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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老街上有一株二

三百年的古槐，秋日摇曳

生姿，冬天古朴沧桑。它穿

越历史烟尘，历经战火硝

烟，老街的人们对它满含

深情、念念不忘，而它，也

承载着老街几百年的故事

与传说。

▲陈建英（中）与南川古槐有34年的感情

元旦凌晨元旦凌晨，，2121名孩子奔赴城市各个角落名孩子奔赴城市各个角落

一杯姜茶一杯姜茶 温暖早起奔波的他温暖早起奔波的他
本报记者 杨金丽

1月 1日凌晨 4点，沧州蚂蚁力量
儿童义工团的 21名小朋友在父母的陪
伴下，早起熬制姜茶。5时 20分集合
后，他们奔赴城市各个角落，为早起
的人们送上姜茶，也第一次感受到了
黎明时的沧州。

“黑夜中星星才够亮，即使冬天，
也会闪耀温暖的光。2024年，让我们
一起向爱出发！”临出发前，义工团负
责人牛桂风为每个小朋友加油鼓劲。
她说，一杯姜茶虽然微不足道，但在
凌晨最冷的时刻，却可以温暖早起奔
波的人们，一杯热腾腾的姜茶承载着
温暖的力量。

当天凌晨 4点，21名小朋友亲自
下厨，开始熬制姜茶。“我第一次这么

早起床，想到一会儿要把姜茶送给早
起工作的人们，我心里特别激动。”实
验小学六年级学生鲍西怡说。她妈妈
介绍，她们提前上网搜了姜茶制作方
法，上好闹铃准点起床熬制，不一会
儿厨房里就香气扑鼻。“我也从没认真
看过沧州凌晨时的样子，能和孩子一
起行动，才能对冷暖有最深切的感
受。”

为了组织这次活动，牛桂风提前
几天早起踩点，摸底调查各行各业凌
晨工作的人们。元旦当天凌晨集合
后，21名小朋友分成 7组，以游戏抽
签的方式，领取了各自要寻找的群
体，奔赴城市各个角落。清洁工、出
租车司机、民警、早起的批发商、急
诊科室的医护人员、早餐摊点的师
傅、早班公交车司机……每到一地，
孩子们送上的不仅是一杯热腾腾的姜
茶，更是一份温暖和尊重。

牛桂风说，一个城市的凌晨时

刻，聚积着最真实的人
生百态。组织这个活
动，就是想让孩子们探
寻凌晨时分坚守在不同
岗位的人们，体验黑白
颠倒的疲倦和冬夜寒风
的冰冷，发现更多隐藏
在黑夜里的故事，找回原本被忽略的
东西，比如坚韧、美好、善意和力量。

“妈妈，这么冷的天，环卫工爷爷
们太不容易了。以后我一定爱护环
境。”为路边清扫卫生的清洁工送上一
杯姜茶后，育红小学三年级学生杨宗硕
回过头来和妈妈说。而在物华市场批发
商铺前，看到店主和搬运工一趟趟地忙
活着，另一组小朋友从保温壶里倒出姜
茶，送到每位劳动者面前，并说：“谢
谢你们，辛苦了！新年快乐！”

一杯姜茶、一声感谢、一个笑
容，孩子们用行动温暖着这些黎明中
工作的人们。就在孩子们送上一杯杯

姜茶的同时，夜色渐退，曙光来临，
2024年的第一缕阳光照耀狮城，也照
在了劳动者和孩子们的身上。送完姜
茶后，孩子们都有很多感慨。组织者
又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分享了各自的
心得。

据悉，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是全
国志愿服务组织，主要由儿童及家长
组成，旨在通过一些公益活动，从小
培养孩子们乐于奉献、勇于担当的精
神。2023年，沧县教师牛桂风将这一
组织引入沧州，目前已有 70多名儿童
加入其中，陆续开展了“蚂蚁清城”

“甜蜜交换”等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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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仅有两人入选河北省仅有两人入选 他是沧州唯一他是沧州唯一

国网沧州供电员工国网沧州供电员工
印尼显身手印尼显身手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发现发现··运河运河

“能参加 AMI 项目建设，为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谊、为

‘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我感
到既自豪又荣幸。”昨天，国网沧
州供电公司员工韩振明说。2023
年12月31日，他刚刚结束中国高
级智能计量架构 （AMI） 项目建
设，从印尼返回沧州。

中 国 高 级 智 能 计 量 架 构
（AMI）项目，是国家电网有限公
司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项目，也是继沙特智能电表
项目后，国家电网用电信息采集
系统在海外的又一次大规模应
用，实现了中国技术标准、表计
终端、通信模组及成套方案“走
出去”。河北省仅有两人参加这一
项目，韩振明就是其中之一。他
为记者介绍了在印尼援建期间的
工作和生活情况。

一

韩振明今年40岁，国网沧州
供电公司营销部用电信息采集专
工，一直从事计量和用电信息采
集系统工作。他业务能力突出，
技术过硬，先后获得市级首席员
工、省级杰出青年岗位能手、省
级优秀专家人才等称号。去年元
旦 ， 中 国 高 级 智 能 计 量 架 构
（AMI）项目开始筹建时，他主动
报名，并从众多报名者中脱颖而
出，入选成为该项目的建设者之
一。

去年 5 月，项目正式开始，
韩振明跟随项目团队进行材料手
册编制等前期工作。之后，他来
到印尼，亲临项目现场，参加施
工建设。工作期间，他和同事们
为印尼电力同行提供项目技术服
务、设备集成、安装调试、运
维、培训等全方位服务工作。他
们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技
术，还带来了先进的设备和工
具，提高了工作效率。他把准备
的施工用具送给当地工人，深受
大家欢迎和好评。

二

开始，韩振明主要在印尼首
都雅加达负责苏门答腊、苏拉维
西、西爪哇和苏丹 4个区域的现
场故障处理工作。去年12月，项

目建设进入冲刺期。此后，韩振
明常驻苏门答腊岛，具体负责这
里的现场故障处理整体工作。苏
门答腊岛天气炎热，条件艰苦，
还经常下雨。冲刺阶段，他们既
要长途跋涉野外作业，又需和当
地用户沟通协调。

在雅加达时，韩振明和印
尼同行可以用英语交流，沟通
还算顺畅。到了苏门答腊后，
当地人大多只懂印尼语，语言
沟通成了最大的问题。韩振明
就通过手机翻译软件，把汉语
译成印尼语来交流。但仅靠软
件翻译往往并不准确，韩振明
有 时 还 会 辅 以 画 图 、 亲 自 示
范。“工作期间特别需要耐心。
我们友好合作，最终胜利完成
了任务。”韩振明说，如今，
121万只智能电表以及配套头端
系统和终端设备已全部安装、
全面调试、消缺完毕，中国高
级智能计量架构（AMI）项目如
期在印尼上线投运。

三

回到沧州，韩振明最大的感
受是温度。他感慨：“家乡天寒地
冻，印尼地处赤道周边，一年四
季都夏日炎炎。沧州与雅加达温
差有30多摄氏度。”

“在印尼，我们每天都顶着酷
暑工作。”韩振明说，印尼天气又
湿又热，酷暑是他们面临的一道
难关。每天，他们都挥汗如雨，
与国家电网的同事及印度尼西亚
的工人们并肩作战。

韩振明说，第一天到印尼，
就感受到了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友
好之情。中国工程师们以高超专
业的能力、认真负责的态度，赢
得了当地同行们的认可和尊重。

“身在异国他乡，更感到祖国的伟
大，我以身为一名中国人而骄
傲。这是在国内工作时体会不到
的。”韩振明说。

据悉，这一项目极大地提高
了当地电网智能化水平，对推动
印尼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
祉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昨天，
记者获悉，我市传统服饰制作技艺
非遗传承人姚福随在北京市第四届
女性手工艺创新创意大赛上，以自
己设计制作的蓝色花罗蝶翼旗袍，
荣获“最具技艺创新奖”。

大赛由北京市妇女联合会、
北京服装学院主办，以“发掘女
性手工艺创新创业新势力”为主
题，旨在挖掘、培树优秀女性手
工艺人才，激发女性对手工艺及
时尚的创新活力、创造潜能和创
业热情，发掘更多青年人才，实
现对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与创新
发展。大赛共收到2342件参赛作
品，涵盖剪纸、内画、京绣等 20
多个品类，充分体现了手工艺的
文化传承、技艺表达和市场价值
等。经专家评审，共有 223件作
品脱颖而出，170件作品参加静
态展。大赛围绕参赛作品的专业
性、商业性两大维度进行综合评
价，设置了“最具发展潜力奖”

“最具商业价值奖”“最具技艺创
新奖”三大奖项。姚福随以亲手
制作的蓝色花罗蝶翼旗袍参赛，
斩获“最具技艺创新奖”。

姚福随今年 57岁，河间人，
生就一双巧手，从小受外婆、母
亲影响，酷爱女红，长大后创办
公司，走上旗袍制作之路。她是
市级传统服饰制作技艺非遗传承
人，她制作的旗袍，讲究工艺，
工序复杂，做工精良，深受人们
欢迎。此次参赛作品蓝色花罗蝶
翼旗袍，采用中国特有的花罗面
料，经 200 多道工序制作而成，
旗袍领上的盘扣状如蝴蝶栩栩如
生，手工古法制作与独特的设计
理念让这件旗袍具有典雅大气的
东方美感，在 T 台展示独具魅
力，彰显传统与时尚、创新的融
合，深受专家和观众的好评。据
悉，同一系列的另一件作品被中
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收藏。

市级非遗传承人姚福随市级非遗传承人姚福随

北京北京手工艺手工艺
创新创创新创意大赛获奖意大赛获奖

朗吟楼与南川楼中间的南川老街
上，有一家杨老帽美食坊，院内一株
被特意保护起来的古槐，非常引人注
目。它高大伟岸，枝干虬曲，苍老的
树皮深刻岁月的痕迹。

元旦刚过，新一拨游人又至。只
要院门开着，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走
进来，在古槐下留影。冬天的古槐虽
然落了叶子，但在店家红灯笼的装点
下，仍然透着生机和喜气。

“这株古槐有故事呀！”70岁的老
市民陈建英摩挲着槐树，向我们娓娓
道来。

一

陈建英与古槐的故事，可以追溯
到1990年。那时，她37岁，在市教育
局负责教育志编撰。一天，她接到省
里来信，希望配合调查一下先斯院的
情况。于是，骑一辆自行车，凭仅有

的一点儿线索，陈建英来到当时还是
一片旧房子的南川楼一带，走到了这
株古槐下。

当时是春天，古槐枝繁叶茂，葱
茏如盖。树下坐着四五位老人，悠然
地谈天说地。陈建英上前打听先斯院
的位置，老人们说：“先斯院就在这里
呀！”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先斯院的
故事——

明末，沧州城南有一群盲人，以
算卦、讨饭、说书为生。其中一对双
目失明的夫妇，有一个非常健康、聪
明的孩子，大家视如珍宝，供他上
学。孩子不负众望，最终考取功名当
了大官。盲人们都很高兴，常常上门
叨扰。时间一长，这个人开始有些厌
烦。父母听说后告诫他，他是吃百家
饭长大的，没有这些盲人叔伯，也就
没有他的今天。他幡然悔悟，拿出俸
银修建屋舍，置办田产，建起先斯
院，让这一带的盲人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
故事温煦感人，而对于陈建英来

说，更像个传奇。但传奇也有它流传
于世的原因。

后来，陈建英发现，一代文宗纪
晓岚还把这个故事写在《阅微草堂笔
记》中。今年是纪晓岚诞辰 300周年。
当年，纪晓岚来到南川一带访寻旧事
时，今天的这株古槐应该还是一棵小
树。几百年岁月倏忽而过。春去秋
来，这株历经沧桑的古槐为多少代沧
州人庇护过荫凉。而今，它依然屹立
在南川老街上，为天南海北的游客默
默讲述南川的故事和风情。

二

陈建英后来找到了先斯院的正
史。经考证，这是中国最早的盲人学
校之一，并记录在《沧州市教育志》
中：“今沧州市辖区的特殊教育，源于
明崇祯九年，由光化举人、长芦盐运
使韩应龙捐俸银435两，在南关口（今
沧州市郊南川楼）创建先斯院，收容
贫穷困苦的盲人，供其衣食住。由于
该院费用颇丰，遂又在本院内建训盲
学校，收10至15岁男盲童20人，开设
算卦、说书、弹弦、拉琴等课程，学
制六年，但也视学生聪颖程度、学业
优劣而定毕业日期。学生毕业到社会
谋生，学校重新招收新生补充差额。
民国期间，该校归属沧县教育局，经
费由县财政局收敛地租转交县教育局
拨给该校。民国 26 年‘七七事变’
后，日军侵占沧城，社会混乱，民不
聊生，训盲学校经费愈加不足，日渐
冷落。沧城解放，训盲学校终止。”

原来，先斯院与长芦盐运使还有
如此关联。

元旦当天，复建后的南川楼开放
迎客。其首建者是明嘉靖年间的长芦
盐运使郭五常。

在南川楼二楼，正在举办沧州盐
业文化主题展，其中就有“盐运司慈
善机构——先斯院”的板块。何谓

“先斯”？原来出自《孟子》：“老而无
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
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由此可见，先斯精神是中国
人自古就有的公益精神，如同这株古

槐，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厚重。
采访中，有人说，南川楼上悬挂

的“南川胜览”四字由先斯院的创建
者韩应龙题写。求证沧州区域文化学
者孙建，他说并非如此，而是由巡视
长芦盐御史邓直卿题额。民间讹传的
背后，或许就是人们对韩应龙善举的
怀念。

三

历经历史风尘、战火硝烟，先斯
院消失了，但古槐仍然在。老百姓们
对它一直抱有很深的感情。

如今，很多老街坊畅游南川老街
时，会专程来看看古槐，和孩子们讲
讲古槐和自己的点滴故事。这株见证
了多少代人爱情、友情、亲情的古
槐，在人们口中，树龄也不尽相同。
有的说有五六百年，有的则说二三百
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工程师
曲炳国凭经验估测，古槐的树龄应在
二三百年之间。

因为研究先斯院，陈建英和很多
老街坊一样牵挂着古槐。南川老街建
设过程中，她曾专程来看过。那时，
古槐就被特意保护了起来。她悬着的
一颗心也终于落了地。

“古树我们必须保护！”沧州大运
河运营管理公司招商运营部部长石诚
说，这株古槐深受老街商户们欢迎，
因为院内有古树，很多人抢着要这处
店铺。

杨老帽美食坊店长陈卫宁说，他
们接待过很多南川老街的老住户，人
们走进这个院子，主要原因是这株古
槐。一位 70多岁的老太太带着孙子来
看古槐时说，她家就住在古槐附近，
每天一推门就能见到这株老树。迎着
阳光，老人仰头凝望古树很久很久，
意味深长地说：“我和古槐有很多秘
密。这棵树还时常出现在梦中。”

陈卫宁说，这株古槐给店里带来
了人气，店员们也特别着意保护古
树。“我们正计划为古树设计 logo，做
一些文化方面的介绍。”

晨曦中，新的一天开始了。游人
越来越多，南川老街活力四射。这株
承载着沧州人文精神和公益情怀的古
槐，还会继续见证更多新时代的沧州
故事。

南川古槐南川古槐：：

承载沧州历史承载沧州历史承载沧州历史 见证人间温情见证人间温情见证人间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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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楼内的沧州盐
业文化主题展中，有先斯
院的介绍。

孩子们送上的一杯姜茶暖胃又暖心孩子们送上的一杯姜茶暖胃又暖心

南川古槐就在南川楼北南川古槐就在南川楼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