1006人，完成任务目标的108.64%；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723户，
完成任务目标的116.61%。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 通讯员刘逸舒）2021 年，沧州市
科技局加速推动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积极推进全市技术合同登
记工作，加强培训指导，实行月度通报督导制度，全市全年技术
合同成交总额突破百亿元，同比增长 35%，全市创新主体活力不
断迸发。

技术合同成交总额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产出情况和科技创新
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助推沧州产业发展、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和科技资源统筹利用意义重大。沧州市依托全市20个技术合同登
记站，大力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简化技术合同登记办理
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对需要提供的有关材料一次性告知，即时办
结，主动为企业提供政策答疑、填写指导、信息咨询等服务。

同时，深入挖掘技术合同资源。全市科技系统聚焦高校、科研
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技术合同登记的重点单位，积极组织本地区
有研发活动的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开展技术
合同登记资源调查摸底工作，并坚持“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将培育
重点支持企业纳入技术合同登记资源调查工作范围，推动企业进
行技术合同登记。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日前，沧州市
组织开展“迎冬奥 讲文明 树新风”志愿服
务活动，着重开展普及冬奥知识、冰雪文化，
倡导文明风尚等七方面志愿服务，全面提升
居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以高校师生为重点，组织文体志愿者组
建冬奥知识、冰雪文化志愿宣讲团，开展“走
进冬奥”主题宣传活动和“走上冰雪”宣传活
动，普及“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
理念。

持续深化精神文明教育，大力倡导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组织志愿者开展“反
对浪费、崇尚节约”志愿服务行动，弘扬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倡导“光盘行动”。组织医疗卫生志愿者开
展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
群众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

在继续开展“提质提效文明服务”竞赛活
动的基础上，推动电信、交通、金融等行业的
窗口服务单位，开展“争做文明使者”活动，发
动窗口服务行业的志愿者立足岗位、深入基
层，“热情办、马上办、及时办”，积极为企业和
群众提供文明优质服务。

动员组织各级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和广大
志愿者，深入商业大街、主次干道、公园广场、
景区景点等公共场所，同时，发挥志愿服务站
点作用，开展公共文明宣传教育，加强文明引
导服务。

深入开展清洁环境卫生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深入背街小巷、社区楼院、公共场所、
城乡接合部等部位，清除卫生死角，整治“脏
乱差”现象。

完善群防群治网络，在城乡社区和车站
广场、景区景点等公共场所，建立治安防范志
愿服务队，协助做好基层社会治安防范工作，
防范和预警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稳定。

在城乡社区、交通场站、商贸综合体等公
共场所设立志愿服务工作站，组织志愿者为
出行群众提供体温监测、人员登记、防控知识
宣传等服务。

去年全市技术合同
成交总额逾百亿元

同比增长35%

1月 13日，河间市农技干部（中）向霍家庄村农民讲解小麦冻
害防御技术。眼下正值冬季田管的关键时期，连日来，河间市开展

“党建+农技助推乡村振兴”系列活动，组织基层党员农技干部深
入田间地头，向群众传授麦田防冻、蔬菜管理、果树剪枝等技术，促
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世文摄

沧州，一座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
的城市。运河给沧州带来千年辉煌，留下
了宝贵财富。近年来，沧州主动接轨国家
战略，统筹做好保护、传承、利用3篇文章，
在全国、全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体现沧
州担当、打造沧州样板。

2021 年以来，沧州市坚持规划引领，
以园博园、南川楼和朗吟楼、百狮园等项
目建设为载体，加快打造大运河文化保护
带、运河生态景观带、全域文化旅游带、助
力乡村振兴产业带，推动构建“河为线、城
为珠、线穿珠、珠带面”的融合发展格局，
将发展图景由“大写意”变成“工笔画”，铺
展新时代千年运河新画卷。

顶层设计全域规划，再现运河
繁荣盛景

古老的大运河蜿蜒流淌，厚重的运河
文化犹如涓涓河水生生不息，滋养着沿线
百姓。沧州作为一座运河古城，凝聚着大运
河文化的精髓，承载着宝贵的文化记忆。

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升
为国家战略，国家、省、沧州市推动文化带
建设的规划和政策相继出台，给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创造了重要机遇。

2021 年以来，沧州市委、市政府以沧
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总体指导思想为指
导，以开展“两转两促三思考”思想大讨论、
实干大行动为抓手，完整准确全面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突出系统性思维，坚持高位
谋划、高频调度、高效推动，先后召开专题
会、调度会30余次，调研检查20余次，紧密
对接国家、省上位规划，对全域215公里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风貌，对中心城区
31公里运河沿线整体规划设计。

“着眼顶层设计，建立长效机制，全市
形成了以《沧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实施规划》为总纲，以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交通体系建设等专项规划为支撑的

‘1+6’全域规划体系。”沧州市大运河办主
任张强介绍。

在此基础上，沧州市提出将大运河作
为城市精彩中轴线、建设运河文化名城的
发展思路，将大运河规划与城市更新有机
结合，加快推进园博园、大化工业遗存改
造提升、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
心、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中心、中
心城区大运河生态廊道、南川楼片区改
造、百狮园等一系列专项规划和城市设
计，形成中心城区完整规划系统，通过打
通运河绿廊、促进城河互动，推进城市转
型升级，再现运河繁荣盛景。

深挖地域文化资源，“四带”
建设添动力

2021年9月，大运河吴桥段9个运河驿
站全部建设完工，驿站综合运河沿线的历
史底蕴、人文典故、区位节点等元素，全线
衔接吴桥运河绿道，展示运河沿线乡村的
特色风情，成为带动运河沿线经济、环境、
文化、旅游综合提升的一张亮丽名片。

大运河吴桥段的显著变化，是沧州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生动写照。大运河流经
沧州8个县（市、区），沿线文化遗产资源丰
富。2021 年以来，沧州市深入挖掘大运河
承载的深厚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结合时
代要求继承创新，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统
筹推进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沧州市始终坚持走保护优先之路，建
设大运河文化保护带。古建筑、文物是珍
贵的文化遗产，修复、保护是激活大运河
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一年来，我们从文
物修缮、考古勘探等方面着手，对沿线176
处文化遗产和375个非遗项目进行勘察摸
底，建立保护名录，加强对连镇谢家坝、泊
头清真寺、吕宅、孙福友故居等重点文保
单位的修缮，完成泊头沉船考古挖掘、南
川楼建设工地新发现沉船抢救性清理。”
张强说，一项项工作的扎实推进，充分展
现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化，活化大运河流
淌伴生的文化，弘扬大运河历史凝练的文
化，拓展大运河文化内涵和外延，展示大
运河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

沧州市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建
设运河生态景观带。运河之美，美在自然
与人文的和谐一致，美在沿线风景的点
缀。该市持续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加
快形成“林水相依、绿廊相连、绿块
镶嵌、景色优美的绿色长廊”。在此
基础上，实施河道治理管护等工
程，运河沿岸“散乱污”企业全部
动态清零，沿线核心监控区 472
个村庄全部实现生活污水管控，
引黄引江水 1.8 亿立方米，实现
运河全线有水。

沧州市始终坚持走创新发展
之路，建设运河全域文化旅游带。
抢抓省第六届园博会在沧州举办机
遇，坚持全域统筹、配置发展资源，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全域化、公共服务一体
化，实现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向全域协同
发展转变，将沧州运河沿线文旅资源串珠
成链。一方面，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中心和沧州大化工业遗存作为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的先期展示区，与
园博园同步使用，构建运河沿线 8省（市）
非遗文化展陈体验区，精心打造“大运河
上永不落幕的园博会”；另一方面，借助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契机，完成吴桥杂技旅游
片区等总投资 51 亿元的 18 个特色项目，
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沧州样板。依
托全域贯通的堤顶路，推出“运河古郡·匠
心传承之旅”“文武沧州·杂技醉心之旅”

“又见运河·非遗精华之旅”3 条大运河沧
州段非遗旅游精品线路，沧州运河文化影
响力显著增强。

沧州市始终坚持走融合发展之路，建
设运河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带。把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作为推动沿线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着力推进生态环境、文旅
休闲、产业发展、乡村示范建设，扎实推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生态休闲农
业、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带动美丽乡村提
升。着力打造青县大司马蔬菜、东光澳牧
粮食等现代农业园区，着力培育泊头鲜
梨、南皮苜蓿等特色产业示范区，着力推
动青县红木小镇、沧县明珠服装小镇等特
色小镇建设，着力打造吴桥县古运河畔和
青县曹寺镇 2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有
序推进89个省级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形成
融合发展新格局。

创新开发建设项目，全面激活
运河活力

高标准高水平高品位推进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离不开项目建设的重要支撑。沧州
市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市场运作、资
金平衡的原则，积极采取多元化主体投资
的方式，2021年共实施推进大运河文化带
重点建设项目25个，总投资177.5亿元。

近日，走进中国大运河非遗展示中心
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者正在紧张施
工。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打造成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承载地。

“以片区平衡开发推进项目建设，推进
由单一项目建设向成片区域开发转变，通
过公开招标引入了中冶建工集团、中铁投
资集团两家战略投资者，已组建项目公司
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张强说，目前，全
市已完成园博园片区内5个村庄（社区）651
户村民和8家企业搬迁安置。园博园场地平
整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园路施工和调蓄
工程。大化工业遗存提升改造已完成房屋
拆除和止水帷幕建设。南川楼、朗吟楼已初
步呈现沧州运河历史名楼的精致风貌。

下一步，沧州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做好保护传承利用文
章，加快推进“四带”建设，全面缴活运河
活力，全力打造沧州运河历史文化名城。

聚焦“两转两促三思考”思想大讨论、实干大行动

2021年以来，沧州市坚持规
划引领，以园博园、南川楼和
朗吟楼、百狮园等项目建设
为载体，加快打造大运河文
化保护带、运河生态景观带、
全域文化旅游带、助力乡村
振兴产业带，推动构建“河为
线、城为珠、线穿珠、珠带面”
的融合发展格局

◀沧州市推
动构建“河为线、
城为珠、线穿珠、
珠带面”的融合
发展格局，书写
新时代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的壮美
篇章。这是京杭
大运河沧州城市
区段。

沧州市运河
区委宣传部供图

▼京杭大运
河东光段。

沧州市大运
河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