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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本报通讯员 杨天宇

日前，河北省第六届园林博览会吉祥物和会歌

正式发布，吉祥物“运河狮”和会歌《狮舞缤纷向未来》

进入大众视野。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这两个作品均为

征集而来。前者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祥物设计大师郭文俊设计。后

者由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文化学者任志宏作词，著名作曲家黄雪飞谱曲。

作为外地人，能设计和创作出契合主题又传递沧州文化的作品，

肯定下了一番功夫。记者辗转联系上两位作者，听他们讲述了

创作历程。

从公交从公交
定制出行定制出行
看看贴心服务贴心服务
□ 北 思

河洛工匠绘出“运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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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兵器复原、秸秆扎编、錾铜
工艺展示、剪纸、微雕、绳编、面
塑、烙画、糖画……2月 19日，运
河公园广场，“印象运河·非遗展
演”活动正火热进行，来自全市的
30多项非遗项目亮相，吸引众多市
民观看。

东光古兵器复原展位前，诸葛
连弩、指南车、火龙出水等古兵器
引发了孩子们的浓厚兴趣，孩子们
问东问西，传承人吴景刚耐心解

答，并现场演示。来自黄骅的芦苇
画展位上，美术老师白香玲给孩子
们介绍：“这是利用黄骅本土植物芦
苇秆制作而成的，结合了编扎和烙
画等工艺。”白香玲利用业余时间创
作了很多芦苇画，并将这门技艺带
进了课堂。“孩子对钩编、面塑产生
了兴趣，也了解了微雕、烙画等传
统技艺。”市民张成晨说，他经常带
孩子来运河公园玩，这次还看了展
演，收获满满。

南皮錾铜，小小铜片，花虫鸟
兽，栩栩如生；沧县秸秆扎编，运
河船形象逼真，宫灯精致大气；市
区布偶制作，一针一线缝制，乖巧
又可爱……重庆路小学的粘土熊猫
娃娃，全部为非遗进校园时孩子们
的手工作品，形态各异、憨态可
掬，透着童趣。

“此次民间非遗展演，主要展
示沧州境内国家、省、市、县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和
传承非遗传统文化，同时丰富大运
河文化内涵。”据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大运河非遗展演团负责人陈晓飞
介绍，今后重要节气和节日，都会
在运河畔开展非遗展演活动。

沧州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引
领，以杂技、武术等特色非遗项目
为重点，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传
承，着力打造“中国大运河非遗之
城”新名片。“非遗文化活动选择在
运河边开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陈晓飞说。

在非遗进校园活动中，市民间
文艺家协会将糖人、糖画、剪纸、
微雕、手工木作、绳艺、钩编、面
塑、烙画、内画等 20 余项非遗技
艺，以特色课的形式在课堂普及，
孩子们喜欢上了传统手工技艺，也

增强了文化自信。
我市各个级别的非遗项目每年

都在新增，仅沿大运河而生的非
遗代表性项目就达 377个，还发掘
培养了一批非遗传承人。为更好
地传承非遗文化，市民间文艺家
协 会 还 成 立 了 大 运 河 非 遗 展 演
团，活跃在多个领域，进行非遗
展演、非遗进校园、沿学旅行、
工艺品设计制作及文化艺术交流

等活动，深受群众喜爱。
此次展演由市文联、沧州大运

河发展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主
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重庆路小
学及大运河非遗展演团承办。

运河畔运河畔 民间非遗民间非遗““秀秀””出精彩出精彩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摄影 魏志广

最近，沧州公交推出定制服
务，只要人数达到 25 人，即为
招募成功。只要你有需要，公
交车就能带你到达目的地。

这种公交服务，孩子上学放
学 可 以 定 制 ， 路 上 安 全 又 准
时，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机关、企事业单位通勤可以定
制，类似于班车路线，同事间
多了沟通和欢乐；群众购物、
就医可以定制，市区周边村镇
的人进城更加便捷；游玩观光
可以定制，户外爱好者坐着公
交玩遍沧州……

对于那些家门口没有公交
车，或者坐公交车不能直达目
的地的人来说，这一服务也让
绿色出行更大范围普及。

作为服务行业的排头兵，沧
州公交集团的这一创新举措，
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打破固
有思想，既激发了企业活力，
又方便了群众出行，可谓一举
两得。这种贴心服务，值得学
习。

医院看病挂号和缴费方式的
变化，也是一种贴心服务。过去
挂号，需要就诊卡 、 医 保 卡 ，
还得排队等候，现在提前在网
上预约并缴费，到了医院直接
进诊室看病即可；过去缴费不
仅要排队，还得跑上跑下，现
在 大 夫 开 的 单 子 上 都 有 二 维
码，扫一扫便缴费成功。百姓
看病更方便，心情也会变得不一
样。

一些地方政务服务中心推
出的贴心服务值得推广，比如

“一窗式受理”服务，不动产
登记、企业开办、工程项目建
设审批等，在一个窗口就能全
部 办理，实现了一窗办多事，
群众不用在各个窗口来回跑。
有的在办事大厅配备老花镜、
轮椅等设施，并提供一对一陪
同服务，确保了群众在服务大
厅 舒 心 办 成 事 ； 还 有 的 设 置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负责受
理群众在办理相关事项中遇到
的“疑难杂症”，并进行协调解
决。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
只要心中装着百姓、事事想着
百姓，就会有创新、有作为，
有源源不断的贴心服务推出。
这也是坚持人民至上、主动为
民服务办实事、不断提升群众
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日前，在泊头市大运河生态公园
里，数十名返乡大学生捡拾垃圾、健步
宣传，他们还将展开生态保护、公益宣
传、文明劝导、交通疏导等一系列活
动，为净化母亲河尽一份力。

除净化大运河行动外，大学生们还
开展了观民俗、听宣讲等活动。他们沿
运河边走边分发保护运河宣传单，这支
充满青春活力的健走队伍吸引了过往行
人的目光，有的市民还拍照、拍视频发
到网上。

卢羽唐是陕西科技大学大一学生，
她从共青团泊头市委的返乡大学生微信
群中了解到这次活动，便积极报名参
加。通过活动，她感受到了大运河的变
化，也了解到了很多运河文化和泊头文
化。“我们不仅要当保护运河的践行
者，也要做宣传环保的行动者。”卢羽
唐说。

近几年，泊头市围绕“大运河文化
保护重要承载地”目标定位，以大运河
为主线，修建了大运河生态公园、大运
河堤顶路、隋唐紫斑牡丹产业园等运河
景观，整合特色资源，优化人居环境，
扮靓了大运河，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一曲欢快热情、韵味十足的
《狮舞缤纷向未来》，将沧州悠久
的历史文化、燕赵大美风情唱了
出来。

这首园博会会歌，由山西财
经大学教授、文化学者任志宏和
著名作曲家黄雪飞共同完成。词
作者任志宏在职期间教授企业文
化，专注于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
研究。退休后，任志宏经常为企
业创作诗歌，为省市各类文化活
动写歌，遇有征集歌曲的赛事，
他都会试一试。这几年，他创作
的诗歌或歌曲已有 30多首获奖
或被选用。

河北省第六届园林博览会
征集会歌，任志宏信心满满。
虽然没到过沧州，但渤海湾、
大运河、铁狮子、清风楼等元
素，他都耳熟能详。作为一名
词作者，了解各地的城市古迹
和历史文化，成了一项必备技
能。作曲前，查史料、看视
频、打电话，熬了几个晚上，
他对沧州有了全面了解。“之前
参加过几个城市的园林博览
会，包括北京园博会，所以能
想象到其大致的风景和状况。”
任志宏说，只要准确把握沧州
的地域文化特色，就能创作出
契合主题的会歌。

“渤海湾畅怀，古运河澎
湃”“清风望南川，朗吟抒情
怀。古城狮吼镇山海，燕赵雄风
在”“国槐香，月季开，大美运
河绽精彩”……歌词将沧州独具
地域特色的标志性景点用比兴等
艺术手法表现出来，酣畅淋漓的
笔调、含蓄而富有张力的词语，
展现着“燕风赵韵，狮舞缤纷”
的沧州魅力。

谱曲方面，任志宏找到著

名作曲家黄雪飞，二人曾多次
合作，创作出不少激情澎湃的
会歌、校歌，代表作有《水乡
潜 江 等 你 来》《世 纪 风 华》
等。《狮舞缤纷向未来》 采用
民歌元素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
风格，呈现出欢快、欣喜、奔

放的曲风，这首会歌曲调欢快
热情、旋律轻松明快，易于传
唱，且独唱、重唱、合唱均
可。任志宏说，有机会一定来
沧州，看看园博园风采，感受
大运河壮阔，听听会歌在沧州
传唱。

激情澎湃创作沧州歌

泊头净化运河泊头净化运河
在行动在行动
□ 本报记者 康 宁

吉祥物“运河狮”，手持市花月
季，脚踏运河浪花，伸开双臂，迎接宾
朋。活泼可爱、又萌又乖的卡通小狮
子，在设计师郭文俊的笔下活灵活现。

2022年 2月，郭文俊从网上获知河
北省第六届园林博览会征集吉祥物的消
息，当他看到举办地“沧州”这一熟悉
的名字时，当即决定参与。

这是他第二次接触沧州。早在 2014
年，河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在沧州举
办，他设计的“狮娃”获选运动会吉祥
物。当时在设计过程中，郭文俊通过网
络、书籍和朋友介绍等渠道，对沧州的
城市景观、地域文化等进行了深入了
解。

55岁的郭文俊是河南洛阳人，多年
从事 LOGO设计工作。2008年奥运会吉
祥物“福娃”出现后，各地展会或运动
会都开始启用吉祥物。郭文俊也将设计
重点转向了吉祥物，第 45届世界体操锦
标赛吉祥物白头叶猴、第七届全国城市
运动会吉祥物鄱鄱……十几年间，他设
计的上百个吉祥物中标，各省市运动
会、园林博览会、曲艺节、文化节等所
用吉祥物，都有他的手笔。

由此，郭文俊还获得了河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河洛工匠等称号。他对国内
多个城市有了深入了解，设计理念和设
计水平也与日俱增。

此次河北省园林博览会在沧州举
办，郭文俊创作时首先想到了沧州铁狮
子。“因为是园林类的博览会，一般设
计师会将设计点放在沧州市花月季上，
如果从这个点入手，恐怕会有雷同。”
在郭文俊看来，唯有沧州地域标志铁狮
子才更能突出沧州特色。

在设计过程中，郭文俊对照“狮
娃”，思索良久。“狮娃”比较传统，

“运河狮”却更灵动，首先要抛开传统
的园林绿，色彩上不落俗套，因为有
大运河的元素，他便取了运河蓝，代
表海洋和开放。脚底的浪花，凸显狮
子的动感，像踏着运河浪花前行，既
充满寓意，又方便将来实物制作。然
后是点缀的绿，寓意沧州生态环境的
改善，同时也将园博园这一主体的绿
色和生态表现出来。“运河狮”伸开的
双臂，则体现出沧州人的热情好客，
拥抱新时代的精神面貌和对本届园博
会的美好祝愿。

“运河狮”寓意“运河狮魂”，表达
大运河是沧州的根和魂，投射“千里通
波，大美运河”的园博会主题。

在创作及参评过程中，郭文俊多次
和沧州人接触，切身感受到了沧州人的
热情和豪迈。通过查阅资料和观看视
频，郭文俊对沧州的城市印象颇为深
刻，开放、包容、充满魅力。“通过这
次设计，我再一次认识了沧州，预祝园
博会胜利召开。”郭文俊说，希望有机
会来沧州看一看，欣赏下园博园的美
景，感受古老的狮城文化。

郭文俊和他设计的郭文俊和他设计的““运河狮运河狮””

非遗作品展示

群众参与热情高涨群众参与热情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