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服、古风歌曲、文创产品，传统
文化以全新方式悄然融入我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冬至还未到，关于冬至的传统
文化活动，就早已拉开序幕。

在古代，没有手机、电脑，没有空
调、暖气，古人乐观生活，观察天气，
吟诗作画；现代，冬日，在古色古香的
房间里，体验国画魅力，学习绘画“九
九消寒图”、绘制国画风帆布包，看制
香，品点茶，读冬至古诗，在书墨飘香
中，体验古代冬至传统文化活动。这是
运河区文旅局即将推出的冬至传统文化
活动。

为了此次活动，张维富早早就开始

做起准备。他设计了几款简单易上手的
图案，让参加活动的人们学习。张维富
是迎宾路二小的美术老师，擅长国画、
书法、篆刻，爱好传统文化，不仅经常
带孩子体验传统文化活动，也是运河区
文化馆的强大“外援”。

国风帆布包，是现在不少年轻人追
逐的时尚潮流。“买了好几款国风帆布
包，不同季节使用不同图案。虽然价钱
不高，但背着出门，感觉气质都不一样
了。”“00后”女孩张子萱说，如果能自
己绘制，那就更棒了，“期待冬至活动！”

像张维富这样的“外援”，在我市文
化战线有很多，而像张子萱这样追逐传
统文化潮流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手工制香，是运河区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董连福也是传统文
化活动的常客。他不仅传承非遗，还帮
助残疾人朋友了解非遗、走近非遗，通

过培训，给他们提供了学习和就业的机
会。

“既可以传承非遗项目，又能给残疾
人带来就业机会，这也体现了传统文化
的价值。”董连福说。

穿汉服、包粽子、做香囊、体验非
遗刻纸，端午节期间，各种传统节日非
遗体验活动接连在文庙上演；11月底，
运河区非遗进校园活动，走进上海路小
学，30多个非遗项目，带给孩子们对传
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近来，非遗文
创产品成年轻人新宠……在浓浓的烟火
气息中，传统文化，正在以具有时代感
的方式绽放。

“求木之长者，必故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传统文化只有不断
接续传承，才能实现繁荣创新。通过各
种推广融合，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正逐
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多彩“华流”流进生活

近日，在首届中国
（武汉） 文化旅游博览
会上，沧州渤海新区南
大港产业园区的特色文
创产品，吸引了众多参
展 客 商 和 消 费 者 的 目
光，书签、雨伞、钥匙
扣 …… 小 小 的 文 化 创
意，却展示出厚重的大
洼文化和湿地美学，让
南大港这个湿地旅游城
市在全国响亮起来。

同样，在不久前的
北京文博会上，沧州的
铁壶、铁狮子、狮城狮
系列文创产品参展，沧
州这个以铁狮闻名的城
市，再一次大放异彩。
而在前几天的沧州文创
大赛中，大运河火柴、
沧游记游戏棋、龙鳞装
沧州文脉书籍等文创产
品赢得好评，精美的设
计、地方文化的注入，
处处彰显出沧州这座城
市的文化特质。

文创产品，以独特
的方式讲述城市的文化
故事，越来越成为城市
推广或旅游宣传的重要
抓手。而文创产业的发
展，则让城市突破了同
质化发展模式，释放了
城市的活力，为城市打
造 了 更 加 亮 眼 的 “ 名
片”。

古都西安，是一座
家喻户晓的旅游城市，
而近年火爆的大唐不夜
城、博物馆里的文物戏

精及“摔碗酒”等文创
景点及节目，则让她又
多了“网红城市”的美
誉，城市活跃度和旅游
收入均大幅增长。毋庸
置疑，因为融入了更多
新的文化创意，增加了
网络的曝光次数，才有
了吸引游客的新资源，
城 市 因 此 产 生 巨 大 活
力。

相 对 文 创 产 品 来
说，“新文创”更能彰显
城市魅力。聪明智慧的
沧 州 人 意 识 到 了 这 一
点，也开始发掘当地的
新文创。比如沿大运河
的老建筑、老厂房，打
造成艺术街区或摄影基
地；具有沧州特色的老
酒，在外包装、酒器皿
等设计上，注入地方文
化 元 素 ； 河 间 玻 璃 制
品，在设计上加入沧州
符号……

“文创应该拓展新思
路，让‘文化+科技’
的融合效应凸显，实现
产业跨界互联。”一位多
年从事文创设计的人士
畅想着，沧州的文创，
能大批量走出去或“请
进来”，更具“网红”和
实用性，这样，沧州这
座城市才会更有活力和
魅力。

““文文创创””走出去走出去

城市靓起来城市靓起来
□ 北 思

汉服潮流 遇见狮城

从影视剧到日常出行，从秀场到大
街小巷，近年来汉服文化渐成潮流，深
受年轻人喜爱，狮城在今年也有了首家
汉服馆。年轻人成为“汉服热”的主力
军，这是对潮流的追逐，也是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当这股潮流和狮城现代之美
碰撞时，会有怎样的火花？

一大早起床，梳上漂亮的发髻，穿
上粉色系汉服，手拿团扇，和身着黑色
斗篷的妈妈出门，这是 8岁的田田第一
次参加汉服活动，她特别开心。投壶、
插花、品茶、赏香道、听沧曲书社的由
来……对田田来说，既新潮，又了解了
很多传统文化知识。

人群中，一位身着明制汉服的中年
男子颇为惹眼。汉服社的成员都称呼他

为“晴天”大哥。“晴天”大哥名叫王
伟，40多岁，喜欢汉服有一年多了。“开
始是觉得汉服漂亮、帅气。”王伟说，随
着对汉服了解的深入，对传统文化的了
解也逐步加深，他对汉服的爱愈发深厚
了。“这次是和妻子一起来参加活动
的。”王伟说。

“特别喜欢传统文化，5 岁的时候
就 拥 有 了 第 一 套 汉 服 。” 9 岁 的 萱
萱，已经参加过多次汉服社的活动。
那时出售汉服的店铺很难找，尤其是
卖儿童汉服的就更少了，不像现在，
网上就可以购买到各种各样精美的汉
服，还可以在汉服馆里租借。萱萱特
别喜欢参加汉服社的活动：“不仅能增
长知识，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弘扬

民族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
传承，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身着汉服，在沧州印象·大运河
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内，焚香、点
茶、插花、挂画，“宋时四雅”带你
现场感受千年传统文化魅力；邀请小
学生穿汉服走进文庙，体验制作传统
手工模型、月饼、投壶……仅今年以
来，运河区文旅局联合文庙、沧曲书
社、沧汉汉服社等，就举办了多场传
统文化活动，汉服潮与现代发展融
合 ， 吸 引 了 大 批 “90 后 ”“00 后 ”

“10 后”的目光，活动现场，备受瞩
目，不少人询问如何参加活动。各种
充满活力的传统文化传播方式，让传
统文化更加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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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气烟火气烟火气 时尚感时尚感时尚感

运河岸边运河岸边运河岸边
传统文化照进现实生活传统文化照进现实生活传统文化照进现实生活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尹 超超 摄摄 影影 陈陈 亮亮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2021年
文化和旅游领域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
型名单 （河北省 4 家入选），沧州市图
书馆志愿者团队被评为“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成为沧州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单
位。

沧州市图书馆于 2013年成立学雷锋
志愿站，拥有固定志愿者 150名，2016
年在河北省志愿服务网注册，在册人员
101名。学雷锋志愿站成立以来，开展
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千余场次，累计服务时长计 2400 个小
时，服务约计 20万人次。今年年初，被
河北省委宣传部命名为“学雷锋活动模
范岗”。

多年来，沧州市图书馆不断健全志
愿服务管理制度，在馆内设立志愿服务
岗，配备医药箱、轮椅、老花镜、爱心
伞、饮水机、针线包等便民服务器材，
聘请专家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消防安全
讲座、义诊、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咨询
等活动；沧州市图书馆志愿者团队秉承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组织志愿者走进老年公寓、特教学
校，开展送书上门、公益讲座及京剧表
演、诗歌诵读等文化活动；依托流动服
务车开展流动巡回服务；在“遇书房·公
交车站阅读微空间”指导群众开展数字
阅读。

同时，志愿者团队还积极投身沧州
市文明城市创建，深入包联社区，清除
乱堆放垃圾及小广告，入户开展政策、
科普知识宣传；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
交通执勤志愿行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派出100余名志愿者到社区一线，圆
满完成疫情防控任务，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的雷锋故
事。

日常生活中，您如何寻找美食？10
年前，人们通过口耳相传；前几年，通
过美食点评网；现在，铺天盖地的探店
博主涌现，或图文并茂，或精美短视
频，轰炸你的朋友圈，占领你的短视频
平台首页。

主播对着镜头，先是一通台词，然
后对准美食，埋头享用，边吃边说着溢
美之词；这是沧州首家网红 xxx肉店、xx
奶茶店……在狮城，网红店越来越多，
探店博主也越来越多。

探店并不算新鲜事物了。尤其近两
年，探店博主、公司纷纷转型短视频，
各个平台上的探店更是迎来了井喷。

线下丰富的业态，成为探店内容的
基础。现在的消费者，习惯在奔赴门店
前，先搜寻评价，这让探店内容成为消
费者的“刚需”。看的人多了，探店的人
也多了。

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沧州、探
店”关键词，几十个相关用户中，有 50
多万粉丝的资深大V，也有 1000多粉丝
的新手，“我发现美食相关的内容容易引
流，就和朋友开始拍摄。”一位新探店博
主“清风”说。

平台对探店内容的追捧和重视，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博主加入，线下商家为
了促进客流量也蜂拥而上。不少探店视
频下面带有“团”字样，有的视频内容
就带有商家优惠说明。

“和视频相比，我更喜欢图文版的探
店内容。”市民赵雅晴说，她关注了挺长
时间的一个探店公众号，文字清新、细
腻，充满烟火气，氛围感比一些视频里
直白的“吹捧”好多了，选择的店铺也
比较有特色，“基本上这家推荐的店我都
去吃过了。”赵雅晴说。

随着探店经济火爆，探店内容开始
同质化，相似的脚本，不同的主播，看
着没什么特色、却被冠以“沧州绝品美
食”等夸张的头衔。“以前是有特色才
去探，现在是个店就去探。”市民刘芳
说，她已经被好几个探店博主“坑”
了，跑去市区犄角旮旯里吃推荐的小
吃，结果令人失望，从此之后刘芳就取
关了他们。

沧州本地一些探店大 V 发布的视
频，底下评论也是褒贬参半。一些新手
发布的内容平淡，流量少，互动也不多。

“前段时间去买了网红烤五花肉，排
队排挺长，不少人是看了探店去的。但
真没夸的那么好吃。”一位市民说，尽信
探店则不如无探店，还是得仔细甄别，
比较、挑选着来，以免上当。

网红美食店泛滥网红美食店泛滥

细筛选守住味蕾细筛选守住味蕾
□ 本报记者 尹 超

市图书馆获评市图书馆获评20212021年年

全国全国““最佳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组织””
为我市唯一

□ 董艳丽 尹 超

拿起画笔，绘制国风帆布包；穿上汉服，打卡狮城运河景点；教授手艺，传

承“非遗”项目……

最近这段时间，运河岸边风光无限。为吸引更多人群体验传统文化魅力，我

市各部门和社会群体开展各项活动，将传统文化融入流行元素，于是，生活有

“潮”有“雅”，寻常的日子有“沧桑”也有“现代”。当传统与潮流碰撞，古典与

现代融合，有光亮亦有火花。轻轻松松中，日常游玩中，中华千年文明就这样如

一股清流沁入人们的生活。

打卡留念 沿河观景

南川楼彩绘完成的时候，市民李娜就
带着孩子去打卡。“原来在那一片住过，
真没想到多年后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李
娜说。前段时间下雪的时候，他们一家三
口冒雪去清风楼、南川楼、朗吟楼拍摄短
视频，朋友们都说拍出了故宫的感觉。

“还有百狮园里的沧曲书社，经常举办一
些传统文化活动，有时间、有条件我就会

带着孩子报名参加。”李娜说。
官方“行走大运河，爱我新沧州”

运河文旅景点打卡活动，身着汉服，从
清风楼出发，沿运河堤顶路行走，南川
楼、朗吟楼打卡，既活跃了市民生活，
又传播了传统文化。很多市民晨起健
身、夜晚休闲、周末散心优先选择运河
边行走……运河岸边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景点增多，不仅成为摄影爱好者的
圣地，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市民前
来。年轻人，打扮得美美的来拍照留
念，小朋友拽着家长听故事，老年人
三五成群回忆着过去、感叹着现在……
昔日亭台楼阁中的“大雅”还俗于民
间，人们在寓教于乐中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