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早起来运河边慢跑一
圈，晚饭过后散步一小时，
白天在运河边唱歌休闲，夜
晚看彩虹桥霓虹闪烁……家
住华西南区的刘胜国，一天
的生活离不开运河。华西小
区与运河仅 100多米的距离，
很多人家打开窗户就能欣赏
运河风景。

十几年前，虽然运河一片
荒凉，但岸边有个小花园，刘胜
国就和朋友们在那里遛弯闲坐，
偶尔也唱唱歌。后来，他看着杂
草丛生的河滩变成了运河景观
带，有了滨水步道，沿岸有了绿
化景观，春天桃花盛开，景色迷
人。尤其是彩虹桥，夜晚灯光开
启，飞珠溅玉、流光溢彩，非常
漂亮。人们来这里健步走、打太
极拳、跳广场舞……运河岸成
了汇聚人气的场所。

过去活动的小花园也进行
了提升改造，花草树木多了，
健身游乐设施也多了，刘胜国
越发喜欢这里。因为喜欢唱
歌，他加入了顺河社区文艺
队，没有疫情时，几乎每天都
和队友们在小花园里练习合
唱。《咱老百姓》《再见了，大
别山》《小白杨》……嘹亮的
歌声在运河上荡漾，也为运河
增添了一抹风景。

作为文艺队队长，刘胜
国经常自己写歌，其中一
首歌这样赞美运河：运河
岸边灯火灿，一条彩虹踏
两 岸 ， 岸 边 老 人 歌 声 多 ，
姐妹翩翩舞起来……这首歌
不仅在文艺队传唱，还被
其 他 社 区 编 排 成 了 舞 蹈 。

“美丽的运河是我们生活的
根基，也是我们快乐的源
泉，我们合唱团就是要歌
颂运河、传唱运河。”言语
间，刘胜国透出对运河的
一片深情。

上个周末，去百狮园逛了
逛。

曲径通幽的园路，形态各
异的狮子，南川、朗吟两楼遥
遥相望，身边运河流淌，花木
虽已凋零，却自有一种初冬的
韵味与风情。

天气晴好，不少市民在
园 里 漫 步 ， 孩 子 们 追 逐 嬉
戏，有人拍照留影，有人椅
上闲坐……偌大的园子，处
处风景，时时欢声，一派悠
然。

可以触摸到，可以感知
到，身边的运河，身边的美
好，身边的人们，笑着、幸福
着。

这是运河边人们的生活，
多了风景，也多了故事。

没有哪个沧州人不对大运
河怀有深深的感情，我们的城市
依河而生，依河而长，一条河与
一座城融为了一体。人们的生
活，离不开运河。运河文化带的
建设，也让市民成为最大的受益
者，人们多了休闲的好去处，可
以运河边享受美景，可以体味运
河文化，可以感受这条母亲河带
给我们的滋养。

前不久，百狮园里举办了
大运河（沧州）摄影大展，市
民大饱眼福——运河文化、运
河风情、运河城市，众多摄影
人对运河的真挚情感，在这次
展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还是百狮园，沧曲书舍、
荷悦轩茶室两座颇具南方特色
的古建，让人更感这里的古朴
厚重。试想一下，在这里煮茶
听雨，品读诗书，乐享浮华散
尽，清欢升起。

一个百狮园就带给我们这
么多惊喜，那么，园博园、樱
花大道、千尺古街、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园……这些项
目建成后，一定会带给市民更
多惊喜，更多幸福感。

运河越来越美，市民享受
着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改变，享
受着更美好的运河生活，更从
内心深处感知着一种幸福，一
种因母亲河的变化而带来的福
祉。

触摸运河触摸运河
共享美好共享美好

□□ 曹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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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运河畔走起来

紧邻运河的强家坟村人，在
运河建设的大潮中变了样，42岁
的强小军便是其中一员。强小军
家的大门就对着运河，小时候的
他，夏天上树捉蝉，冬天下河滑
冰，看着运河一天天变化，他也
迈入了不惑之年。

在他的记忆中，运河有过一
次大的变化，就是小时候拓宽堤
顶路，因为修路，他家的院子缩
减了一大半，但门前敞亮了，出
入也方便了不少。不过就在去
年，家门口的河滩地改造成了小
公园，绿草遍地，环境优美，成
为村民的休闲游玩地。“站在院子
里，我经常看到老人们在公园里
下棋，还有的领着孩子玩耍，很
悠闲的样子。”强小军说，附近的
居民因为有了这个小公园，再也
不用驱车去远处玩儿了。

距离他家不远的大运河生态

修复展示区开放后，一家老小对
这个公园情有独钟。吃完晚饭
后，强小军就和妻子带孩子去展
示区里遛弯，步行十几分钟的
路，孩子们草地里打个滚儿，步
道上撒撒欢儿，近距离看看运
河，很是惬意。去年，强小军还
加入了大运河生态修复展示区的
一支健走队，每天行走在公园
里，不仅看了风景，还强健了身
体。

今年，与强家坟一桥之隔的
百狮园建成，强小军一家又多了
个好去处。不出摊的时候，他会
背起相机，重拾当年在部队的爱
好，拍拍运河、拍拍建筑、拍拍
爱人。他说，这样的日子很幸福。

缓缓流淌的运河水，清幽舒适的
绿茵地，古韵浓郁的老建筑，春天花
香鸟语，秋天落叶纷飞……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日渐深入，运河两岸风景越
来越美，人气越来越旺。生活在两岸
的百姓，见证着变化，感受着幸福。

水韵美景水韵美景水韵美景
幸福时光幸福时光幸福时光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宝梅赵宝梅 摄摄 影影 魏志广魏志广

在刚刚过去的“双11”，你是否也
有多个快递需要取？近日，随着多地
居民网购的快递检测出阳性，不少网
友开始纠结自己的快件要不要取，怎
么取才更安全。

记者在御河路和开元大道的几个
快递超市看到，大大小小的快件堆成
了小山，有的直接在门口堆放着，市
民则在有序地收取。其中，偶有市民
戴着一次性手套，取了快递将外包装
撕下扔进专门的箱子。而快递超市的
工作人员，很多都没有佩戴口罩和手
套。

据中疾控专家分析，一般情况
下，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被新冠病
毒感染的可能性很小，网购族不必恐
慌和担忧。但尽量不要购买境外或国
内中高风险地区的商品，在收取时也
尽可能采取措施，降低被感染的风险。

对此，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建议市
民，科学收取快递，避免感染风险。正
确的步骤是：取件时佩戴口罩和一次性
手套，避免直接接触快件包裹，取到包
裹后撕下外包装，投入专门的处理设备
内，尽量别带回室内；取回快递后，要
根据物品种类进行消毒，可使用75%浓
度的酒精或84消毒液。

需要注意的是，取回的快递不仅
要对外包装进行消毒，拿出的物品
也要进行消毒，最好在通风的地方
晾晒一到两天，再去直接接触；取
件时，保持和其他取件人及快递员
之间的距离，尽量减少语言交流；
在快递超市取件时，应错开取件高
峰，避免人员聚集，取件后及时返
回，勿在外逗留。

老年人成网购新力量

前不久，65岁的王国华在儿子
的指导下学会了网购，并在天猫超
市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网购，一桶
油、一袋米、一箱水果，快递员不
仅给送上楼，还当面开箱验货。

“方便，太方便了！上午下单，第
二天就能送到家里来了。”王国华
初尝网络购物的便捷，有些相见恨
晚。

最近，她又学会了一项新技能
——团购蔬果。“想吃什么都可以
在手机上下单，第二天到家门口超
市提货就行了。便宜、方便，质量
也有保证。”为了方便提货，王国
华还专门网购了一辆小推车。现
在，她几乎每天都要推着小车去

“提货”。
55岁的杨玉珍自打去年开始玩

抖音后，就迷上了抖音购物。家里
的日用品、老伴的棉衣棉裤、孙子
的玩具，甚至花花草草都从抖音上
下单，每月平均网购消费 1000多
元。今年“双 11”，杨玉珍更是疯
狂，几天时间网购了三四千元钱的
商品。“好多东西打折很便宜，有
的就是白菜价。”杨玉珍说。

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今年46
岁至 55岁年龄段的用户消费力爆

棚，销量同比增长96%。作为适老
化改革实行以来的首个“双 11”，
银发族更是化身“剁手党”，成为
网购的新生力量。

“便宜”最具吸引力

老年人的网络购物车里都有
啥？是什么吸引他们不停地买买
买？在随机采访的几位老人中，记
者发现“便宜”是首要因素。

老人们要买的东西五花八门，
有的老人买米买油买日用品，有的
人想趁着冬季到来买洗脚盆、电热
宝，有的老人要买茶叶。最多提到
的还是冬衣，包括保暖内衣、保暖
护膝、羽绒服等。

受访老人单件商品的花销一般
都在千元以下，既无自用的快消品
也无奢侈品，一些家用电器也都是
小件，价格大都在1000元以下。放
在“购物车”里的，最贵商品是羽
绒服一类的服装。有孙辈的老人
们，还会在网上给孙子孙女买衣
服。有两位老人买了空气炸锅和电
饭煲，也都是秒杀款。

“广告说得天花乱坠，视频拍
得好看精致，我爸每次都被这些假
象迷惑。100多元钱买的足浴盆，
一看就是劣质货，不让用他不高
兴，用着又怕不安全。”市民于磊

说，爸爸网购的很多东西都来自于
广告推荐，要不就是被打折促销的
新花样吸引。

适当网购勿贪便宜

老人学会了网购，省去了逛超
市、逛商场的劳累，收取快递也很
快捷，本该是件好事，但为什么却
遭到子女的吐槽和不满呢？

“不是怕老人花钱，而是各种
担心。担心买便宜货影响生活质
量，担心被广告推荐欺骗，担心买

了假的保健品……”一位市民说。
“很多老年人热衷于网购是因

为不想落伍于这个时代。”沧州狮
城心理咨询室专家说，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老年人和年轻人一样，
都想有一颗追求时尚生活的心，而
且也会像年轻人一样网购上瘾。

专家提醒，老年人可以适当网
购，但切勿盲目消费、贪图便宜而
忽略了商品本身的价值，买东西之
前一定要认真考虑所购商品质量，
和日常去市场消费一样，可以货比
三家，对广告推荐更要注意辨别。

快递来了快递来了

怎么收取才安全怎么收取才安全？？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B 生态园里采菊忙

祖祖辈辈守着大运河，古时
码头驿站扛活卖苦力，今朝生态
绿地休闲游玩好生活。距离大运
河几百米的运河区西砖河人，迎
来了不一样的生活。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西砖
河村昔日废弃砖窑地紧邻运河，
成了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
化产业园项目的落脚地。

村民看着产业园在村边建成开
园，里面水流潺潺，草坪整齐松
软，雕塑充满童趣，现代化农业高
端大气，还有运河博物馆讲述着大
运河的故事……普普通通的村庄，
因为有了这个园子变得远近闻名。
村民去园区打工，保安、保洁、种
花、种菜、采菊……不少家庭主妇
成了企业员工，每月领着两三千元
的工资，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园区保安队长户宝权就是西
砖河村民，他和周围村子多名五
六十岁的村民，因着园区的建设
而有了一份营生。“项目开工建设
我就过来了，最多时仅我们村就
有 200多人在这里干活。”户宝权
说，谁也不曾想，过去村边荒废
的砖窑地，一年间变成了生态园。

园区里花红柳绿，温室大棚
景色别致，几百亩菊花盛开，不
仅西砖河村民，附近村子的人们
都在闲暇时进园游玩。53岁的刘
瑞花过去是普通的农民，种棉
花、种小麦，面朝黄土背朝天，
累死累活也挣不多少钱。现在她
在园区打理花草，种种菜、采采
菊，一月轻松收入两千元。“守着
运河，过上了好日子。”刘瑞花
说。

银发族银发族 网购也疯狂网购也疯狂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