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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懵懂参与到全心投入、从一知半解到日

渐熟悉，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郎文生

的闲暇时光早就和大运河（沧州段）绑在了一

起。

今年 50岁的郎文生，多年行走运河、记录

运河、研究运河，将全部热情都献给了母亲。

他说，爱上这条河，是缘分，是责任，此生，

注定要和她在一起。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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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怡小区，改造了供
排水管网，路面翻新、管
道清淤，下大雨路面也不
会积水，昔日臭水四处横
流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朝阳北区，削减绿化
带、开辟荒杂地，增加了
200 多个停车位，居民回
家再晚也不用担心没地方
停车，车辆剐蹭现象明显
减少，消防通道也让了出
来；

化工小区，院里安装
了充电桩，一停一接一扫
码，电动车充电安全又省
心，空中飞线消失了，小
区安全又多了保障；

……
随着今年我市 270 个

老旧小区完成改造，入冬
之前，又有3.2万个家庭得
到了实惠。因基础设施改
造而受益的，仅主城区就
有 540 多个小区，未来将
会覆盖全市。

小区里一个细微的变
化，对居民来说，就是生
活的大改变。近年来，我
市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建
议，聚焦百姓急难愁盼，
从实际需求出发，对老旧
小区进行提升改造。几年
下来，不仅人们的居住环
境得到改善，整个城市的

形象也有了提升，尤其是
一些细微处的变化，不经
意间就影响了人们的生
活：出行畅通了、停车不
再发愁、不出小区就能健
身、充电再也不用推车上
楼……人们的幸福感随之
提升，牢骚和抱怨也少了
很多。

生 活 在 老 旧 小 区 的
居 民 ， 大 多 数 是 老 人 。
老 房 子 更 容 易 出 现 问
题，比如没有电梯、下
水道容易堵、线路和管
道老化、配套设施不完
善、环境脏乱差等。改
造后的小区，让居民幸
福感大增。

俗 话 说 ， 安 居 才 能
乐 业 。 生 活 环 境 好 了 ，
人 们 才 有 安 心 的 港 湾 ，
也才有拼搏奋进的底气
和迎难而上的勇气。大
规模、分批次的老旧小
区改造，就是实实在在
为群众解决问题。希望
每个人都能珍惜来之不
易的改造成果，积极配
合，用心维护，用实际
行动感恩这份小幸福。

“微”变化带来小幸福
□ 北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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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运河 穿越千年的真实

清晨，与大运河相距不足千米的
沧州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
内，兴济明代砖窑遗址 （由兴济发
掘迁址而来）在斑驳沧桑的土地上散
发着时光久远的气息。不远处，高高
耸立的现代砖窑烟囱与之呼应，周围
则是科普园区、赛马场和博物馆。

郎文生和朋友们边欣赏着眼前的美
景，边探寻“砖河驿”的过往，一次眼
睛与心灵的交汇，让郎文生的运河行走
又多了一份感悟。

作为外地人，郎文生起初对运河有
些陌生。认识和了解，起始于他当兵转
业到沧州的那几年。原始的大堤、缺水
的河道，还有影影绰绰的放羊人，都给
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兴趣在这漫不经心
的认知中萌发，2014年，郎文生开始
跟着朋友行走运河。

从吴桥第六屯到青县李又屯，216
公里运河沿线，他从南到北几乎一村不
落地走过。较近的骑行，路远的开车，

边走边看边寻访。
千年运河的古今见闻，说起来有很

多，但最令郎文生兴奋的，要属运河边
的集市。冯家口大集、王黄马村大集、
连镇大集……集市上，商品琳琅满目，
蔬果布匹、衣服鞋帽、农资农具等应有
尽有，有时还能遇到耍猴的、唱戏的，
或者手工制作工艺品的。“这些集市都
是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才演变为现状，它
们大多紧邻过去的码头或驿站，是摆渡
和漕运经济的延续，反映出运河两岸的
经济兴盛。”郎文生说，集市上的商品
和人们淳朴的笑容，经常让他流连忘
返。

在吴桥杂技小院，郎文生看到孩子
们刻苦练功，杂技艺人们顺着运河走南
闯北、江湖卖艺的情景也浮现眼前；在
东光，他目睹了非遗泥塑的创作过程，
一块从运河河道里取出来的胶泥，在匠
人手中捏制刻画，饱含着满满的风土人
情……

触摸运河 人河相依的守护

近 10年的行走，郎文生结识了五
六十位老人，他们多是生长在运河边、
喝运河水长大的，对运河有着朴素的感
情，很多人对运河老物件或运河文化的
保护，坚定而又执着。

在东光县连镇，70多岁的车振东
老人在盖新房时从墙角挖出来一块开街
碑，当他意识到此碑与运河有关时，便
保护了起来。几年间，有多人想出钱
买，但都被老人拒绝了。“我不图什
么，就觉得这块碑是祖辈留下来的，得
保护好它。”老人的一席话，让郎文生
心生敬畏。在南皮县冯家口村，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当村边小庙里的石佛遭到
破坏时，王书海老人挺身而出，领着村
民一起将其保护起来，后来还修建了房
子，将石佛安置妥当。

在青县二十里屯，郎文生走访了

老教师祝相松，听他讲述几代人保护
一块老船板的故事。抗日战争期间，
青县二十里屯车氏兄弟用船接送地下
党员过河，当船被炸毁，一块船板便
成了历史见证。他们的邻居守护船板
几十年，最后交到老教师手中。老教
师收下船板并整理了文字资料，虽几
次搬家但船板保存完好。最后，这块
船板被安放到了村大运河党建生活
馆。“与运河相关的每一个老物件，都
经历了几代人传承与守护。”郎文生
说，与这些老人交谈，能感受到他们
对运河最纯真的热爱。

保护是最好的传承。很多保留至
今与运河相关的物件，都有着传奇故
事。在一段段佳话中，也在这些热爱
运河的人心中，汇聚成一道精神之
光。

记录运河 一起爱上这条河

2017年，文献纪录片《飞跃南运
河》开拍，郎文生担任执行导演，并
承担起改脚本、拍摄及后期制作等任
务。

彼时，大运河河道缺水、河貌不
美，郎文生运河知识储备也不足，他就
和工作人员一起四处拜访专家学者、走
访运河沿线的老人，紧紧围绕运河历
史、沿河城镇、运河文化、运河名人、
沧州物产等方面深入挖掘整理，最终形
成了五集纪录片创作方案。

先出 3 分钟样片、再出第一集样
片，边审边改，边改边拍……在历经了
183天的辛苦与努力后，当年 10月底，
完成了五集文献纪录片的全部工作。纪
录片在沧州电视台播出后，反响良好。

“这个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这种经
历本身就是一种积淀，是运河赋予我们
的一笔财富。”回忆起那段拍摄的日

子，郎文生坦言，他能深深感受到，沧
州人对运河的感情是出自骨子里的热
爱。

2021年，郎文生开始通过微信公
众号“阿郎苑”，将自己走访运河的所
见所闻所感与网友分享。《砖河的东西
古今》《会“漂”移的河堤，你知道
吗？》《南川印象》等文章被很多网友
阅读转发，并在《沧州日报》《沧州晚
报》等媒体发表。同时，他还在沧图
云讲座、中小学校园，通过文字、影
像等多种方式，传播他所了解的大运
河。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工作之余，
郎文生积极参加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
的活动，一有机会就会和热爱运河的同
行们，一起行走运河，拍摄、寻访、记
录，书写着“爱我运河、爱我沧州”的
美好篇章。

快递驿站方便了谁快递驿站方便了谁快递驿站方便了谁？？？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宝梅赵宝梅

“我网购的一箱苹果，半
个月前就到快递驿站了，一
直没等到取件码，现在估计
早烂了。”“每年‘双 11’过
后，小区门口的快件就堆成
小山，被扔来扔去，看着都
心疼。”“没发取件码，也不
打电话，要是不追问，估计
这快件永远收不到。”……近
日，随着快递驿站业务回归
正常，又适逢“双 11”过后
快件量日渐增多，各种吐
槽、不满及投诉也随之增多。

记者在市区一家快递驿
站看到，新运来的快件被直
接扔在地上，一些大体积的
快件则堆积到了便道上，影
响了路人通行。前来取件的
市民排起了长队，有的则进
店里找工作人员询问，老板
查找各种问题件，非常忙碌。

“自从小区附近有了快递
驿站，快递员再也不打电话
通知到门口取件了，取而代
之的是发送取件码，不管你
同不同意，就将快件先放到
驿站。”市民张丽称，她偶尔
需要加班，有时候回到家已
是晚上 8点多，快递驿站已
经关门，第二天又急着去上
班，只能委托邻居帮忙取。
快递驿站宣称是解决包裹配
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没想到现在对她来说更不方
便了。

市民林女士经常网购冷
冻食品，可快递驿站发送取
件码经常延后，冰激凌化成
了水、丸子发了臭，拿回去
也只能扔掉。“以前直接派送
到门口，现在只能等着取件
码。”林女士无奈地说，现在
快递驿站自提模式没问题，
也是趋势，但有些商品应区
别对待，同时征求收件人的

意愿。
快递公司不送货上门，

把快件放到驿站的情况已是
一种常态。为何快递公司直
接绕过收件人将包裹放入快
递驿站？某快递公司一位派
件员说，多数上班族白天不
在家，需要把快件放到驿站
或快递柜，需要送上门的订
单大概只占不到 20%，于是
业内就自动忽略送货上门这
种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的
送件方式。快递公司和驿站
相互合作，每放一个件，驿
站会有一定的收入，再加上
发件的运费差价，每天的收
入也很可观。这位派件员
说，现在只有少数快递公司
会打电话派送。

采访过程中，一些市民
表示，快递驿站的出现确实
方便了很多人，但作为派送
的“最后一公里”，应该提供
更快捷、高效的服务。市民
代小燕建议，快递驿站应加
强管理，对快递包裹不要随
便乱堆乱扔，尤其是一些电
器类商品，应小心轻放。在

“双 11”揽件、派件高峰
期，门店应增派人手，加快
分拣派送，提高效率，保证
消费者及时收取快件。其
次，对一些特殊快件是否通
过驿站收取，应征求收件人
意见，像冷冻食品、新鲜蔬
果或贵重电子产品，应及时
快速地派送到位。

一些市民还建议，快递
驿站包裹比较集中，应准备
消毒及拆快递包裹的工具及
垃圾桶等，方便市民现场消
毒拆取。

郎文生：爱上这条河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