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月11日 星期三
农历壬寅年十二月二十 P5责任编辑 赵宝梅

电话 3155705 电邮 rbcsdk@163.com热读城事
REDU CHENGSHI

守住文化根脉守住文化根脉
□ 北 思

设计开发文创产品、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投身

运河文化事业……54 岁的河北示象文化艺术总监常青，

从事文化创作 20 余年，无论是思路灵感，还是工作实

践，都始终离不开“运河”二字。运河之于他，就是精

神世界的一道光。

2022年 12月 31日，肃宁县
经济开发区科创中心内，气氛
热烈又喜庆，中国北方 （肃
宁） 电商文化节在这里落下帷
幕，同时肃宁首届年货节启
动。这个被誉为“超级碗”的
建筑，伴随着各类电商活动、
一场场直播和不计其数的短视
频，进入了人们视野，为肃宁
城市形象增光添色。

驱车行驶在肃宁县经济开发
区兴业路，两座别致的圆形建筑
映入眼帘，从高空俯瞰，一座犹
如超级“大碗”，另一座则如

“碗盖儿”。两座建筑设计独特，
外观靓丽，一主一辅，相得益
彰，肃宁人形象地称其为“超级
碗”。

这个“超级碗”是雄企集
团·肃宁科创中心所在地，如今
已成为肃宁县地标性建筑。2020
年 9月 26日，“超级碗”在万众
瞩目中惊艳亮相，并如期迎来了
第八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

“超级碗”由雄企集团子公司雄
企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包含两个
圆形建筑，总建筑面积达 32919
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地上四
层，建筑面积27912平方米。

“超级碗”的正式名字是肃
宁科创中心，集商务办公、会议
发展、住宿接待、科技研发及电
商直播、人才培训等为一体，同
时为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
提供广泛服务。

走进科创中心，玻璃材质的
外立面，大气开阔的空间视野，
给人一种灵动和通透的既视感。
而最引人瞩目的要数淘宝村博物
馆，6个展厅中，各类艺术品、
地方特色农副产品、特色网销产
品及历史宝物、乐器等，讲述着
一个个淘宝村的故事和肃宁电商
的发展历程，一端是小美乡村的
梦想，一端是电商肃宁的未来。

电子商务交流、智能制造研
发及会议会展商务区域，则是一
个全新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空
间。在这里，肃宁裘皮服装、民
族乐器、鱼竿渔具、现代农业等
特色产业彰显魅力，迸发出无限
生机。

照 射 灯 聚 拢 ， 摄 像 头 打
开，一场精彩的直播开始。渔
具、服装、农副产品……一个
个订单在“超级碗”中诞生。
2021年成立的直播基地，已成
为“超级碗”中最具活力的地
方。这里汇聚了电商服务、直
播带货、供应链、电商培训、
创意沙龙、短视频制作等内
容，成为了一个集电商网红直
播基地、创业孵化基地、供应
链展览等于一体的大平台。

一批批电商人才从这里走出
去。“超级碗”中的电商培训，
重点培养、吸纳包括电商运营、
管理、网红在内的人才，使肃宁
县成为电商人才聚集地。2022
年，这里累计开展初级培训班 9
期，培训 1900余人次；精英培
训班 5 期，共培训 250 名学员。

“电商培训成就了很多依靠电商
创业的梦想，让普通老百姓有了
一技之长。”肃宁县数字经济发
展服务中心主任李朝辉说，这无
疑为肃宁实现“电商兴县”的目标
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边依河傍水，一边紧邻公
路。沐浴着冬日暖阳，现代化、
多功能的“超级碗”风采独具，
它不仅装点了风景、扮靓了城
市，更聚集了信息、科技、人才
和梦想。

肃宁肃宁肃宁“““超级碗超级碗超级碗”””
扮靓城市扮靓城市扮靓城市 带火电商带火电商带火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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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
公布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典
型案例名单，91个案例中，河北省占
了 3 个，其中，我市吴桥县位列其
中。其“传承千年杂技文化 展现非
遗迷人风采”的特色，让地方文化名
片再次绽放光彩。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吴
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但凡去吴
桥看过杂技表演的人，或多或少都懂
得这句话的含义。在吴桥，从事杂技
艺术的人数不胜数，除了杂技大世界
的演员和杂技学校的师生，还有一批
民间杂技团体，他们长年在外演出，
将杂技艺术带到了全国及世界各地。

作为杂技之乡，吴桥的杂技艺术
氛围可谓无处不在。传统的杂技表演
景区、现代化的杂技表演剧场、淳朴
的杂技小院……就连公园和街路上的
景观都是满满的杂技元素。杂技文化
节目和品牌不断推陈出新，每年都有

节目在国内外杂技赛事中斩获金奖。
关于杂技的学术研究，以杂技为主题
的文学、剧目及影视作品大量涌现，
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越发丰富多彩。

与杂技相关的产业也层出不穷，
杂技文化演出、杂技道具生产、杂技
艺术培训、杂技周边产品开发等。在
吴桥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中，有52项与
杂技有关，其中国家级、省（市、县）
级非遗传承人达到了128人。吴桥为
此还建立起了 20 个杂技非遗传承基
地，认证挂牌的杂技专业村达17个，
杂技文化企业达 131 家，全县 473 个
行政村，村村都有杂技艺人。

这就是文化根脉。多年来，吴桥
县坚守这一根脉，继承传统，不断创
新，围绕“杂技”做足文章，实现了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
展，更带动了乡村振兴，让百姓有了
精神依托。

守着这方杂技文化的土壤，勤
劳的吴桥人已将“杂技”二字融入血
脉，他们勤学苦练、创业奋斗、挖
掘利用，用智慧和汗水创造出属于
自己的财富，一代又一代续写着杂
技文化的传奇。

日前，我市第四届文创和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
赛决赛路演暨颁奖典礼落下帷幕，入围决赛的 16
件作品在路演现场依次“登台亮相”，独特的创
意、精美的设计，让市民眼前一亮。

经过激烈角逐，新裤子彭磊 isku×北海怪兽×
MAGICBUS百搭复古袜子、大吉大利虎、“河北至
宝系列”内画签字笔获得金奖，镇海吼按摩梳获得
专项赛金奖。

据悉，本次大赛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工
信局共同主办，自2022年4月启动以来，共征集文
创作品 1300余件，这些文创作品品类齐全、内容
丰富，涵盖文博文创类、文化非遗类、乡村民俗
类、旅游演艺类等领域。下一步，我市将在重点旅
游景区的文创购物店、游客集散中心、旅游购物商
店、文创微驿站对获奖作品进行集中展销，依托各
类博览会、交易会等活动，全方位、立体化宣传我
市文创和旅游商品，打响“沧州游礼”这一品牌。

1616件文创作品件文创作品
亮相市文创和旅游商品创意赛亮相市文创和旅游商品创意赛
□ 张 倩 杨天宇

为再现沧州历史文化，传承狮城文
明，让古老而又崭新的沧州有根可依、有
迹可寻，我市早在几年前就启动“标注沧
州”工程。为沧州老城（运河两岸）亭台
楼阁、城隍庙、渤海书院、博施医院等遗
址进行标注。

在这项工程中，示象文化担当起了重
任，常青和团队精心设计，用随形石、铸
铁浮雕、石雕牌匾等，对老沧州的建筑或
遗址进行标注，一块简单的石头或铁牌，
配上一段文字，唤醒人们对此处曾经的回
忆。

这也是常青较早与运河文化打交道，
此后的几年中，他陆续承接了多项与运河
文化有关的项目。随着沧州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的逐步深入，常青也成了半个文化学

者，开始钻研和学习沧州及运河文化，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富有文化与内涵的
设计方案。当下，园博园沧州园展陈装
饰、大化工业博物馆设计等，都融入了他
和团队的智慧和汗水。

多年从事文化设计，常青意识到，
一段准确的历史文字和一张清晰的老照
片对于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说多么重
要。于是，他又开始打造“文化沧州”
数字平台，准备建设一个公益数字库，
也在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的文化热情。

运河之上运河之上运河之上
播洒满播洒满播洒满腔热情腔热情腔热情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宝赵宝梅梅

常青是泊头人，他的家就在运河畔，
小时候，常青和小伙伴们经常去运河边玩
耍，摸鱼捉虾、游泳嬉戏，单纯又快乐。

从事文创工作后，常青的很多设计灵
感都来源于运河，泊头火柴、铁狮摆件、
铁狮子铁壶……常青的老家距离泊头火柴
厂不足300米，爱人的父母又都在火柴厂上
班，说的做的都是火柴，因此，常青对泊
头火柴有着深厚的情感。壁炉用的“大运
河火柴”便是他的一种情感表达。打开火
柴是一幅卷轴，中间则是手绘运河水墨
画，两边的轴中则装满了长长的火柴棒，
伴随着文创火柴的畅销，沧州运河图景也
走出了国门。

常青对运河元素的运用，不仅有地方

文化的融入，更有一种情怀在里面。比如
清风楼香薰，精致的铁铸清风楼上，屡屡
幽香弥漫开来，清风与运河的画面让人浮
想联翩；“百景信笺”，运河畔百余幅景观
手绘而成，可以在书写的同时感受沧州美
景；“俗话T恤”，“夜乐个”“你奏嘛”“活
好撒”，土话穿在身上，情感藏在心中。

沧州铁狮子系列摆件和铁狮子铁壶也
是常青的匠心之作。出生于泊头的他，对
传统铸造有着浓厚的兴趣，近年创作出多
款铁铸文创产品。“镇海吼沧州铁狮，击退
水患，守护一方百姓，我们将这份守护做
成桌摆，送入千家万户。”常青说，尤其是
铁狮子铁壶，将茶道与文化相融，更能凸
显地方文化特色。

近几年，沧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如火如
荼，作为文化创意公司总监，常青对运河景
观及相关馆舍的设计和布展有着独到的见
解，带领团队参与了多个项目。

2020年，东光建设大运河谢家坝水工
智慧博物馆，常青和团队负责博物馆的整体
设计、施工及布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展
馆，既要传递古人水工智慧，又要展示运河
文明，非常具有挑战性。”常青说，为了突
出谢家坝特色，博物馆一部分外立面采用了
夯土的形式，整个建筑现代而又不失传统。
为了做好内装及布展，常青和团队潜心研读
谢家坝及其他地方堤坝的有关史料，并将其
中的水工智慧通过沙盘、图片、场景复原等
形式展示出来。

在紧邻运河的泊头贡梨博物馆建设中，
为了丰富展陈，常青四处寻访相关图片、文字
及物件，得知一位老人家里有上辈人留下的御
诗拓片，他便发动同学联系，最后找到老人，
拿到了12首乾隆亲题的御诗拓片。另外，他
个人的一些藏品，因为与运河相关，也都捐献
了出来。

有了成功案例，常青对运河相关景观
的设计和施工越来越成熟，沧州御河酒文
化博物馆、大运河纪晓岚文化园、御碑苑
巡礼堂……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文化的熏
陶和洗礼。“参与运河沿线景观及展馆建
设，首先需要对运河文化有理解、有认知，
设计理念及布展才有思路、有内涵。”常青
说，参与运河文化带建设倍感荣幸，同时也
深感责任重大，他希望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
沧州运河景观增添色彩。

醉心运河文创

参与运河建设

再现运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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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玩自己精心打磨的把玩自己精心打磨的““文创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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