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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魏宏宽——
记者：请以旅游从业者的角度谈谈沧州

变化？
魏宏宽：这些年，沧州各方面发展都很

快，尤其是文旅行业。我 2000年投身旅游
业，其间一直组织沧州游客到外地游玩，到
去年年底，接待过的外地来沧旅行团满打满
算也就 5个。可如今不一样了，光是今年

“十一”期间，与我们公司接洽的省内外旅
行社考察团就有 20多个，他们在游览了沧
州众多景区之后，纷纷竖起大拇指，并提出
了合作意向。被沧州所吸引的，不光有外地
旅行社考察团，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外地游
客。今年以来，光是我们公司就接待了 10
余批共计1000多位外地来沧游客。

@安育琛——
记者：听说通过组织文化活动，社区工

作比以前更好开展了？
安育琛：确实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不光让社区居民增长了见识、了解了
家乡，也大大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关系。
如今，居民都非常支持社区工作，积极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并组成了一支“110”式
社区志愿服务队——随叫随到。在滨河社
区，居民经常能看到社区志愿者的身影。
邻里间闹矛盾，有志愿者调解；社区缺人
手，有志愿者帮忙……社区变成了一个和
谐大家庭。

@苏荟洁——
记者：宣传沧州文化、讲述沧州历史，

这份工作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
苏荟洁：说实话，在参加工作前，我对

历史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对博物馆都
非常陌生，一度认为只有考古专家和历史学
家才会经常光顾这里。而如今，每到一座城
市，当地博物馆都是我必去的地方。博物馆
不应只是馆藏文物的安身之处，更应是人们
了解一座城市和终身学习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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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一”期间，沧州
博物馆推出了9枚非遗印章，
加上之前推出的12枚文物印
章，不知道大家都集齐了没
有？

今年以来，沧州博物馆
根据馆藏设计推出了多款文
创产品，有文物印章、文物
护照、儿童画文物背包、解
谜卡、答题卡、福签……共
计 7大类、近 30种单品。这
些文创产品，都是由我们沧
州博物馆宣教部的工作人员
设计完成的。

设计文创产品的初衷，
其实就是想要更好地讲述沧
州历史。因为我们始终认
为，博物馆是宣传城市的窗
口，不管对当地百姓，还是
外地游客，博物馆都是展现
城市文化底蕴的集中地。也
正因如此，我们一直希望能
用年轻人的方式，讲述沧州
的文化和历史，让文物变得
更有趣。

今年春节，我们设计推
出了16款文创福签，这也是
沧州博物馆的第一批文创产
品。为此，我们下了很大功
夫——先是选定吉祥祝词，
再在众多馆藏中寻找能与之
匹配的文物。比如，成语

“年年有余”配的是刻划双鱼
纹盘，成语“高枕无忧”配
的是磁州窑绿釉莲鹤纹腰圆
形大陶枕……春节期间，我
们以抽福签的形式向参观者
免费发放，有的人为了集齐
所有文创福签，整个春节假
期，每天都来馆参观。

有了这次成功尝试，我
们开始着手设计更多更符合
文物原貌和更有参与感的文
创产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文物印章。

我们从 4月初着手设计
样稿。把立体实物搬到平面
并不容易，在为国家一级文
物错金豹镇设计印章时，由
于文物本身纹饰过于复杂，
光样稿就改了10多版。紧赶
慢赶，在国际博物馆日这
天，一口气推出了10款文物
印章、两本文物护照等多款
文创产品。

文物印章和文物护照一
经亮相，就吸引了参观者的
兴趣。一连一个多星期，“博
物馆打卡盖章”在抖音同城

热度排行榜上都排在前三
名。为了盖章，有人专程从
县里甚至北京、天津赶过
来，经常是开馆时间还没
到，博物馆大门外就排起了
长龙。那段时间，单日参观
人数最多能达到 3600多人，
是平时的 3倍多。我们一天
能盖出 36000多个印章，印
油早晨装满，到中午就用光
了。

除了开发文创产品，我
们每个月还至少举办一次主
题活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比
如到了中秋节、元宵节，我
们就会结合节日主题在馆藏
中寻找与之相关的文物，让
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加深对馆
藏的印象，也加深对传统节
日的认知。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逛
馆猜谜活动，参观者在服务
台领取答题卡后，便可在展
厅里寻找答案，增加了参观
的趣味性；我们还紧跟潮流
元素和热门话题，策划、制
作、拍摄了《都来讲文物》
系列视频节目，用年轻人喜
欢的方式介绍文物，节目在
沧州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和
抖音账号上推出后，广受好
评。仅 2020年，《都来讲文
物》就斩获了6个省级奖项。

形式多样的文创产品和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观
众透过橱窗感受到了文物自
带的温度和城市的厚重。青
釉堆贴花龙柄壶、错金豹
镇、三彩刻宝相花纹盘……
这些珍贵馆藏正被越来越多
的人津津乐道。今年“五
一”期间，博物馆单日到馆
人次突破 9000，是沧州博物
馆历史之最。

用蓬勃用蓬勃青春青春 讲沧州历史讲沧州历史
苏荟洁 30岁

沧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

我们是家乡文化宣传员我们是家乡文化宣传员我们是家乡文化宣传员

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
更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沧州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是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
文化古城。一提到这里，很多人马上就
能想到铁狮子、武术和杂技……这些文
化元素就像名片一样，向世人展示着这
座城市的独有魅力。

成为一座散发着独有魅力的城市，
需要讲好城市文化故事，更需要结合历

史传承和区域文化，打造属于自己的城
市精神和城市内涵。就像铁狮子是沧州
的名片，武术是沧州的名片，火锅鸡、
羊肠子也是如此，当我们把这一张张文
化名片聚合在一起，那就是沧州的底
蕴、沧州人的乡愁。

文化底蕴是一座城市骨子里的自
信，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也是如
此。值得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加

入到宣传沧州文化的行列中来。他们用
年轻人的方式和视角，串联起城市文化
故事，丰富文化展示载体，不仅向人们
展示着他们对沧州的情感，也让更多人
对沧州有了更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让
这座城市有了更浓厚的家的味道。

做家乡文化的宣传员，源于对家乡
的热爱，更源于对家乡文化的自信和责
无旁贷的责任感。我们为这些青年点

赞，在他们的努力下，更多人知道了沧
州、了解了沧州。他们也让更多人意识
到，沧州不仅仅是一座拥有深厚历史的
古城，更是一座充满朝气的希望之城。

自信的城市最美，自信的城市也更
有未来。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到宣传家乡
文 化 的 行 列 中
来，为城市发展
添砖加瓦。

自信的城市自信的城市 自信的人自信的人
■ 知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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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JIAN GUSHI

本月初，南川老街正式开
街，除了古色古香的街区和琳琅
满目的商品之外，几位身着古
装、分布于街区关键点位的角色
扮演人物，吸引了很多人的目
光。扁鹊、纪晓岚、霍元甲、吕
洞宾、石崇……这些人物或是沧
州人，或与沧州有关。他们通过
互动式表演，与游客一起完成相
应的剧情或任务，让游客更好地
感受南川老街的魅力。

这个互动式表演就是由我们
策划并组织完成的。

8月中旬，我们接到表演任
务，从开始策划到正式演出，一
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每天都是早
上六七点钟到岗，半夜才回家，
饮食规律和睡眠规律都被打乱
了。之所以这么拼，一方面是因
为南川老街备受瞩目，另一方面
这个任务也是我投身文旅策划行
业后的第一场“战斗”。

我是从事旅游工作的。这些
年，我在很多景区看到过互动式
表演，比如迪士尼乐园的花车巡
游、大唐不夜城的盛唐密盒……
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
鉴。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幸
福，也是枷锁。如何让南川老街
的互动式表演更有沧州特色，成
了我们考虑最多的事情。

沧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
化，地处中心城区大运河文化带核
心位置的南川老街，也是以老沧州
运河街埠文化背景为依托。独有的
文化就是最大的亮点，于是，我们
有了一个绝好的创意——以沧州
人或与沧州有关的人物为载体，
为南川老街的游客们奉上一场属
于沧州的古今对话。

我们翻阅了很多文献、地方
志，又走访了多位本地学者，最
终敲定了扁鹊、纪晓岚、霍元
甲、石崇等6位有着较高知名度
的人物。

在为每个人物创作剧本时，
我们也下了一番苦功。剧本情节
既要保证历史真实性，还不能与
当下脱节，内容不宜太深又不能
过于浅薄……

我们为每个角色都设定了相

应的互动游戏，比如当游客遇到
纪晓岚，大家能在现场与他吟诗
作对、听沧州老故事；遇到霍元
甲，则能够通过学习指定的武术
动作来赢取小奖品……

众多角色扮演人物中，最
受欢迎的就要数石崇了。他是
渤海南皮 （今南皮县） 人，是
西晋大臣，被民间视作财神。
所以，在挑选演员时，我们特
意选择了一位亲和力强、身材
略胖的演员，并为他设计了独
有的互动情节——游客们只要
说上几句祝福的话，就能拿到天
官赐福小红包，里面的奖品都寓
意满满、非常可爱。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细节透
着巧思。比如每位角色扮演人物
的站位都很有讲究，像代表医药
文化的扁鹊，就被安排在名医
馆、国医堂附近与游客互动。

从大学时兼职当导游算起，
我在旅游行业摸爬滚打已经 23
年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们总是从沧州发团，组织游客到
外地旅行。不仅如此，过去人们
一提到沧州，想到的就是“林冲
发配地”。其实沧州有着丰富悠
久的历史和文化，可深挖的内涵
特别多，而且这些年沧州发展特
别快，好玩的地方、值得逛的地
方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是非常好
的旅游资源。未来，我们会结合
沧州本土文化策划更多文旅项
目，吸引更多外地人来沧州观光
游览。

打出文化牌打出文化牌 引来八方客引来八方客
魏宏宽 41岁

沧州沐之悦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

非遗进社区 文化润民心
安育琛 34岁

运河区滨河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副主任

滨河社区自成立以来，始终
注重传播传统文化，并设立了马
振领非遗工作室。马振领老师是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刻艺术和
刻纸艺术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些
年，到了节假日，我们常会邀请
他来为辖区居民传授刻纸和竹刻
技艺。

2020 年，我来到滨河社区
工作，一上班就接到一项“艰
巨”的任务——组织辖区居民开
展非遗进社区活动。

说实话，在那之前，我从未
组织过这类活动，对非遗也没什
么了解，单纯地以为非遗是那些
手艺人、老师傅的事情，和老百
姓没啥关系。所以接到任务时，
我头都大了，特别担心没有人
来。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举办活
动的消息刚一发到居民微信群，
报名参加的人便主动开始接龙，
不到半天时间，报名就满员了，
参与者有老人、有青年，也有孩
子。

一次又一次的活动，打破了
我对非遗的认识，让我慢慢爱上
了这些沧州本土的非遗项目，也
让我对家乡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
识。

每次举办非遗进社区活动，
我们都会事先和马振领老师商议
出一个主题。课堂上，他传授非
遗技艺，我们则利用间隙讲解一
些与主题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比如，朗吟楼、南川楼落成时，
马老师指导参与者为两座楼刻剪
影，我们就讲朗吟楼、南川楼的
前世今生……

这些年，我们还经常组织竹
刻、标本制作等非遗项目的学习
活动。此外，弘扬传统文化的工
作，我们还做了很多。

沧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
中医药文化更是源远流长，战国

神医扁鹊、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
素、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张
锡纯……这些名医大家，都与沧
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
说，医药文化深深浸在沧州的城
市血脉之中。

今年，我们先后两次组织辖
区居民和幼儿园孩子们，到沧州
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学习感受医药
文化。通过活动，大家近距离观
察中药材的生长过程，了解药理
知识，领略中医的独特魅力，进
一步激发了大家探索医药文化的
浓厚兴趣。

这些年，像这样的文化活
动，我们社区每年都会组织 20
余次。这些活动就像一块磁
石，吸引着广大居民去主动学
习了解沧州文化。平日里，有
的居民看到我，会主动询问近
期有没有活动安排。印象最深
的是一位小朋友，在学会了给
朗吟楼刻剪影之后，还特意去
实地参观了一番，并在现场朗
诵了一首古诗。

通过举办这些文化活动，居
民对家乡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对家乡产生了更深的感情。对
我来说，这就是最骄傲的事。

滨河社区组织孩子学滨河社区组织孩子学
习感受医药文化习感受医药文化。。

““十一十一””期间期间，，互互
动式表演成为南川动式表演成为南川
老街一景老街一景。。

为了让互动式为了让互动式
表演更加完善表演更加完善，，魏宏魏宏
宽宽（（左一左一））与演职人与演职人
员日夜坚守员日夜坚守。。

主持人说主持人说

苏荟洁苏荟洁（（右一右一））为观众作讲解为观众作讲解

沧州博物馆的文创产沧州博物馆的文创产
品受到市民欢迎品受到市民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