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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奉献初心
走上公益之路

主持人：一路走来，各位嘉宾是
如何与公益事业结缘的？

赵永亮：我爷爷就是一个热心
人，村里谁家有困难，经常施以援
手。到父亲这一辈，村里谁家有个红
白事，也是经常帮忙操持，我加入公
益事业受他们的影响。有的时候并不
是别人需要我的帮助，其实更多的是
一种自我需要。个人得到了成长，也
感受到了快乐，所以越做越有劲。

代凌波：我父亲是天津知青，但
我生在沧州、长在沧州，在运河边长
大。小时候，父母经常和我聊沧州的
历史，觉得其中的故事特别有意思，
后来机缘巧合就从事了旅游行业。开
始是带着沧州的朋友到外地去，当地
导游都在介绍自己的家乡，我很羡
慕，盼望着有一天沧州也能成为旅游
城市，我可以在外地朋友面前自豪地
介绍咱们沧州的人文历史、风土人
情。

臧俊英：父母的房子就在运河大
堤下，虽然他们已经80多岁了，但是
平时只要看到河堤边有坑洼不平的地
方，父亲都会垫平。他和母亲在河堤
上遛弯儿时，看到垃圾也会捡起来，
这些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随着
大运河的开发和运河文化的宣传，我
对大运河的爱越来越深。当得知沧州
市民间河湖长行动中心招募民间河长
的消息，我就迫不及待地报了名。

林如月：首先是喜欢传统文化。
书院的名字叫“儒悦”，“悦”意为

“心灵的兑现”。“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在传播
传统文化这件事中是快乐的，不管是
在清风楼搞传统文化研学基地，还是
走进学校为孩子们拍摄成语故事短
剧，都始终保持着“爱出者爱返，福
往者福来”的初心，目的就是为孩子
们根植一颗热爱传统文化、热爱家乡
文化的种子。

微光成炬
照亮好人之城

主持人：沧州是好人之城，现在
也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在如火如
荼的创建过程中，各位是如何积极参
与的？

赵永亮：今年 8月，沧州成立孤
困帮扶儿童志愿协会，我通过考试，
正式成为 66名志愿者中的一员。有
数据显示，整个沧州区域的孤困儿童
有 3000多人，所以还需要更多有爱
心的人加入这个公益组织。

最近刚刚接触了其中的一名孤困
儿童，小昊（化名）今年上六年级，
父母离异，与母亲生活，但母亲有精
神方面的疾病，时而发作，只有姥姥
可以投靠。因平时缺少亲人的关爱，
他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前段时间
辍学了。看到一只脚已经踏入深渊的
小昊，志愿者们忧心如焚。其中有位
志愿者是开接送站的，就每天把孩子
接到接送站，辅导学习、照顾生活，
孩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通过给他
读经典，教他如何做人，孩子有了明
显变化，有了好吃的也总想着姥姥，
看到孩子改变，我们也很欣慰。现
在，小昊已经重返校园。

代凌波：今年我累计带了 30多
个沧州地接团，很多来沧州的客人都

会问同一个问题：林冲发配的地方在
哪儿？我就解释说，以前的沧州不
穷，现在的沧州更富裕。我给他们讲
沧州为何兴建铁狮子、三座名楼的由
来以及沧州盐业发展的盛况等，让外
地客人了解水浒时代的真沧州。同
时，介绍现在各个县市的经济发展，
包括吴桥杂技、盐山管道装备、泊头
鸭梨、青县绿色蔬菜等。听完介绍，
外地客人转变了过去对沧州的原有印
象，重新认识了眼前的沧州。

今年 10月，我带了一个北京专
列，行程路线第一天去南川老街，第
二天采摘，加上非遗馆和园博园，游
客们玩得非常开心。行程结束时，北
京客人异口同声评价这个线路特别
好。之后，他们立刻召集第二批、第
三批游客，不到一天时间，100多个
位置就报满了。回去后很多北京游客
都给自己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赶紧
报名沧州旅游线路，说这里吃得好、
住得好、玩得好，关键是人还特别
好，纷纷点赞，说沧州是个值得再来
的地方。

臧俊英：我经常看到一位 70多
岁的大姐骑三轮车带着 90多岁的老
母亲，从几公里外的地方来大运河边
游玩。当问起她们为啥总来时，她们
说，现在的运河两岸越来越美，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幸福、很满足。
母女俩洋溢在脸上的笑容让我至今难
忘。听到她们对大运河的赞美，我也
非常开心。因为这干净整洁的环境也
有我和其他志愿者的一份功劳。

记得今年夏季的一天，天气很
热，我们志愿者清晨很早就出发巡河
净滩了。捡垃圾是个脏活累活，现在
的孩子都很娇惯，我想，过不了一会
儿小志愿者们就该耍脾气不干了。但
让我没想到的是，两个多小时下来，
虽然孩子们小脸热得通红，汗水顺着
脸直往下流，但没有一个叫苦喊累
的。活动结束后，孩子们还用画笔画
出了他们心中大运河最美的样子，以
表达对家乡的热爱。这些小志愿者们
让我看到了大运河的美好明天。

林如月：之前我们拍了《实事求
是》《镖不喊沧》等几部微电影，目
的是让更多的孩子了解沧州。疫情期
间，没有办法拍剧了，我就想如何去
宣传家乡的文化呢？所以今年 5月就
出版了这本书，叫《运河沧州韵》。
这是写给沧州孩子们的一本书，希望
让身边更多的人了解家乡文化。这本
书中包括“历史风云、人杰地灵、人
才辈出、名人古迹、诗词歌韵、革命
故事”等很多篇章，希望这本书可以
让更多的人了解沧州、爱上沧州。

唐代诗人王维在诗中云：君自故
乡来，应知故乡事。我们的古圣先贤
曾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

“本”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沧州
人，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家乡，我们都
在不同的岗位上宣传我们的家乡。用

什么去宣传我们的家乡？用什么去爱
我们的家乡？就是行动。古运河畔，
沧古悠悠，家乡情愫，温暖在心。我
们沧州这片土地上，有着悠久的历史
文化，还有很多名人留下的不朽诗
篇，历史厚重、能人辈出，所以要带
着这样的情怀去热爱家乡，为好人之
城增光添彩。

一路走来
帮助他人成就自己

主持人：世界如有缝隙，就要缝
缝补补。在各位嘉宾投入热爱的过程
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赵永亮：刚开始别人也有些不理
解，说我一天到晚瞎忙，累了也不知
道休息。但后来我通过做公益，自身
得到了成长，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变
得越来越和谐，大家也渐渐理解和支
持我了。

臧俊英：很多朋友都说我自从当
了河长后，落下了“职业病”，见到
水就走不动路，不去查看查看就甭想
往前走，见到纸屑、垃圾就得捡起
来。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平时自
行车筐里经常放着塑料袋、夹子和宣
传单，走到哪里就巡护、宣传到哪
里。之前也有人不理解，但是我不在
意别人误解的目光，仍然一如既往地
做下去。经过大家的努力，运河两岸
环境确实有了很大改观，感受到了美
好环境带来的愉悦心情，周围的人也
渐渐理解了我的做法，主动加入巡河
的队伍。我们每天利用散步、遛弯、
骑行的机会，对河流进行巡护，劝阻
乱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

代凌波：大家对导游的印象，就
是只要导游一说话，就要卖东西、推
景点。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引导员、
服务员、讲解员，还应该成为一个正
能量的引导者。

2023年，随着市里各个景区的建
设和完善，需要大量的人把精力投入
到对沧州的推介中来。目前，能真正
讲解沧州历史文化的导游并不多。
2020年时，我做过一个培训，就讲带
团过程中，我们可以讲什么东西。我
说，我们可以宣传家乡，可以讲正能
量的故事，因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
团队来沧州，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讲
解沧州，把家乡宣传出去。

从小事做起
常怀爱心传递大爱

主持人：心中有爱，才会走得更
远；眼中有光，才能照见未来。各位嘉
宾是如何传递这份难能可贵的爱心的？

臧俊英：这份工作没有任何经济
回报，我们更看重的是社会效应和社
会价值。在志愿者的影响和带动下，
居民的素质越来越高，原来河道的垃
圾真的是多到捡不过来，最近这几

年，我沿着运河大堤走，很难看到垃
圾了，关心环境的人也越来越多。我
们用实际行动感染、带动更多的人加
入到公益活动中，成为护河卫士，用
实际行动为创建和谐文明宜居城市增
光添彩。

赵永亮：水满则溢，你内心有
爱，才能表达爱、传播爱。不能只
追求远方的道德，要从小事做起、
从身边做起，先照顾好家庭、孩
子、老人。在有余力的时候，再去
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在陪伴孩
子考上大学后，我有更多的时间从
事公益活动，有人说，你下了班比
上班还忙，确实是，每个周六日和
节假日都被我安排得满满当当，但
我的内心却很充实、很开心，内心
的收获是无限的。

代凌波：今年我带了一个孤困儿
童夏令营，本来我已经有别的行程安
排了，但后来说是带这样一个团，我
就把所有事都推掉了。和孩子们半天
的相处，更多的是心疼，我觉得给别
人讲，都不如给这些孩子讲，因为他
们更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守护。

臧俊英：在公益路上，我结识了
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的行动也引
领、带动了家人、邻居、朋友和更多
的志愿者加入到关爱自然、保护河流
的队伍中，共建宜居生态家园。我80
多岁的父母、姐姐、姐夫、小侄子和
一些朋友经常和我一起巡河护河、宣
传环保。就连 4岁的小孙子也受到影
响，看到地上有垃圾就会说：“真不
爱护环境，奶奶咱捡起来扔垃圾箱
里。”

代凌波：我今年做了几次园博园
和非遗馆的义务讲解，一发朋友圈，
就有很多人围观。最多的一次有 50
多人，站在后面的人都听不到了。但
是他们愿意去听家乡的东西，我觉得
这是一种正能量的宣传。

赵永亮：参加公益活动以来，我
一共献血 170多次，这还不算最多，
最多的人已经达到 200多次。在爱心
这面旗帜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已
经加入献血队伍。德不孤，必有邻。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份善，都想把善传
递出去，同时再去激发别人的善。心
中有大爱，眼中有光芒，脚下有力
量，行事有方向。不管做什么事，都
要带着一份爱，不是非得做公益，而
是要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随时随地
表达爱、传播爱。这些年，不是我自
己一个人在做、一个团队在做，而是
整个社会爱心的合力，所以公益越做
越有力量。

林如月：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很
出名的诗《苔》：“白日不到处，青春
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太阳照不到我们的地方，没有
人关注我们的地方，我们依然要默默
付出、绽放自己，去影响身边的人，
去奉献自己的力量。

现场观点

文化志愿者王殿峰：通过主持人
与4位爱心人士的访谈，我了解到嘉
宾们从事爱心工作的心路历程，其中
既有赵永亮团队帮扶“落伍”少年的
感人故事，又有臧大姐阻止乱扔垃圾
的亲情做法，还有代导率领北京游客
游览清风、南川、朗吟三座楼时，沧
州儿童说出“沧州欢迎您”的高兴情
景。经过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
步，沧州越来越文明，也越来越得到
外地人的赞赏。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我也愿把今天的故事讲给我的学
生，把爱传递出去。

文化志愿者李丽萍：马上面临退
休的我，一直在思索能做点什么。听
完访谈，我一方面深受感动，另一方
面，也更坚定了我想要做公益的决
心，积蓄了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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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是一首歌，那么爱就

是最美的旋律。2023年，在我们这

座城市，发生了太多温暖人心的故

事。本期大运河文化论坛邀请赵永

亮、臧俊英、代凌波、林如月四位

嘉宾，以“爱是最温暖的力量”为

主题，展开访谈。

他们用脚步丈量大运河，用心

温暖孤困儿童，他们用自己的讲述

让外地人为沧州点赞，用满满的激

情传递家乡文化的温度。他们来自

不同的行业，是最普通平凡的人，

却给我们带来太多感动。他们没有

什么豪言壮语，却用行动为文化作

注，为城市赋能。在他们的影响和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公

益队伍，形成了爱的洪流。

无论是赵永
亮 帮 助 孤 困 儿
童、自愿献血、
积极参与蓝天救
援队；还是工作
在导游一线的代
凌波一讲到沧州
眼睛就会发光；
抑或是臧俊英用
脚 步 丈 量 大 运
河；更有林如月
一直在坚持弘扬
传统文化、传播
大运河文化，大
家的正能善行，
即使是在最寒冷
的季节，也依然
让人感受到阵阵
暖意，这就是文
化的温度。

一座城市的
内涵和气质是靠
文化来滋养的。
这个文化不只是历史给我们留
下多少，还有当下我们能创造
什么。举办大运河文化论坛，
不是为了坐而论道，更重要的
是要知行合一。就是因为这些
感人的公益行动，给这座城市
增添了力量、提升了温度。也
正因为在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
点滴奉献，才让这种力量可以
被感知，这种温度可以被触摸。

人人尽己所能，微光汇成
火焰，小我融入大爱。让我们
行动起来，共同为文化作出最
温暖的注解，让这座城市更有
温度、更有情怀，更美好、更
人文、更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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