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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晨 6 时 许 ， 天 刚

破晓，摄影师王韬就拿着

“小飞机”出发了。从家

出发向东走，没多长时

间，就到了运河边。不一

会儿，第一缕晨曦就穿过

疏林从河对岸迎面而来。

此时，王韬的“小飞机”

已慢慢起飞。

“永远不知道什么天

气是最适宜‘小飞机’拍

摄的。”王韬边调试遥

控，边告诉记者。他曾在

大雾天拍出了梦幻仙境般

的沧州运河，也曾在雪后

连续蹲守多日，却没有拍

出理想的片子。

尽管已创作了不少航

拍运河的大片，有的照片

还迅速出圈，达到了近百

万的阅读量，但王韬还是

觉得，在航拍这块，自己

还有不少没琢磨明白的地

方。

薛冠智薛冠智：：

两次致信两次致信
感谢认可感谢认可
本报记者 杨静然

“感谢《沧州日报》对我60多年的职业生
涯作出了公允的总结；感谢各位读者让我收
获了‘沧州十大新闻人物’殊荣！”得知自己
荣获 2023年度十大新闻人物后，获奖人薛冠
智第一时间致信本报记者，表达自己的激动
心情。

说起沧州的水利发展，薛冠智是一个绕
不开的名字。在他工作生涯中，参与了几十
项水利工程的规划、勘察和防洪排涝调度运
用；他用 4 年多时间，编写了 80 多万字的
《沧州地区水利志》，堪称沧州水利史上的一
部巨著；退休后，他的水利事业仍在继续，
76岁时，又编写了160多万字的《沧州水利勘
测设计院院志》……如今虽已 82岁高龄，但
他依然可以准确清晰地描绘出沧州境内每一
条水系的图纸，说出每一条河流的名字、流
量、水位。

本报曾以 《薛冠智：为沧州河湖“把
脉”》为题，报道了老人的故事。报道见报
后，薛老就曾写信给本报记者。他写道：“我
这一生没有干出多大的成绩，但十分热爱这
份工作。文章把一位老人对水利事业的深情
描写得淋漓尽致，也为我 60多年的职业生涯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工整隽秀的字
体足可以窥见老人的一生。

关于父亲，女儿薛建格能讲出许多故事。
“父亲没有什么爱好，生活的乐趣全部都

在工作上。工作日和周末也没有明显的区
别，没事时就去单位。”她说，以前，自己的
家在交通北大道，对面就是父亲的工作单
位。那栋不算宽敞的旧房子，父亲一住就是
40多年，即使退休了，仍然不肯搬走。原因
就是那里离单位近，有工作需要，他可以随
时过去。直到后来，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为
了方便照顾，才搬了家。

薛建格还说，父亲一生低调谦逊，对于
这次获奖颇感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故事
受到了这么多读者的关注和认可，他也因此
变得更加热爱生活了。”

这些年，薛老作为防汛专家，一直负责
沧州各主要行洪河道的防洪应急预案和蓄滞
洪区运用预案的编制和修订工作。危急时
刻，他仍然为工作人员出谋划策。

一把放大镜、一支笔、一摞资料，对于
所爱的事业，虽年至耄耋，薛冠智仍保持着
专注与热忱。

2023年度沧州十大新闻人物回访

孙增勤孙增勤：：

肩上的责任肩上的责任
更重了更重了
本报记者 杨静然

好消息接二连三传来，连孙增勤自己都
有些应接不暇。就在荣获“沧州好人”、2023
年度“沧州十大新闻人物”后不久，又一捷
报从石家庄传来：他当选 2023“感动河北”
年度十大人物。这位坚守讲台 30余载的独臂
教师，再次感动了大家。

孙增勤是献县第三中学的一名老师。21
岁那年，刚刚从师专毕业的他，因一场车祸
不幸失去了右臂。他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教
好学生。出院后，仅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
他就重返学校。为了能早日站上讲台，他每
天坚持练习写字、写板书。就这样日复一
日，在黑板上一写就是 30年，他用左手写出
的板书，至今被许多学生称为“最美板书”。
从教 30 多年，孙增勤只请过 3 次假，却将
2000多名学子送进了大学校门。如今，他的
学生遍布各行各业，英才辈出。

得知孙增勤当选 2023年度“沧州十大新
闻人物”，学生们比他还要高兴，大家纷纷
从各地发来信息，祝贺自己的恩师。当
初，孙增勤入选，也是他的学生们不断转
发链接，为老师加油鼓劲儿。许多多年没
联系的学生，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老师的报
道，美好的回忆再次涌上心头：“孙老师
曾教过我地理，后来又教授语文，他是一
位多才多艺的人。”“孙老师的板书写得非
常漂亮！”

但对于自己荣获的诸多荣誉，孙增勤
却对家人和朋友隐而不言。熟悉孙增勤的
人都知道，他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有 3个弟
弟、1个妹妹，在他眼中，老大就是家里的
顶梁柱，不论工作还是家庭，都得带个好
头。

“未来还是将更多的时间用在讲台上，
用到教课上。”这份荣誉，让孙增勤感到肩
上的责任更重了。他说，在退休前的这几
年，会将教学工作做得更好，用最美的板书
教育启发更多学子。

在沧州一部分年轻人中，新华
桥北的顺河东街 75号正成为他们
心目中的文化沙龙。自去年 11月
至今，这里已举办了 10期各种类
型的文化活动，第 11期活动也正
在酝酿中。

这里原本是家网红面馆。面馆
搬迁后，老板将这里贡献出来，打
造成文化沙龙，免费提供给热爱文
化的年轻人。令人心中一热的是，
这不仅出于一份文化情怀，更源自
一段动人的爱情。

面馆搬迁
原址改为文化沙龙

从熙熙攘攘的新华桥，沿着东
河沿北行二三百米，一处不起眼的
白色房子里，几个年轻人正在策划
新一期的文化沙龙活动。

“实验噪音艺术是一个充满活
力且不断发展的流派，很多艺术家
打破模式，重新定义了音乐表达的
极限。”

“沧州年轻听众是否能接受？”
“我觉得没问题！艺术家们将

带着实验噪音艺术的精髓，为沧州
带来一场颠覆性的震撼演出，想想
就激动。”

“那就讨论一下都有哪些艺术
家能来？演出时间定在 3月底还是
4月初？”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快，4

月份的第一场文化沙龙活动敲定下
来。

“每期沙龙活动都是在这么愉
快的交流中决定下来的。”季禹
说，之后，大家各逞其才、各司其
职，有的联系对接艺术家，有的进
行策划、设计海报，有的负责文案

和公众号制作……“大家和我一
样，都是义务的，我们都喜欢干这
事。”

30岁的季禹有两个身份，一是
“东街小面”面馆的老板，二是
“七十五号”文化沙龙的发起人。

2020年，季禹租下这里，将其
打造成网红面馆。虽然是小巷子里
的小面馆，但通过别具匠心的设
计、新奇独特的味道、加上自媒体
传播，很快成为年轻人的打卡地。
那时，屋里屋外常常站满等位的顾
客。季禹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
顾客就跟着上手，帮他洗碗、煮
面。周围的邻居们都觉得不可思
议。

2022年，“东街小面”搬了新
址，老店空了下来。季禹舍不得这
里，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商
量，干脆打造成文化沙龙，为年轻
人提供一个精神文化的栖息地。

十期活动
是尝试也是乐趣

无 论 是 网 红 面 馆 “ 东 街 小
面”，还是文化沙龙“七十五号”，
名称源自街巷和门牌号码：这里是
顺河东街 75号。“当初我们起名时
费了一番苦心，翻了《诗经》等经
典，没找到雅俗共赏的名字。马上
开张时，干脆就以街巷命名了。”
季禹说，没想到会一下叫响，在年
轻人中还挺有知名度。

文化沙龙的布局延续了原来面
馆的风格。陋室三小间，进来的人
却有新奇探幽的感觉。进门是棵两
人粗的大树，那是运河边的老树，
被房东圈在了屋内。他们精心养
护，就算冬天万物萧条，室内还是
绿叶扶疏。外间是木质的玻璃房，

时有猫儿从屋顶爬过。角落里的各
种小装饰、小设计别有韵味。就是
这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地方，从
去年 11月以来，已经举办了 10期
文化沙龙活动，内容涉及诗歌、文
学、电影、音乐、摄影展和行为艺
术表演等，全部免费。

“聚江湖散客，听运河水之惊
起。围炉而坐，聊艺术看电影吹牛
皮。地方不大几尺而已，不商业无
功利。只愿觅得清净地，为困于密
林之诸君，寻一清净之际。”这是

“七十五号”文化沙龙公众号上的
篇首语，出自“00后”青年田峻溪
之手。

“自从创办文化沙龙，我的身
边聚集起一群热爱文化的年轻
人。”季禹说。

举办的第一期沙龙，是行为艺
术家王楚禹的沧州分享会。这很可
能是沧州年轻人第一次走近、感知
行为艺术。在艺术家的鼓励下，参
加活动的年轻人以行为艺术的方
式，在附近的河沿便利店买了一瓶
矿泉水。

最近一期是 3月 2日的红日恩
泽全国巡演沧州站的音乐会。红日
恩泽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位音乐
人，每年都会去偏远的西部学校支
教 2个月。音乐会上，他不仅演唱
了自己的原创公益歌曲，还和人们
分享了他在支教期间拍摄的纪录
片。参加沙龙的人们发起义捐，让
这位支教路上的音乐人感受到沧州
人的古道热肠。

情怀背后
还有一段动人爱情

“只要这里不拆迁，房东不收
房，‘七十五号’文化沙龙会一直

办下去。”季禹说。
如今，季禹的新面馆位于闹市

区，与这里的直线距离只有 300
米。只要有时间，他每天都来这里
看看。沙龙活动多在周末举办，也
正是面馆最忙的时候。哪怕分身乏
术，他也会把天平倾向于沙龙这
边。文化情怀外，季禹说，这个地
方是创业初始地，更是爱情见证
地。

他和女友王艺霖相识于 2020
年夏天的夜市。那次见面之前，两
个人分属不同的世界：他大学毕
业，闯荡几年，远赴重庆跟随老师
傅学习厨艺，回沧后从摆地摊开始
创业；她海外求学归来，一次偶然
到沧，和朋友逛夜市，走到了他的
摊前。运河畔星空下，一碗糯糯的
甜品，悄悄缩短了两个人的距离。

他决定开店，一眼相中了这
里。这里又偏又小又破，家人和朋
友没人同意。只有她说好，给他无
穷信心。两个人一起设计、改造，
破烂的彩钢板换成了木质的玻璃
屋，房子的角角落落都布满两个人
的艺术灵感……他们还别出心裁地

在外墙安了可折叠的布艺棚。晚
上，累了，坐在棚下，一人一杯茶
或咖啡，什么也不想，静静地遥望
运河和星空，或者彼此凝视。

有压力和阻力，他们就用爱和
时间去一一化解。

后来，王艺霖在石家庄一家高
校工作，异地也没有阻挡爱的距
离。只要休班，她就回沧；只要回
沧，她就来店里帮忙。她惊诧：这
么一个不起眼的小面馆，他是如何
经营得风生水起的？他说，这里面
不仅有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更有爱
情神奇的魔力。

创办文化沙龙，也是他和她早
就有的心愿。如今，这一心愿已成
为更多“90后”“00后”的精神家
园。电影赏析、音乐唱谈、诗歌唱
诵……越来越多的新锐文化、时尚
文化，正通过民间沙龙的形式，走
进沧州人的生活。

“一抬腿”就到了河边

王韬是运河区文旅局文化馆副
馆长。他第一次航拍运河，在
2016年。那时，他还没有自己的

“小飞机”，借用别人的无人机飞了
飞，留下了南关和张家坟一带最初
的模样。如今，这里已是百狮园，
数年前的这张航拍照，已成为珍贵
的历史档案。

早在那之前，在摄影尤其是运
河摄影方面，王韬已小有名气。

大运河穿沧州城而过，王韬
家就住在运河边。按他的说法，

“一抬腿”就到了河沿儿。对这条
河，他打心眼儿里有一种亲近
感。而沧州从来不乏热爱大运河
的摄影师。2006年，一群摄影界
的朋友相约走运河。那时，他还
是小字辈，跟在老师们身后徒步
沧州段运河，留下了自己的第一
批运河影像。

2012 年，他独自一人骑行，
从北京通州到了杭州，拍下沿途运

河南北风光；2015年，他带着儿
子和外甥，利用暑假时间，骑行沧
州段运河；2021年、2023年，他
拍摄的运河图片展在百狮园展出。
就在人们欣赏赞叹时，他已悄然转
身，痴迷起了航拍。

2021年春节后，王韬买了第
一架“小飞机”。他是个爱钻研的
人，不久就摸清了航拍的诀窍。拍
什么呢？他还真有点儿摸不着头
脑。恰好当时园博园破土动工，南
川楼改造也提上了日程。“往这两
个地方跑准没错！”骑辆摩托车，
他就这样踏上了航拍之路。

航拍城区段运河曼妙“转身”

运河区文旅局领导提出，能不
能航拍运河区的运河湾？这是个金
点子，王韬立即实施。

清晨和傍晚是拍片的最佳时
间，这个时间段经常能在运河边见
到他的身影。从南边的西砖河到北
头的胡嘴子，30多公里的运河两
岸，他骑着摩托不知跑了多少遍。

为了全面展现沧州市区段运河
河道弯弯的特点，他购买了奥维地图
软件。这个软件功能多，可以查看几
年，甚至几十年前的地图。借助奥维
地图，王韬能更准确地进行航拍。

历时几个月航拍，王韬终于完
成了《五百米高空“瞰”运河》。
这组照片呈现了运河流淌沧州市区
30多公里的45次曼妙“转身”，刚
一面世就吸引了摄影界、运河文化
界和沧州市民们的目光。整组作品
就像一幅流动着清丽歌魂的风情

卷，从旷野乡村到繁华城市，从
“九曲十八弯”的运河到与运河并
行、交叉而过的高速、高铁等交通
枢纽，以及沿途的光风霁月、水木
清华、生活情调、人间烟火，都在
镜头中一一呈现，精彩呈现了运河
的自然之美、生态之美、修复之
美。

长年拍摄，他对天气非常敏
感，知道什么气候更适合去哪里拍
摄。航拍给了他很多意外的惊喜。
2022年 9月 2日，初秋的早晨起了
雾。但既然背着“小飞机”出来
了，他决定拍拍试试，没想到竟在
沧州百狮园拍到了沧州段运河神奇
美妙的胜境。运河上空氤氲水汽缭
绕，河道弯弯曲曲，夹岸是田野、
绿地、房舍、树木、楼宇……大沧
州竟如此如梦似幻，仿佛走进了古
人诗词和山水画卷中的仙境一般。
他在自己的视频号“韬哥在行走”
发布这段视频后，好评如潮，引起
很大反响。

“后来通过学习我才了解到，
当天是低空平流雾的状态，也就是
低空有一层雾，但上面没有雾。无
人机起飞后来到没有雾的高空，才
能拍下这么迷人的景色。”王韬感
慨，这就是航拍的魅力。

“得意之作”背后几多付出

王韬航拍的“得意之作”不
少，拍摄于 2021年 11月的《雪后
大运河》，也是其中之一：远处的
一抹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大地。苍穹
之下，阴阳交错，大地一片银装素

裹。只有弯弯曲曲的运河如一条碧
绿的彩带，从远方而来，舞出一个
又一个漂亮的弯后，又奔向另一个
远方……这组航拍片登上学习强国
总平台，阅读量近百万。但去年及
今年的几场雪，王韬连续蹲守几
天，都没有拍出理想的图片。他
说：“航拍对天气的要求很高，因
为有水，运河上空会形成一个小生
态，有惊喜，也有未知之谜，需要
我们继续去摸索、探知。”

去年5月，河北省第六届园林
博览会开幕之际，王韬拿出了他精
心准备的作品：完整记录园博园建
设全过程的视频《90秒，带你看
园博园华丽变身》，在各平台上播
放量达到数10万次。

要拿出一幅相对满意的作品，
光靠航拍现场是远远不够的，很多
功夫还要下在航拍之外。王韬说，
自己的很多作品，是用 10 多幅，
甚至 20多幅照片拼接而成的。他
打开电脑，屏幕上是运河“Ω”弯
的照片。“500米空中根本拍不下

‘Ω’弯的全貌，这张照片是琢磨
半天才捣鼓出来的。”王韬说，航
拍看似容易，后期调片难度很大。
一张好片，既要碰运气，还要有事
先运筹谋划、事后精心修剪的功
夫。

王韬积极参与群众摄影教育普
及工作，多次开设航拍摄影公益课
程。他说，随着航拍新规的出台，
摄影师要合规合法航拍，用图片的
形式讲好沧州故事、运河故事，为
大家呈现一个更立体、更全面、更
美丽的新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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