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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萌——
记者：谈谈这两年对运河的

感情和认识？
张萌：我来沧州 4年了，对

运河从陌生到熟悉。大运河从我
工作的地方穿流而过，我每天和
孩子们一起，在大运河花海、运
河文化博物馆里探索运河的前世
今生，在现代农业馆和自然科学
馆里了解现代农业的奥秘。我已
经渐渐爱上了这条河，心里充满
了感激。

@张府成——
记者：如何看待自己与运河

的关系？
张府成：在我们心里，用作

品宣传家乡、宣传运河，始终是
义不容辞的事情。能够为大运河

建设出一份力，我们感到非常自
豪，而运河也为我们文艺工作者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

@王相程——
记者：一年来最大的收获是

什么？
王相程：在参与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的过程中，我越发为生长
在运河岸边而自豪，为能参与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而自豪！这一年
来，百狮园对外开放，数座横跨
运河的步行桥相继合龙……没事
的时候，我会带着亲友们到这
些地方逛一逛，和他们分享自
己的喜悦。在自己的参与下，
看着古老的运河重新焕发生
机，这种幸福与骄傲会伴随我
的一生。

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大运河文化带建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让张萌获得了展示设让张萌获得了展示
的机会的机会

王相程在参与建王相程在参与建
设的百狮园拍照留念设的百狮园拍照留念

运河给了刘志甜运河给了刘志甜
和张府成无穷无尽的和张府成无穷无尽的
创作灵感创作灵感

理想之树种在运河畔理想之树种在运河畔

我是河南安阳人，2018年和丈
夫一起来到了他的家乡——沧州，
在这里工作生活。

我本科和研究生是在南京农业
大学读的，后来又在日本东京大学
读了 3年博士，学的都是与农业相
关的专业。

我的家乡是河南省重要的农产
品生产基地，更是国家确定的全国
优质小麦生产基地。所以我从小就
对农业很感兴趣，觉得农民伯伯特
别伟大，他们辛勤劳动，将一粒粒
种子变成粮食，同时也梦想着能够
通过自己的努力，长大后为国家的
农业发展出一份力。

但刚到沧州的时候，我的第一
份工作和农业没有半点关系。

那时，孩子刚 1岁多，为了能
够更好地照顾她，我选择了亲子育
儿指导师这份工作。尽管我喜欢孩
子，也非常喜欢这份职业，但毕竟
和学了几年的专业大相径庭，心里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惋惜的。

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省、市
推动文化带建设的规划和政策相继
出台，给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创造了
重要机遇，也给了我一个展示自
己、实现理想的机会。

2020年，我来到沧州印象·大
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工作。园
区位于曾经的古运河千年驿站——
运河区南陈屯乡西砖河村，是一座
占地面积近千亩，集大运河文化传
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高端马术
运动传播、青少年科普研学教育和
观光旅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我在这里担任的是研学总监，
主要负责青少年现代农业研学工
作。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简直太适合
了，既与所学专业息息相关，又能
和孩子们朝夕相处。

园区里有两座占地面积5824平
方米的温室大棚。这两座大棚可以
说是科技感十足。

一个是集农业观光、农业高科
技示范、农业科普教育、农事体验
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馆。孩子
们在这里可以充分了解和感受农耕

文化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农业的
发展趋势。

另一个则是自然科学馆。孩子
们可以通过馆内的“科学育种”“智
慧种植”“食育科学”3个核心实验
室，学习种子、植物、生命、昆
虫、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
领域的知识，探索植物的奥妙，了
解在沙漠里、太空中如何从事农业
生产和科研，感受现代农业科技的
力量，以及未来农业科技带给人类
生活的改变。

在工作中，我经常会问小朋友
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长大之后想
从事什么工作？”

他们的答案里有宇航员、科学
家、音乐家、运动员、警察……却
没有一个孩子想要从事与农业相关
的工作。

这让我既失落又担忧。失落的
是，自己热爱的专业，孩子们不喜
欢；担忧的是，农业的未来和国家
粮食安全。

好在，通过我的讲解，孩子们
了解了种子是如何发芽、成长、变
成粮食，又是怎么来到餐桌上的。
他们对农业生产的认识不再是“足
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而是无土
栽培、立体农业……继而对现代农
业产生了兴趣，未来就有可能选择
与之相关的专业。

我非常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是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给了我这样一个
机会，让我在这里种下了理想之树。

张萌 36岁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研学总监

““狮城青年说狮城青年说””第十九期第十九期 策划：张徽贞 李 颖 撰文：张智超 视频：谷俊玮 陈一鸣 沧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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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如今正经历
着一场美丽嬗变。

百狮园里游人如织，新建的南川
楼、朗吟楼与之隔岸相望。几公里
外，建设中的园博园里塔吊林立、机
器轰鸣，目光所及之处，尽是一派紧
张忙碌的施工景象……

近年来，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不断取得新突破，在这场“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浪潮中，
处处涌动着青春的气息——

36 岁的张萌，回国后，用自己
所学向孩子们普及现代农业知识、宣

传运河文化；
青年教师刘志甜和青年陶艺师张

府成，从小在运河岸边长大，他们以
运河为题，创作了大量文创作品；

还有负责大运河项目建设的王相
程，他和战友们一起，舍小家为大
家，只为项目早日完工与广大市民见
面。

在这幅徐徐展开的运河盛景图
中，代表着青春活力的不仅是这3位
嘉宾，还有千千万万的青年志愿者。
他们身着红马甲，来到运河岸边，清
垃圾、做劝导，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力

量。
大运河是沧州人的母亲河，她滋

养了这座城市，也哺育着两岸的人们。
在采访中，3 位嘉宾谈及最多

的，不是自己如何参与大运河建设，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与运河的相互成
就。

张萌在运河岸边实现着自己的人
生抱负，刘志甜、张府成从涓流不息
的河水中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
感，而王相程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带
家人朋友去他参与建设的大运河项目
游玩。

以我青春之名，建设古老运河。
在他们的故事里，我们读到的不仅仅
是奋斗、担当和热爱，更有成长、收
获与幸福。

流淌上千年，滋养沿岸城市，这
是大运河写下的壮美史诗；奋斗新时
代，实现人生理想，这是青年人谱写
的绚烂之歌。让我们一起参与到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中去，贡献青春力量，
与“母亲河”共成长。

与“母亲河”共成长
□知 言

新闻主角说新闻主角说

把把““母亲河母亲河””画在陶器上画在陶器上
刘志甜 41岁 职院教师、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
张府成 35岁 沧州市美术家协会陶艺艺委会主任

我们是去年春天认识的。因为都
是土生土长的沧州人，对运河有着深
厚的感情，再加上近些年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风生水起，自然而然就想到了
以运河为题材、通过陶瓷与绘画的形
式来进行创作，用新的方式讲述运河
故事。

最先创作的是“运河姑娘”这组
作品。

我们以生活在运河两岸的沧州姑
娘为主题，通过请教学者、实地走
访、翻阅史料等方式，耗时 9个多
月，设计完成了200余件作品，并于
去年底在大运河畔进行了专题展出。
展览相当成功，吸引了许多市民关
注。

“运河姑娘”的成功，为我们接
下来的创作提振了信心，也开拓了思
路。

几乎是在举办“运河姑娘”专题
展览的同时，我们又开始了“运河之
花”这组作品的谋划。

相比“运河姑娘”，“运河之花”
无论是在作品数量、器型难度，还是
绘画内容的丰富程度上，都有了很大
提升。

“运河之花”的作品数量计划超
过500件，器型除了圆瓶、方瓶，还
包括一米高的大缸。

最值得一提的是绘画内容。
“运河之花”涵盖的内容比“运

河姑娘”更为丰富，可以说是浓缩了
运河沿线 34座城市的风土人情。我
们为每座城市都创作了一套作品，这
些作品以当地女性和市花为“引
子”，将所在城市的非遗文化、地标
建筑、特色美食、民风民俗等融为一
体，作品既要有视觉美感，又要凸显
当地特色文化，让人们通过这些陶器
去了解运河风情，展现运河沿线城市
的文化底蕴。

比 如 ， 在 设 计 “ 苏 州 之 花 ”
时，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园林和苏
绣。苏州素有“园林之城”的美
誉，而苏绣更是我国四大名绣之
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于
是“苏州之花”的画面便有了——
两位绣娘坐在绣绷前穿针引线，绣
的正是苏州市花桂花。她们身后的
格子窗外，亭台、花木、小桥、流
水……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又构成
了浓缩版的苏州园林。

在“运河之花”的所有作品中，

关于沧州的作品是最多的，共计划完
成 30件左右，目前已完成了 10件。
这 10件作品可以分成两部分——首
先是两口各一米高的大缸，分别绘制
的是沧州西部新城和以清风楼、朗吟
楼、南川楼为背景的古沧州城。剩下
的8件作品，绘制的内容则是运河流
经沧州8个县（市、区）的代表性文
化元素。比如，“南皮之花”的画面
中就融入了南皮石金刚和南皮落子，

“沧县之花”的画面是纪晓岚故居和
古老的杜林桥……

很多人问我们，沧州那么多有代
表性的文化、非遗，为什么单单选择
了这几项？在创作过程当中，是如何
进行取舍的？

首先，我们在内容的选择上确实
是有标准的，除了具有代表性之外，
还应当耳熟能详。再者，在创作“沧
州之花”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在做
取舍，而是不断地做加法，这也直接
导致“沧州之花”的作品数量在不断
增加。

创作过程是既苦又甜的。
苦的是“烧脑”——我们要考虑

画什么内容、配什么样的器型。通常
完成一件作品要个把月，就是想让每
件作品都能以新颖的构思、独特的视
角，展现大运河的悠久历史、秀美风
光和风土人情。为此，我们在工作之
余，研读了大量关于运河文化方面的
书籍，创作到凌晨一两点钟是常态。

甜的是有成就感。作为沧州人，
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艺宣传家乡、宣传
运河，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创作每一件作品，都会让我们对运河
的了解更深一步。

接下来，我们会更加精心打磨作
品，让“运河之花”绽放于大运河
畔。

以我青春之名以我青春之名以我青春之名 建设古老运河建设古老运河建设古老运河 不管再过多少年，能够直接参
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都是我最自
豪的事情。

我是沧州大运河发展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目
前负责集团所属项目的整体建设管
理工作。

我是2021年12月接手这项工作
的。当时刚一接到这项任务，心里
可以说是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的原因是，我从小在沧州
长大，在运河岸边长大，对这条流
淌了上千年的运河有着很深的感
情，许多快乐的童年记忆都与这条
大河有着直接关系。能够参与建设
母亲河，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
得的机会。

而紧张的原因则是，和一般的
建设项目不同，运河是这座城市的
精神文脉，承载着宝贵的文化记
忆，是沧州的“根”和“魂”。而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更是上升为国家战
略，无论是从各级媒体上了解到的
相关情况，还是接手这项工作时见
到的数不清的设计方案，都让我感
受到各级领导对运河建设的重视，
也体会到了运河建设的初衷和意
义，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工作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今年
3月疫情期间的经历。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集团领
导高度重视并紧急部署，带领部分
员工吃住在单位，24小时不离岗，
我也是其中一员。

说实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走
出家门，说不担心那是假的，尤其
是我的家人。

父母担心的是：单位里安全不
安全？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妻子担心的是：去了单位吃住
怎么解决？

可是工期不等人，项目还得继
续。该往上冲的时候，我必须得冲。

那段时间，面对工人人手不足
和建筑材料短缺等突发情况，大家
齐心协力，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
最终完成了多个方案的落地，把项
目进度赶了上来。

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疫情的
阴霾渐渐散去，家人们都以为：“疫
情结束了，这下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了吧！”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对沧州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各级领导高
度重视，普通市民也十分关注。因
此每一项工作都要格外细致、不能
出错。

再加上为了将疫情带来的影响
降到最低，集团及时调整施工部
署，根据合同工期与实际情况倒排
施工计划，合理压缩工期，在最短
时间内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和重
要节点安排，加快设计方案落地。

那段时间，我和同事们常常是
凌晨才到家，第二天一早就又迎着
朝阳出发。

高强度的工作之下，我无暇顾
及家庭。疫情发生时，我没有陪在
他们身边；亲人生病时，我也没
能陪在他们身边。为人子，为人
夫，我心里有愧。但作为一名沧
州青年、一名运河建设者，我为
自己感到无比自豪！我的家人也是
如此！

所以，我特别感激我的家人，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持和付出，
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去建设我们的母亲河。

这是我一生最自豪的事这是我一生最自豪的事
王相程 32岁
沧州大运河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员工

刘志甜和张立民创作刘志甜和张立民创作““运河之花运河之花””作品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