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暖阳和煦。朝阳北
区院内，积雪尚未融化，路面
干净整洁，一排排私家车有序
停放，小广场上，孩子们玩耍
嬉戏，老人们吹拉弹唱，一派
其乐融融的景象。

作为主城区老旧小区之
一，朝阳北区在经历提升改造
后，可谓旧貌换新颜。道路平
整了，停车有序了，绿植增多
了，还新添了健身广场……小
区有了物业，垃圾及时清理，
环境有人维护，安全更有保
障。居民们聚在一起，总会说
起改造前后的生活变化，幸福
感满满。一些老人更是写诗作
曲，歌颂党的好政策。

随着全市老旧小区提升改
造工程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
的居民迎来新生活，也倍加珍
惜来之不易的新环境。

今年，全市又有 270 个老
旧小区列入改造计划，包括了
主城区和各县 （市、区）。这
其中，除了改造前的民意调
查、征求意见外，改造过程也
将有居民代表全程参与工程监
管，确保工程质量和改造成

效。
在老旧小区住了几十年的

老人们，得知自己居住的小区
列入改造范围，纷纷出谋划
策，提供意见和建议。他们仿
佛看到了未来小区花红柳绿、
干净整洁、幸福和谐的场景。

老旧小区改造改善了环
境、健全了设施，更重要的还
解决了物业问题，让居民没了
后顾之忧，提升了幸福感，这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今天显
得尤为重要。而改前问需于
民、改中问计于民、改后问效
于民的思路理念，更是深得民
心。

改的是环境，聚的是民
心。老旧小区改造这一民生工
程，真正让百姓得到了实惠，
也让城市曾经欠缺的“细胞”
焕发出新的活力。

如此一来，城市更有颜
值，生活更有温度，一切向好
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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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不一样的讲述不一样的讲述不一样的“““大运河北大运河北大运河北”””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摄影报道

救援救援，，救援救援！！

一年一年2020多次的多次的

奔赴与希望奔赴与希望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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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细落实

2022年大年初一下午，河间市沙洼
乡，有人落入冰河中，需紧急救援。

看到微信群里紧急通知的张岩，此
时正忙着酒店的活儿，作为沧州市红十
字蓝天救援队队员，他身在河间，距离
事发地半个小时车程。顾不上多想，张
岩马上报备，迅速收拾装备并前往目的
地。

寒冷的冰面上，张岩和其他几名救
援队员一边凿冰一边搜寻，累得满头大
汗，衣服也湿透了。当落水者被打捞上
来时，已失去生命体征，家属悲伤痛
哭，现场气氛沉重。“虽然完成了任务，
但心情十分复杂，从充满希望的奔赴，
到见证不幸的失落，就在几个小时内。”
张岩说，这也是数次救援的心路历程。

37岁的张岩是名退伍军人，河间市
市人。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他看到蓝天救援队队员在村里进行环境
消杀，热心公益的他开始关注蓝天救援
事业。在部队上受过专业训练，掌握游
泳、救护包扎等简单的救援技能，正好
符合入队要求，张岩便申请加入了蓝天
救援队。考取相关证件后，张岩开启了
他的救援征程，一年参与大大小小的救
援达20多次。

去年 7月，河南发生水灾，接到救
援通知的他，第一时间报备，并成为沧
州蓝天救援队参与援助河南的第一梯队
队员。

从报名到收拾装备，再到集合启
程，来不及通知家人，张岩和队友们出
发了。“路上才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家
里人都已经习惯了。”张岩说，好多次救
援都是回来才告诉家人，有的干脆就没
说。

7月22日、23日两天，张岩在河南郑
州白沙镇参与救援。当时下着暴雨，小区
积水很深，最深的地方达2米多。张岩和
另外两名队员一组，负责转移被困人员。
进入小区有1.5公里的路程，在一些特殊
地方，救援船需要人力拉着前行，张岩和
队友们浸泡在水中，衣服湿透了，体力也
面对极大挑战。他们一边搜索，一边大声
呼喊，找到被困人员，他们就来回蹚着
水，搀扶老人、抱着孩子上船。郑州的沧
州籍人员给救援队送去了食物，张岩和队
友都分给了被困群众……

22日中午，张岩和队友正在搜救，
遇到几名 20多岁的年轻人，刚刚领了面
包、水等食物，因为两天没吃饭，年轻
人看上去很疲倦。但看到救援队员来帮
助群众转移，到中午还没吃饭，硬要把
食物塞给他们。很多被困人员，将坐船
的机会留给老人和孩子，自己则选择蹚
水出去。有的甚至啥也不问就将几岁的
孩子交给他们，还有小朋友写留言条感
谢他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
救援的意义所在。”张岩说，群众的信任
就是他救援的动力。

两年来，张岩多次参与救援落水人
员，看到孩子溺水身亡，家人哭得撕心裂
肺，他的心也隐隐作痛。张岩说，作为救
援人员，他希望此类的救援任务越少越
好。“学校应最大力度进行防溺水教育，
家长也应多监督孩子远离水域，防止因溺
水而发生事故。”张岩呼吁。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张岩始终保持
着一颗初心。多年来，他热心公益，帮
助孤寡老人，村里或单位有事，他总是
争先上阵，做了好事不留名。加入蓝天
救援队后，更是坚守入队承诺，苦练救
援本领，积极参与救援。他说，只要有
一线希望，就会全力奔赴，只要体力允
许，就会将救援进行到底。

城市更有颜值城市更有颜值
生活更有温度生活更有温度

□ 北 思

张岩张岩（（右右））和队友在河南救援和队友在河南救援

运河出土的瓷器文物运河出土的瓷器文物

看得见运河历
史，留得住城市记忆。

在沧州博物馆内，沉淀了千
年历史文化的运河展厅 （大运
河北——河北大运河文化展）
中，清波涟漪的运河水、斑驳陆
离的运河船、饱经沧桑的文物瓷
器，一处处场景复原、一幅幅精
美图片，沙盘模型、民间征集
品，各种运河符号，讲述

着不一样的“大运河
北”。

场景复原
唤醒辉煌记忆

如果说陈列艺术赋予博
物馆形象，那场景复原就是
这众多形象的“生命”。在运
河展厅中，多处场景复原，
让运河历史文化生动起来。

入口处，一幅宏大的运
河开凿场景，瞬间将人们带
入运河历史的长河中。兵夫
和百姓，有的手持铁锹，有
的 手 推 小 车 ， 一 锹 锹 地 开
挖，繁忙劳碌中，抛洒着血
汗 ， 展 现 出 劳 动 人 民 的 伟
大。“运河体现的是王者意
志，但挖河靠的却是兵夫和
老百姓手里的铁镐。挖河是
一项非常辛苦的劳动，有多
少 人 的 生 命 永 远 留 在 了 这
里。”王玮的一番话，令人沉
思。

另一处码头场景复原，
简陋的岸边码头上，船工们
正在搬运货物，一麻袋货品
扛在肩头，身旁是木推车、
簸 箕 、 斗 、 升 、 麻 绳 等 用
品 。 向 远 处 眺 望 ， 轻 雾 弥
漫，帆樯林立，货物满仓，
船只往来穿梭，一派繁荣景
象。“与城内古屋比邻、商铺
连绵、游人如织的闹市遥相
呼应。”通过这一场景，人们
畅想着沧州城内的繁华与热
闹。

最引人瞩目的一处场景
还要数东光码头遗址和沉船
场景复原。一艘古老沧桑的
货船，栽进了运河淤泥里，
船上瓷器散落。“这一场景结
合 了 东 光 沉 船 发 掘 时 的 情
景，运河展厅中的很多瓷器
就来自这艘沉船。”王玮说，
东光曾是非常繁荣的运河码
头，每天有大批的货物装船
或上岸。

1998年 5月，考古人员在
东光码头遗址发现了这艘金代
沉船，船头及船的前部被压在
运河东坡下。考古人员仅清理
了船体的中后部，就出土了
100多件瓷器，其中有代表性
的瓷器陈列于沧州博物馆。

图物联动
汇聚运河文化

展厅中，一幅幅精心制作
的图片、民间征集而来的物
品、复制的碑刻，瞬间将人带
入运河历史的长河中。

汇聚了运河历史文化的图
片贯穿始终，走过序厅，看千
秋运河，品至珍千里，回顾申
遗之路，丰富的图片和文字，
将大运河北的脉络及历史文化
清晰地呈现给游人。

蓑衣、斗笠、锣鼓、背
篓、斗、升……一件件与运河
有关的物品，分门别类地陈列
在展厅中，既有河工用具，也
有码头运粮工具及运河两岸百
姓生活用品。

“蓑衣和围灯是河工的必
备之物，锣鼓是运河出现险情
报警用的，一般都是按两侧河
堤约定，比如左岸敲鼓右岸敲
锣，大家一听到锣声或鼓声，
就知道是哪边有情况了。”王
玮介绍说，这些展品多数由民
间征集而来。

展厅中，两块复制的石碑
异常醒目，记录着那个时代运
河边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对运河
的保护措施。“无论兵民概不
准破土引水……”一块复制的
清代宪示碑上，密密麻麻地记
录了当时地方对运河的保护管
理措施，修包公祠的时候背面
又刻上了包公祠的相关内容。
据介绍，此宪示碑的原碑现存
于沧县捷地御碑苑，相当于当
时的公示牌，因其具有代表性
而进行了复制。

另一块复制的石碑则来源
于邢台运河码头遗址，记录着
当时运河岸边两个村落因争夺
水源进行灌溉而爆发械斗的事
情，两边县令调停后将协调内
容刻于碑上。

“文物的收集、大纲的编
写、图片及沙盘的制作，很多
环节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汇
聚了众多博物馆人的智慧及汗
水。”沧州博物馆党委副书
记、副馆长王健爽道出了其中
不易，希望能将运河的历史文
化最多最好地呈现给沧州市
民。

东光码头遗址和沉船场景复原东光码头遗址和沉船场景复原

救援队转移被困群众救援队转移被困群众

沧州博物馆运河展厅沧州博物馆运河展厅

“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
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前人
留下的诗句，生动描绘出沧州运河
漕运曾经繁华的景象。

在日夜穿梭往来的船只中，有
很多因河道暗流或恶劣天气而发生
沉船事故，由此有了几百年之后的
沉船出土文物。沧州博物馆运河展
厅中，沧州运河沿线、窖藏出土文
物，包括瓷器、铁器、石器等，琳
琅满目，丰富多彩。

“2001年华西小区”“2001年
文庙东金街”“2001年水月寺大街
新华书店”……一组文物展柜中，
不同样式的瓷碗、瓷盘等文物陈
列，旁边的文字说明了来源：2001
年沧州中心城区运河边出土。“这
一段应该是沧州运河码头聚集地，
一些船只运送的瓷器破碎后直接埋
土里了，也有可能是发生了沉船事
件。”沧州博物馆副馆长王玮说。

而在另一组展柜中，陈列的基
本为 1998年东光沉船所出土的瓷
器文物，其中一摞带着泥沙的瓷
碗，虽然破碎，但成色很新，几乎
可以看到运河泥沙的细腻程度。

“沧州段运河发现的40多处沉船点
中，出土的多数是元明时期的瓷
器。”王玮说，这些瓷器 90%为磁
州窑所产，足以反映出当时运河已
成为磁州窑瓷器的重要输出通道。

还有一组带有“丰成馆”字样
的瓷器，为近年来沧州市区运河沿
岸发掘而来，尤其是东岸出土的瓷
器，小到碗、碟，大到其他器具，
每一件上都有“丰成馆”三字。据
推断，“丰成馆”应为金元时期沧
州运河边超大型的商人聚集客栈，
因此有实力专门定制瓷器，且都带
固定标识。

除了瓷器之外，展厅中的铜
钱、烟斗、贝饰、铁炉灶等文物，
也以各自的方式，讲述着运河的过
往，沧州运河漕运的繁华就这样深

深刻在了人们脑海中，成为
一种文化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