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梭在果蔬、粮油、生鲜及小商
品云集的便民市场，挑选喜爱的食
材，看烤鸭扣碗热气升腾，听商贩们
摁计算器的响声，与芸芸众生擦肩而
过……在浓浓的人间烟火中，工作的
烦恼被抛之脑后，生活也变得简单起
来。

这是一位公司白领一天中最轻松
的时刻，下班后去北大院便民市场买
些蔬果、到新开路小吃街割几斤牛羊
肉、去富强市场淘几个五金小件……
她说，在和商贩的讨价与交谈中，不

仅可以了解这座城市的百姓琐事、人
文魅力，还能获得一种熟悉的归属感。

便民市场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
的地方，它的亲切感和烟火气，抚
慰着众多为生活奔忙的普通人，还
越来越吸引年轻人的注意。不少年
轻人出门旅游，也开始将当地菜市
场列入打卡地，杭州大马弄、北京
三源里、淄博八大局等便民市场的
场景，在社交平台上屡屡被网友分
享。

看惯了高楼大厦，习惯了被电子产

品包围，在休闲时漫步于街头小巷，寻
一份热气腾腾的小吃，不得不说也是一
种享受。当年轻人走进便民市场，便民
市场也在尝试主动拥抱年轻人。不少传
统菜市场为了谋生存，走上了“突围”
之路，有的加入了新潮装饰、有的引进
外地美食、有的增加书法古玩等文化元
素，便民市场越来越规范化，成为城市
对外宣传的新名片。

随着城市更新的纵深推进，在市
区，不仅传统便民市场不断改造更
新，小型生鲜超市也与日俱增，极大

方便了市民的生活。而最近，运河区
又有两个大型便民市场开工建设，群
众的“菜篮子”“米袋子”“肉盘子”
将更加充裕丰富。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蔬
一饭间，感受城市的包容与温度，让
内心回归，让生活更美好。

45岁的代凌波是一名国家高
级导游，也是沧州市旅游协会导
游分会副会长，从事导游工作已
经20多年了。这一年，他比往年
更加忙碌、特殊。“今年，我不仅
带了 100多个赴外旅行团，还接
待了30多个外地来沧旅行团。家
乡越来越美，越来越多的外地游
客把这里作为旅行目的地。”代凌
波说。

今年 5 月 26 日，河北省第
六届（沧州）园林博览会在大运
河畔拉开帷幕，也就是从那时开
始，代凌波进入到连轴转的状
态。“这一年，沧州新添了很多
值得游玩的景点景区，园博园、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馆、沧州坊、南川老街、大
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这些景
点景区不但是沧州市民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也吸引了许多来
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游客。”
代凌波说。

代凌波每年有近一半时间在
各地景区度过，让更多外地游客
来家乡游玩，一直都是他的心
愿。“每当我带着游客到其他城市
游览时，嘴上介绍的是当地美
景、历史和人文，心里想着的却
是家乡。沧州也有数不尽的人文
和道不尽的历史，什么时候能向
更多人介绍自己的家乡，那种羡
慕与期盼只有自己清楚。”

过去的20多年里，代凌波每
年接待的外地来沧旅行团从未超
过十个，他说：“沧州历史文化深
厚，值得讲的内容很多，但就是
缺少游览载体，很多内容只能对
着照片或是遗址简单讲一讲，游
客体验感不高。”

其实，那些年，不光游客对
来沧旅游兴趣不高，就连很多本
地导游也是如此。作为沧州市旅
游协会导游分会副会长，代凌波
经常会为全市持证导游做培训。

“过去每次培训，讲得最多的就是
带团技巧，每次讲到沧州的旅游
资源时，能明显感到大家兴趣不
高。仔细一想也对，来沧州旅游
的人少，导游们自然提不起兴
趣。”代凌波说。

而如今，随着大运河沧州中
心城区段通航、河北省第六届
（沧州）园林博览会开幕、南川老
街开街……代凌波的愿望变成了
现实。“今年光我自己就接了 30
多个外地来沧旅行团，旅行团人
数多的有五六十人，少的也有一
二十人。这些游客对沧州的旅游
景点赞不绝口，对沧州的历史和
文化也很感兴趣。很多游客回去
之后，还经常和我联系，问我有
关沧州的历史典故。其中一位老

大姐还专门写了一篇 《沧州游
记》，发表在了《沧州晚报》。”代
凌波说。

今年 5月，代凌波再次受邀
为全市1000多名持证导游做业务
培训。这一次，他把沧州旅游资
源作为主要讲解内容。“导游们听
得特别认真，有的还私下跟我要
沧州各景点的解说词。”代凌波
说，“导游是我的工作，沧州是我
的家乡，在工作中让更多人了解
家乡，是职责，也是荣耀。”

温室大棚采摘蔬果、

现 代 农 业 馆 品 读 自 然 、

博物馆中研学旅行……

沧州境内 216 公里运河沿

线，多个农业及文化场

馆火热迎客，丰富多彩

的 农 业 景 观 及 研 学 活

动，在寒冷季节为人们

带来浓浓诗意和非遗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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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传承非遗文化

距离运河不远的河北线装书博物
馆，因独特的非遗技艺展示，并结合
了工厂参观、线装书印刷及缝制体
验，近年成为吴桥乃至全市最火热的
省级研学基地。

11月 16至 17日，吴桥金鼎古籍
印刷厂内洋溢着欢声笑语，来自新华
区实验小学的近 1000名小学生前来
参观研学。孩子们走进河北线装书博
物馆，看到琳琅满目的线装书陈列在
各个展厅中，纷纷为中化文明点赞。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孩子们参观国学
图书馆、地方志图书馆、家谱图书馆

及各个地方文献馆，在一组组图文、
物件及典籍中，了解了中国古代版刻
工艺、印刷技术源流、线装书文化等
知识。

车间观摩，看工人在流水线上操
作，孩子们纷纷跃跃欲试。金鼎古籍
线装书工艺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工艺非常讲究，从理料、折
页，到压平、打眼，再到切书、包
角，每一项工艺都必须认真仔细。研
学过程中，在专业师傅的教授下，孩
子们体验手工造纸、雕版印刷、缝制
线装书等，对中华典籍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
“仅11月份，就有1600余人来博

物馆参观研学，体验中华传统文
化。”河北线装书博物馆负责人马平
说，不仅沧州，石家庄、北京等地的
出版、图书及教培机构都有团队前来
观摩学习。

在紧邻大运河的谢家坝水工智慧
博物馆，同样在这个冬天迎来了众多
参观者。人们在世界奇迹、济运护漕
等展区，通过实物、文字、图片、模
型等体验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切身
感受大运河的水工智慧。

▲孩子们在体验缝制线装书

◀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内研学火热

团结小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团结小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上门诊疗上门诊疗 一站式养老一站式养老
■本报记者 康 宁

一个电话或微信，就有专业
的医护人员上门服务，遇到紧急
情况，还能通过绿色通道直达三
甲医院就诊。在运河区团结小区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将医养服务
不断延伸，新增“预约式下单”
上门诊疗服务模式，方便了辖区
居民。

“不用紧张，恢复得很好。”
在居民王玉红家里，值班医生正
为她检查身体。67岁的王玉红不
久前突然在家中晕倒，老伴儿马
上拨打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电
话，5分钟后，医生和护士赶到
家中，量血压、测心电图，医生
发现她的血压比较低，怀疑是服
用降压药过量导致的血压低。医
生边陪同患者赶往医院，边联系
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做好接
诊和会诊准备。医院还特为老人
开辟了绿色通道，先诊疗后付
费。“我和老伴都有慢性病，天
冷不方便出门，医生就上门服
务，还把药给送来。”王玉红
说，不用排队，药便宜还能报
销。

“团结小区社区的829名60岁

以上老人，全部有自己的健康档
案，健康状况、体检报告、住院
记录以及就医需求等，都有记
录，方便医生了解详细情况。”团
结小区社区日间照料负责人潘君
君说，对于建档过程中发现的患
病或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还提供上门诊疗、康复护
理、科普宣教等健康服务。

团结小区社区依托市中心医
院优质医疗资源运营管理，由运
河区建设具备诊疗康养功能的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市中心医
院每天安排专家轮流坐诊，为
老人提供医疗服务。新增的上
门诊疗服务，对于病情危急的
老年人，还开通了绿色诊疗通
道，确保老年人及时获得救助。
同时，全方位呵护入住老人，为
老人提供“一站式养老”服务。

据悉， 我市近年不断优化居
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市
中心医院医疗集团康养集团已承
接了包括团结社区在内的 6所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的医养服务，方
便了老年人康养和就医。

一蔬一饭一蔬一饭 传递城市包容与温度传递城市包容与温度

沧州导游代凌波沧州导游代凌波：：

今年接了今年接了3030多个来沧旅行团多个来沧旅行团
■ 本报记者 张智超

踏着运河印迹踏着运河印迹踏着运河印迹
邂逅冬韵诗意邂逅冬韵诗意邂逅冬韵诗意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摄影报道

棚外天寒地冻，棚内温暖如春。
在大运河畔的青县司马庄村高效智能
保温棚里，来自沧州市区的几名游客
正开心地采摘草莓和西红柿。采摘
完，他们又去运河边的森林公园和村
庄闲逛，体验了一把运河采摘游。

走进保温棚，一片绿茵进入眼
帘，一串串草莓娇艳欲滴。市民赵玲
和孩子穿梭在草莓丛中，一边采摘一
边拍照，“这里太好玩了，回去给你
带草莓吃。”孩子捧着新鲜的草莓，
和同学视频通话，满脸兴奋。紧邻智

能保温棚的菜博园更是让人大开眼
界，三角立柱栽培、旋转 A字架栽
培、链条墙体栽培……仅先进栽培技
术就有 15种。采用三角立柱栽培的
圆叶薄荷“高高在上”，紫背天葵菜
长势正旺，叶菜和花组合成的植物迷
宫别有情趣……

“游客来司马庄，除了采摘，更
喜欢体验运河畔的乡村田园风景。”
司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勋说。近几
年，司马庄村利用地处大运河畔的优
势，大力发展运河采摘游，还同步打

造了司马庄京杭大运河观光带，建设
运河森林公园、水上乐园及广场，增
加观光小火车及水上游船，游客在此
体验运河民俗，并感受现代农村风
貌。去年，司马庄接待京津等地游客
达42万人次。

记者了解到，沿运河的诸多村
庄，都在尝试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吴
桥县岳庄村、沧县大白洋桥村、泊头
尹庄村等，均依托运河优势，打造出
乡村美丽景观，成为“网红打卡
地”，为运河乡村游注入活力。

采摘体验乡村旅游

观光现代农业科技

沐浴着冬日暖阳，大运河畔的每一寸土
地都散发着光芒。距离运河仅800米的沧州
印象·大运河农业生态文化产业园内，小河
水流潺潺、草坪整齐松软、雕塑充满童趣，
两座纹洛式温室大棚——现代农业馆和自然
科学馆，迎来一拨又一拨游客。

11月 30日，运河区常青藤幼儿园的 70
多名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园区，体
验不一样的冬季户外课堂。“哇！这棵树好
神奇，叶子居然是这种形状！”“快看，这是
香蕉树，以前从没见过呢！”“今天的科学实
验好有趣”……漫步于两馆中，孩子们的对
话中满是新奇。“这种植物叫碰碰香，你只
要一碰就会散发出香味，大家可以试一试
哦！”在农业专家张萌博士的讲解中，孩子
们看看这儿，摸摸那儿，甚是好奇。

在这里，孩子们见识了无土栽培、鱼菜
共生、未来农业和动植物标本，更学习了植
物科学及生态知识，体验了自然种植的乐
趣，每人还种植了一盆生菜幼苗，小心翼翼
地带回去。

而来自东光县的一个科学实验机构，前
不久在自然科学馆组织了一场亲子体验及研
学活动。就中国农业科学院与荷兰合作的一
项技术，开展植物种植盒操作课程，通过亲
子参与，大家感受到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
量，纷纷感叹不虚此行。

据张萌介绍，冬季户外活动比较冷，不
少家长会带着孩子来园区参观温室大棚，在
现代农业科技的普及中，收获不一样的周末
快乐。

运河畔乡村田园风貌

■ 北 思

为外地游客讲沧州历史为外地游客讲沧州历史

医院专家在社区诊疗医院专家在社区诊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