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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第十四中学七年级学子马有为探访沧州市第十四中学七年级学子马有为探访沧州市第十四中学七年级学子马有为探访“““母亲河母亲河母亲河”””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玉洁赵玉洁

图文并茂话家乡

一年级的暑假，马有为和爸
爸、姥爷一起从保定的灵山、狼牙
山、清西陵到山西的应县木塔、云
冈石窟，再到内蒙古的乌兰察布、
张家口的大镜门长城，着实转了一
大圈。回家以后，马有为仍不时想
起一路上的见闻和趣事。他见姥爷
时常伏案写写画画，便也尝试着把
自己出游时的所闻所感记录下来，
还配上了充满童趣的插图。

第一篇游记就这样诞生了。从
此，马有为只要出游，走到哪就写
到哪，用手中的笔留住美丽的风景

和难忘的记忆。
马有为9岁那年，姥爷将他写

的关于沧州自然风貌、地理奇观、
故居遗迹和人文名胜的百余篇文章
整理成册，形成了他的第一本游记
集——《从故乡开始看世界》。此
后，姥爷又相继为他整理出了《游
学记》和《研学之旅》两本游记集。

这回成册的 《骑行家乡大运
河》，详细记录了 5天骑行过程中
运河两岸的景色，以及爷孙俩走访
和参观的所有名胜古迹。那生动的
叙述和一张张实景照片，让人身临

其境，仿佛也跟随他们沿着运河岸
边游了一回。

“大运河相伴我成长，通过这
次骑行，更加深了我对运河和家乡
文化的理解。”马有为说，其实他
心里还埋藏着一个愿望，希望在不
久的将来，能够全程骑行京杭大运
河，去发现更多的美，更加全面地
感受京杭大运河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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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多所小学开展主题活动全市多所小学开展主题活动

国家安全国家安全

与我们息息相关与我们息息相关

本报讯（赵玉洁）今年的 4
月15日是第6个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为提高广大师生的国家安
全意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我市多所小学开
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
活动。

路华小学在各班召开主题班
会。针对和平时期人们国防观念
淡化的问题，班主任结合典型案
例进行深入分析；孩子们通过观
看 《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片》
《国家安全法》等视频加深了对
国家安全的了解。

车站小学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国家
安全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全体学
生与家长相聚云端，共同参加线
上升旗仪式。从 4月 12日至 16
日，全体师生通过升旗仪式、班
队课、绘画、书法等形式来学习
国家安全知识，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

光明小学邀请公园派出所负
责人，为全校师生进行了主题法
制教育讲座。张亚东结合校园安
全，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让
同学们了解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知
识。

除了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
育之外，水月寺小学还组织全体
教师学习《国家安全法》《反恐
怖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
规，切实增强教师的国家安全意
识和法治意识。

在黄骅市，骅西街道办、黄
骅市人民法院与黄骅市开发区小
学联合开展“法律知识进校
园 ”活动。通过案例讲解、模
拟法庭等形式向学生普及法律知
识。

鼓韵悠远童声扬鼓韵悠远童声扬
沧州市建兴小学着力传承沧州市建兴小学着力传承““木板大鼓木板大鼓””技艺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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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特教学校市特教学校

用手语用手语““唱唱””响国歌响国歌
本报讯（赵玉洁）日前，在

市特教学校的升旗仪式上，伴随
着嘹亮的国歌声响起，听障学生
用规范的手语整齐划一地“唱”
起了国歌。

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手语方
案》正式实施，它切实解决了多
年来听障人士在奏唱国歌的场
合，无法规范、统一“唱”响国
歌的问题。

《方案》颁布后，市特教学
校德育处组织全体教师进行学
习，然后再以班级为单位、以班
主任为直接负责人，将规范国歌
手语统一教授给听障学生。

于是，当五星红旗再次冉冉
升起时，市特教学校的听障孩子
们终于能够用这种特殊的语言，
与视障和培智学生一起，骄傲地

“唱”起国歌。

提起京杭大运河，你会想到什么？

是穿城而过的运河水，是两岸美丽的风

光，还是坐落于河畔的名胜古迹与村落

人家？

如今，每当提起大运河，沧州市第

十四中学七年级学生马有为，就会想起

去年暑假那次难忘的骑行之旅。

2020年7月，马有为在姥爷的陪伴

下，从青县流河镇出发，沿着京杭大运

河一路向南骑行，经过5天行程，最终

到达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南端。

一路行来，马有为把自己的所见、

所闻和所感付诸笔端，生动地记录下了

运河沿岸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

古朴运河研学行

“河岸两边生长着高高大大的
白杨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像是在欢迎我们。河岸的草丛中，
有人正赶着羊群放牧，那情景就像
一幅田园风景画，好美好美。”

除了运河两岸怡人的风光，
更让马有为感动的是沿途村庄人
们的热情。有一次穿村而过，一
户人家正在采摘杏子，看到马有
为在一旁拍照，老奶奶马上捧了

不少红杏塞进他手中，马有为心
里暖暖的。

骑行期间，除了参观古迹遗
址，姥爷还带着马有为专程走访了
运河西岸隶属于衡水市阜城县的刘
老人、魏圈和大龙湾 3个古村落。
这里每个村都设有博物馆或村史
馆，还有刘老人故居、仿古水车、
御龙渡口等景点，向人们展示着这
方水土从古至今的绵延与传承。

每天顶烈日、冒酷暑，爷孙俩
汗流浃背，3 天下来皮肤晒得黝
黑。没想到，更大的考验还在后
面。第4天遭遇风雨，两人冒雨骑
行，淋得浑身透湿；最后一天虽然
天气转晴，但道路却变得泥泞不
堪，实在没法骑，马有为和姥爷只
能艰难地推着自行车前行。经受住
了体力和意志力的双重考验，马有
为最终坚持骑行到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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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清月明尧舜天，政通人和喜心间……”每周

三下午，沧州市建兴小学的校园里，便会回荡起悠扬

的三弦声、清脆的鼓声和稚嫩的童声。孩子们左手打

着木板，右手拿着鼓楗，一边说唱一边敲击书鼓，表

演得有板有眼。

从2016年开始，沧州市建兴小学将木板大鼓引入

学校社团活动之中，邀请沧县木板大鼓非遗传承人担

任辅导教师。5年来，孩子们不仅近距离感受到了这

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而且还在

传承木板大鼓传统剧目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将新时

代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木板大鼓之中，让这一传统艺术

焕发出新的光彩。

爷孙相伴“走天下”

此次运河骑行，缘于马有为和
姥爷的一次闲游。2020年暑假的
一天，马有为和姥爷骑车到郊外散
心。行至大运河畔，只见河水盈
盈、绿草青青，马有为被眼前的景
色吸引了，向姥爷提议来一次沧州
境内的运河骑行。于是，就有了这
样一次特殊的研学之旅。

像这样“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于马有为和姥爷来说，早已不是

第一次。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马有为

从小由姥姥、姥爷带大。从他记
事时起，姥爷就经常骑车带着他
在市区里转。上幼儿园以后，姥
爷开始有意识地带他去看一些名
胜古迹。上小学以后，每年的寒
暑假马有为都会背上行囊，和姥
爷外出走一遭。不仅走遍了沧州
市区及下辖县市，而且河北省和

周边省市的名胜古迹也游览了不
少。

2018年利用寒假和暑假，由
爸爸担任司机，马有为和姥爷开启
了漫长的自驾之旅。他们穿越河
南、湖北、四川等7个省份，最终
到达海南省；然后又经过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福建
省、浙江省、江苏省和山东省，返
回家中，总行程达3万多公里。

沧州木板大鼓起源于明末
清初，以其钝嗓悲腔而闻名。
2006年，沧州木板大鼓被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但是目前，沧
县木板大鼓非遗传承人寥寥无
几，历来通过口传身授传承数
百年的木板大鼓，面临失传的
危机。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木板
大鼓，使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
得以传承，近年来，沧县投入
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并
把“进校园”作为一种新的思
路和实践。建兴小学多次与沧
县文化馆及木板大鼓传承人进
行沟通和交流，2016年 3月 1

日，沧州市木板大鼓培训班正
式落户于此。

在开班仪式上，孩子们热
情高涨，报名人数突破了 300
人。学校充分听取传承人刘银
河的建议，本着精益求精的原
则，经过多轮筛选，最终27名
同学脱颖而出，走进了培训
班。建兴小学木板大鼓社团也
就此成立。

从此，每周三下午，刘银河
都会准时来到建兴小学，对孩子
们进行授课和指导。一声唱腔、
一句鼓词、一个动作……刘银河
耐心细致地讲，手把手地教，
一个半小时就在教与学的互动
中悄然而逝。

数番筛选 精益求精

在刘银河的精心培养下，
孩子们的技艺有了长足进步。
没过多久，他们就把风趣幽默
的传统段子《追苍蝇》，表演得
有模有样。

2017年 9月，传承人赵福
云接替刘银河继续担任建兴小
学木板大鼓社团的辅导教师。
在他的指导下，孩子们又学会
了《颜回拾金》《酒色财气》等
多个传统唱段。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老师
们还与时俱进，在唱词上不断
创新。

“春风化雨三月天，身教
言传谱新篇……三尺讲台硕
果累，争做明泽德为先。”由
社团负责人孙杰臣创作、传

承人苗士芹改编而成的新唱
段《建兴好少年》，以朗朗上
口 的 唱 词 和 圆 润 流 畅 的 唱
腔，将建兴学子董明泽拾金
不昧的事迹展现得淋漓尽致。

疫情期间，传承人苗士芹
有感于建兴小学老师们线上教
学和参与抗疫的辛勤付出，又
创编了新唱段《最美建兴人》，
孩子们自由组合，自弹自唱，
全身心投入到新唱段的排练和
演出之中。

《赞沧州》《清风颂》《沧县
新貌》……一个个充满正能量
的段子相继从孩子们口中唱
出。无论走到哪里，孩子们的
精彩表现总会赢得观众的热烈
掌声。

继承传统 锐意创新

沧县一年一度的消夏“古
韵书场”，总少不了建兴小学
木板大鼓社团孩子们的身影；
在沧州文庙，社团成员的木板
大鼓展示获得了市民的一致好
评。

2018年 5月，建兴小学四
年级学生张天华在河北省少儿
曲艺大赛中夺得一等奖，受到

了曲艺界老前辈刘兰芳的称
赞，并受邀代表河北省参加在
张家港市举行的全国少儿曲艺
展演。

同年 8月，张天华在第八
届全国少儿曲艺上，以木板大
鼓《逛花亭》，深深吸引了在场
的观众。

2019年春节，社团成员宋
一诺受邀参加了在山东省
召开的全国书会……

5年来，建兴
小学的孩子们不
仅传承着木板大
鼓技艺，更让这
门当地独有的古
老 艺 术 走 出 沧
州 ， 走 向 全 国 ，
让越来越多的人
见识和感受到了
它的独特魅力。

立足沧州 走向全国

百年礼赞百年礼赞 童心向党童心向党

南环小学南环小学

进行研学实践进行研学实践
本报讯（赵玉洁）“我是中

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热爱中国
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
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在
火红的党旗和鲜艳的队旗下，少
先队员们满腔热血，用嘹亮的声
音重温入队誓词。

日前，南环小学开展了“百
年礼赞 童心向党”主题实践活
动。四年级全体师生走近先贤，
感受“忠贤德修、寄寓田园”的
生活风范；走近“沧州好人”，
了解他们的感人事迹。

通过此次活动，孩子们对家
乡的历史以及家乡名人、好人的
生平事迹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更将爱家乡，爱祖国，爱人民的
种子深深根植于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