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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冀运河旅游通航在即

大运河香河段准备好了！
本报记者 韩梅

京冀运河旅游京冀运河旅游通航在即通航在即

大运河香河段准备好了大运河香河段准备好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梅韩梅

古运生香地古运生香地，，启航正当时启航正当时！！
京杭大运河河北省廊坊香河段京杭大运河河北省廊坊香河段2121..77公里河道旅游通航一年之际公里河道旅游通航一年之际，，迎来了北京段与河北段旅游通航倒计时迎来了北京段与河北段旅游通航倒计时，，

京冀北运河旅游航道将于本月底互联互通京冀北运河旅游航道将于本月底互联互通。。大运河大运河““京畿首驿京畿首驿””香河县准备就绪香河县准备就绪。。

11 拟定3条航线 最长航线4个小时

京冀北运河旅游通航后航线如何设置，一直是
关注焦点。据悉，今年 2月，香河县与通州区就通航
后的游船运营、联合执法、安检防疫等工作展开对接。
目前，双方已拟定3条游船航线：

第一条是通州二号码头至香河中心码头（长航线），
途经甘棠闸、榆林庄闸和杨洼闸，全程40公里，行程4小时
（单程）；

第二条是通州柳荫码头至香河中心码头，途经甘棠闸、榆
林庄闸和杨洼闸，全程32公里，行程3.5小时（单程）；

第三条是通州和合驿码头至香河中心码头，途经杨洼闸，全
程6公里，行程45分钟（单程）。

据介绍，与通州对接后，香河县立刻部署后续推进事宜。两地
建立了水务协同机制，科学合理调节水位、调配水量、调控水质，推进
水生态治理联合执法，确保北运河水质稳中有升；两地健全安检防疫机
制，推进水路、陆路进京入冀安检防疫科学化、规范化建设，探索建立北
运河京冀段互联互通安检、防疫互认机制，共同打造大运河安全廊道；两
地正在研究制定联合执法机制，明确两地水运及海事管理职责与执法边
界，畅通信息共享渠道，促进船运企业、从业人员跨省运营培训，保障应急
联勤联动。

44 打通三大“瓶颈”香河更香更美

运河香河段上的王家摆桥、安运桥和运河
堤防工程是打通通航“瓶颈”的三大锁钥工程，
将于今明两年陆续打通。

其中，王家摆桥是北运河入香河境后通过
的第一座桥梁。该桥原为 2010年改建的两联
八孔钢筋混凝土桥，2021年3月，为满足运河旅
游通航和安石路西延规划要求将原桥拆除。因
北运河香河段河道形态恰似一柄寓意吉祥美好
的“如意”，所以正在建设的这座大桥以“如意”
形的浪花为设计元素，将运河之水奔流涌动之
态与“如意”的古典华美抽象融合。

新建大桥主桥长256米，最大跨径170米，
引桥长791米，双向六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
道。桥梁主体采用抱翅拱斜拉桥组合体系，在
彰显文化之美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结构的美
感。大桥建设已完成过半，建设单位正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加班加点施工，争取早日具备通

车条件。
安运桥是王家摆桥下游的大桥。根据北

运河廊坊段旅游通航规划和实施方案，此桥拆
除重建。新的安运桥造型创意来源于荷叶，桥
梁设计采用V型桥墩和拱的新型组合体系，将
荷叶的形态融入到桥梁造型当中，桥上、桥下
线条连续流畅、富于变化。桥梁在河中的倒影
进一步强化了荷叶浮于运河之上的印象，给人
以生机盎然、自然和谐的美感。项目正在推进
电力、通讯、国防光缆等管线迁改工作，预计年
底前可完成全部工程的 60%，明年 9月底具备
通车条件。

运河堤防工程包括新建 15.7 公里、扩建
8.9公里运河堤防，总土方量约 230万方，建成
后防洪标准将从 20年一遇提高到 50年一遇。
工程于去年 4月进场，目前已铺筑完成 1.45公
里，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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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春色

位于大运河文化公园北段森
林生态文化区，上起京杭大运河京

冀界，下至鲁家务码头，长 1.5公
里，占地面积 69亩。主要包括

鲁家务花田、运河故道、休闲
广场、船型平台等景点。

滨河右岸遍植绦柳、海
棠、芒草、槭树等多种

花木。每逢阳春三
月，垂柳吐绿、春

花争妍，与对岸
景 观 交 相 辉

映 ，生 机 盎
然 、如 诗

如画。

河湾湿地

位于大运河文
化公园北段森林生态文
化区、大运河向南转弯处，
占地面积 248 亩。临岸筑有
大小岛屿11座，呈现缓坡、浅滩、
细流、沙洲等多种地貌类型，其间配
种芦苇、荷花、水蓼、香蒲等水生植物，
形成碧水沙洲、花开次第、鸥鹭翔集的生
态湿地景观。沿岸还建有湿地栈道、观景平
台、滨水草屋、亲水乐园等景点，是一处回归自
然、寻找野趣、放松心灵的生态绿洲。

位于大运河文化公园北段森林
生态文化区，紧邻鲁家务村，占地面积15.7亩，由河工文
化展示区、水岸花田等景点组成。其中，河工文化展示区以
景墙和雕塑形式，再现了元代鲁家务水务所河工
修筑堤防、疏浚河道的繁忙劳动场景，是
运河漕运文化的展示窗口。

河务印象

漕运码头

二号码头
一号码头

通惠河通惠河

北关闸北关闸

柳荫码头

甘棠闸

榆林庄闸

儒林码头

和合驿码头

牛牧屯码头

杨洼闸

香河中心码头

王家摆码头

安运码头

曹店船闸

鲁家务码头

金门闸码头

44
半岛寻芳

位于大运河文化公
园北段森林生态文化区、陈辛庄北

侧半岛，与香河中心码头隔河相望，占地
面积 374.4亩，主要包括百草园、亲水
栈道、疏林草地、滨河广场等景
点。半岛上栽植霍香、紫苑、
车前草等药用观赏植物
十数种。漫步其间，
林下药田、绿地花
海 ，芬 芳 馥
郁 、沁 人
心脾。

55
如意荷香

位于大运河文化公园北
段森林生态文化区、大运河向南

转弯处左岸，占地面积590亩。由中
心码头、活力运动场、儿童乐园、自然露

营地、枫林大道、如意广场、滨水广场、休闲
广场等景点组成。其中心码头为北运河香河

段规模最大的码头，占地面积 170亩，包括港
池、护岸、亲水平台及陆域配套设施，承载

着水陆交通转换、门户形象展示、旅游休
闲体验等多重功能。码头周边景观占

地面积 420 亩，遍植荷花、元宝枫、白
蜡、绦柳、山桃等草木植物数十种，
呈现春花夺艳、夏荷竞放、秋叶

洒金、百木争荣的四
季美景。

77

悠然水岸

66
位于大运河文化公园

中段运河历史文化区，毗邻曹店
船闸，占地面积约 103亩。岸边设置滨

河慢道、河畔广场、休闲草坪、趣味雕塑等
多处景观功能，重塑古渡春阴、柳浪闻

莺、坐岸观舟的滨水生活场景，是
香河运河文化旅游必不可少

的打卡点。

芳甸闻歌

位于大运河文化公园中段
运河历史文化区，毗邻凤港减河口，占
地面积约 160 亩。包括王家摆码头、古渡文化
园、大美花田、滨水绿地等景点。景区通过河畔花田景
观营造和舟渡文化植入，展现古运河码头芳草歌渡、熙来攘往的
历史场景和人文风情。

88
烟波钓徒

位于大运河文化公园中段运河历史文化区、运河西岸，占地面积约77
亩。包括安运码头、林下空间、垂钓平台等景点。此段正处凤港减河汇入
北运河河口，每到春秋，雾霭苍茫、烟波浩渺，坐岸垂钓、恍若仙境。

99
河畔船趣

位 于 大 运
河文化公园中
段运河历史文化
区、运河东岸，毗
邻安运桥，占地面
积 88 亩。包括林
间芳径、休闲驿站、
亲水平台、舟渡广
场等景点。该区域
通过融入船形平台、
船形坐凳、船形雕塑、
船型石刻等漕运文化
元素，重点展现北运河
舳舻相接、云帆宵鼓的
舟楫文化。

1010
金门古韵

位于大运河文化公园
南段田园农耕文化区，毗
邻青龙湾减河口，占地面
积152亩。包括锦绣花田、
乡间人家、金门闸码头、金
门古韵等景点，全面展现大
运河畔带水绕田、沃野欢歌
的田园风貌，并通过闸坝

修筑等河工文化元素
植入，诠释古代河道

治理和金门闸水
利工程的精神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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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城
第一城景区座落于京津冀交界的黄金地带——香

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距大运河安运码头 4公里。其总
占地 3320亩，建筑面积近 60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唯
一完整再现老北京古都风貌的大型仿古建筑群。

第一城外仿明清时期北京都城的城垣风貌，有22
座城关、十里古城墙；内聚华夏几千年民族建筑之精
华，内九外七、皇宫王府、市井茶肆、圆明八景。城内亭
台楼榭、九曲回廊、雕梁画栋、水润荷香，融中国南北古
典造园艺术于一身，再现昔日皇城独有的王者风范，是
国家4A级景区。

运河文化公园
运河文化公园，是香河北

运河生态文化项目一期生态驳
岸景观工程重点建设内容之
一，项目占地 413亩，由南北两
个园区组成，2018 年完成主体
建设并面向公众开放。

整个园区绿化面积达 24
万余平方米，园中遍植各类乔
木、花灌木、鲜花色带及水生植
物，并建有亲水栈道、滨河步
道、中式景观亭赏荷园、休闲广
场等配套设施。公园内还植入
古淑阳八景文化墙、香河历史
名人雕塑、运河代表性非遗雕
塑、诗词石刻和景观亭楹联等
文化元素，打造成为集生态观
光、休闲娱乐、运动健身、文化
体验于一体的生态郊野公园。

水岸潮白
水岸潮白景区位于香河县蒋

辛屯镇北李庄村，紧邻涿密高速香
河西出口。利用北方田园乡村基
质，以种、养、购、吃、住、游为要素，
集优质特色花果种植、景泰蓝工艺
品加工、旅游观光度假于一体。

景区占地约 500 亩，2019 年建
成开放，呈现十大特色景点：火车
主题商业街、李家大院、“别处”潮
白民宿群、房车露营地、帐篷主题
酒店、共享农庄、丛林部落、农事体
验区、儿童研学区、林下种植区等。
该景区开启了香河县乡村田园综合
体新模式，是全国重点旅游村，目前
已经发展为国家3A级景区。

万亩荷塘
位于香河县东南部刘宋镇庆功台村，

占地13600亩，东邻天津宝坻区，南接天津
武清自然生态保护区，为河北省级湿地公
园、廊坊市级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级湿地
公园试点。

每年七八月是荷花盛开期，万亩荷塘
莲叶接天，十里荷香，200余种荷花竞相开
放，千姿百态、轻摇曼舞、争奇斗艳，成为京
津冀著名赏荷胜地之一。以荷花博览园、
荷香湖畔、杨家寨、感恩园、荷花定情园等
为代表的 18处景观，引人入胜，吸引众多
京津冀游客前来游玩。

陆上 大景区44

22 3000多亩景观廊道鸥鹭翔集

6月的香河，风光旖旎。从高楼大厦、道路
桥梁，到景观雕塑、休闲座椅，运河文化元素和
标志标识无处不在，处处洋溢“运河范儿”。

大运河香河段上，由北向南依次排列着鲁
家务码头、香河中心码头、王家摆码头、安运码头、
金门闸码头。5个码头就像5颗珍珠，串起了香河
大运河文化公园，讲述着说不尽的运河故事。

香河大运河文化公园位于京杭大运河北
运河中段，北接通州区，南邻武清区，占地面积
3330亩，包括北部森林生态文化区、中部运河
历史文化区、南部田园农耕文化区三大板
块。景区从北向南依次串联运河春色、河湾
湿地、河务印象、半岛寻芳、如意荷香、悠然水
岸、芳甸闻歌、烟波钓徒、河畔船趣、金门古韵

十大景观。
在水清岸绿的香河中心码头，数艘干净整

洁、古朴优雅的游船浮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
盛装待发。它们是可容纳 40 名旅客的祥和 1
号钢质游船、可容纳 51名旅客的大运河 1号玻
璃钢质游船以及可容纳 62名和 92名旅客的京
畿大运河1号和2号木质游船。

随着今年运河生态景观养护提升工程的
开展，经过水质治理，北运河香河段入境王家
摆、出境土门楼断面水质全部达到地表水Ⅳ类
标准，水质完全达标。3000多亩的生态景观带
构建出一条丰水厚绿、鸥鹭翔集的生态廊道，
吸引野生鸟类 19种，其中白鹭 4000余只、苍鹭
1000余只、天鹅300余只。

33 不夜运河流光溢彩

随着橡胶坝及曹店船闸工程电气设备进
入调试运行阶段，香河县展开了“焕彩运河”亮
灯工程。提升以两桥一闸一坝（王家摆桥、安
运桥、曹店船闸、橡胶坝）为核心，码头、船闸、
滨河绿道为辅助的夜景亮化层次，让运河夜游
展现流光溢彩的迷人风采。

今年以来，香河县在运河沿岸谋划民俗
风情小镇建设。其中，突出弘扬运河文化，
集中打造民俗体验、文化创意、加工仓储三

大板块，以及古渡春荫、渡口遗址公园等精
品节点，再现千年运河盛景，助推夜游经济
发展。

香河县还结合水上航线，打造运河沿岸陆
上精品旅游线路。京哈高速香河北出口已被
打造成“最美入境门户”，以此为中心，向北直
达香河县蒋辛屯潮白河精品旅游片区，向南直
通香河城区和以香河中心码头为核心的大运
河文化公园。

11
22

33

京冀运河旅游通航互联互通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成果，也是廊坊北三县积极融入城市
副中心、对标城市副中心、与城市副中心实现
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年来，香河县先后成立两河事务管理中
心、财信文旅有限公司，统筹推动北运河、潮白
河和湿地公园等域内河流及保护区的保护发
展，对接京津协商推动文化旅游、海事航道、生
态建设等事项，力促京冀运河旅游通航一体化
运营。

香河县还成立了地方海事处，负责监督北
运河航行通告发布、船舶进出港签证、水运市
场秩序维护等工作，与嘉禧船运公司签订为期
2年的运营方案、运河旅游船运合作协议和运
河中心码头临时物业管理协议，组成了36人的

管理团队。一年来，香河中心码头共接待旅客
1万余名，出港游船 227船次，载客 5000人次，
实现收入100万元。其中，来自北京、天津的旅
游团体近百个。

基于试运营期间的游客流量、人群结构、
消费习惯等行为分析，香河县海事处探索出一
条以门票和船票为主导，购物、餐饮、休闲为辅
助的多业态经营模式。香河县将围绕景区自
然风光逐步推出创意摄影、亲子乐园、团建拓
展等户外体验项目，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
济”转变。同时，尝试与中小学和培训机构合
作，开展泥塑彩雕、创意手工、科普展示等兴趣
活动，为研学体验提供空间载体，从“刻板经
营”向“教育赋能”转变，释放大运河文化旅游
的“乘数效应”，让大运河“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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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运河香河段准备就绪北运河香河段准备就绪，，静待京冀段旅游通航静待京冀段旅游通航，，图为大运河香河段中心码头图为大运河香河段中心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