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8 岁的湖北女孩夏夏，
因徒步西藏前后的相貌反差引起热
议。

因为徒步，肤色变黑，容貌发
生变化，夏夏坦言这些很正常，自
己从没在乎过这些，反而觉得晒伤
是努力的印记，她现在拥有的是健
康的体魄和徒步数万公里后的收
获。

夏夏称自己没有容貌焦虑，也
很享受徒步为自己带来的精神上的
改变。

这让我想起年初爆火的电影
《热辣滚烫》，女主杜乐莹决定向颓
废的生活状态告别，并最终凭借超
乎常人的毅力和坚持，瘦身成功。
这在网上引发热议，“贾玲暴瘦100
斤”“减肥变美”等话题一度霸榜
热搜。

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方式。坚持很难，但在这个过程
中，也会有甜蜜和欣喜。

夏夏一年徒步一万五千多公
里，累的时候就在帐篷里多睡会
儿，休息好了再上路。这种坚持让
她收获了沿途居民的热情。今年元
宵节，在经过凉山的一个村庄时，
当地村民主动邀请她去家里吃烤
肉、了解当地风情……一路上，像
这样的经历有很多。

经过3年的徒步，夏夏解决了
自己的精神内耗，完成了自我救
赎。这种敢于爱自己、接受自己、
突破自己的女孩果然很美。

勇于突破自己，并为之付出努
力，永远都值得我们点赞与学习。
不管是《热辣滚烫》中杜乐莹从事
的拳击运动，还是对意志力、生存
技能等都有极高要求的户外徒步，
这两项运动的挑战难度都不低，但
也正因如此，才更加显得两位女孩
精神的可贵。

坚持下去，成就更好的自己。
每一个人，都拥有让自己变得更美
好的方式与能力，前提是付出行
动，并且努力坚持。

努力成就努力成就
更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
瞳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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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春水向东流，飘洒微风吹
入楼。一带烟云接两岸，欲过荡漾
泛泛舟。时隔多年我们又再见，当
年的朗吟楼……”

就连杨庆德自己都没想到，只
是简单学过几年吉他的他，创作的
第一首完整歌曲《沧海之州》，一经
公开就快速登上了抖音本地热搜
榜，不仅歌曲得到称赞，也让很多
人对沧州有了更深的了解。

一片情

32岁的杨庆德是运河区南陈屯
镇陶庄子村人。他从小在沧州长
大，运河两岸的一草一木，都深深
印刻在他心里。

21岁那年，在黑龙江当兵的杨
庆德结束了5年的军旅生活，回到沧
州工作。在外面当兵时，杨庆德最
想念的就是家乡。回来后，他开始
更多思考如何建设家乡、带领乡亲
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杨庆德从一名辅警做起，处理
各种案件、协调群众工作……直到
2021年，通过选举成为陶庄子村党
支部书记。

“离开军营后，身份变了，但
‘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没变。从军人

到辅警，再到村干部，我对家乡的
感情始终没变。”带着这份责任和情
义，杨庆德刚一上任，就定下了两
个目标——引导青年建设家乡、带
领乡亲提高收入。

一首歌

当初杨庆德决定回村时，身边
不少同龄人劝他：“‘领头人’不好
当！”“劳心费神，还不如自己干点
事儿！”

杨庆德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困
难？可别人越是劝，他越是坚定：

“假如年轻人都不回来，家乡谁来建
设？家里的老人又由谁来照顾呢？”

“其实不是家乡不够好，而是很
多人没有留意到家乡的美。”杨庆德
想让更多人像他一样，回到家乡、
建设家乡。

他从小喜欢音乐，曾专门学过
一段时间吉他，也创作过几段简单
的旋律。再加上这几年，沧州发展
越来越好——南川楼、朗吟楼得以
复建，京杭大运河沧州城区段实现
通航，河北省第六届（沧州）园林
博览会在沧州拉开帷幕……这让杨
庆德找到了方向。

有一天，他在百狮园闲逛，看

着身边应接不暇的美景，只用了不
到 5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整首曲
子的创作，其后又用两天时间完成
了歌词创作。这首歌就是前段时间
登上抖音本地热搜榜的 《沧海之
州》。

杨庆德火了，而面对称赞，他
却说：“其实不是这首歌多好，而是
人们对家乡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作
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爱护她、展
示她、建设她。”

对他而言，“家乡”不是简单的
两个字，而是心之归处。

一份收入

除了宣传家乡外，如何增加村
民收入，也是杨庆德经常考虑的问
题。

作为一名“90 后”，杨庆德也
喜欢刷短视频。他注意到，这些
年，农村题材短视频以独特的视听
体验、符号化的情感连接，已然成
为流量热点。他想到一个好主意：

“把乡亲们培养成‘网红’，既能帮
助大家增加收入，还能起到宣传家

乡的作用，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家
乡。”

说干就干。经过筛选，杨庆德
和沧州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达成合
作。他先从自己开始，拍摄短视
频，经营个人账号，在短视频中链
接公司广告……半个多月赚了几百
元钱。

他觉得这种方式简单可行，便
鼓励村民投身互联网。他不仅经常
请老师来村里传授短视频拍摄经
验，还隔三差五就和乡亲们聚在一
起研究什么样的短视频更有流量。
比如今年春节前夕，他就特意嘱咐
大家一定要多拍摄与年俗相关的内
容，宣传家乡新风貌。

在他的带动下，从去年 11 月
到现在，已有 30 多名村民在短视
频平台创建了个人账号，他们通过
在短视频中穿插广告等方式，平均
每人每月增收 2000 多元，赚得少
的也有四五百元。其中，34岁的王
明雪更是成了村民们的短视频老
师，经常在微信群里免费为村民解
答问题。

如今，村里年轻人渐渐多了起
来，杨庆德带头成立了陶庄子志愿
服务队，照顾孤寡老人、参与村庄
建设……杨庆德干劲儿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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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轩美术馆，以生肖龙年为主题的布艺壁画双人展刚刚结束，一场关于成长的摄影作品展又紧随其后与大家见面。

在南川老街众多商铺中，这家由私人创办、致力于各种公益展出的美术馆仿佛是个特殊的存在，它不像周围那些餐馆、奶茶店

门庭若市，却也有着一众属于自己的忠实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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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火情’！”3月 19日上午，新
华区天成熙园小区内，一场消防演练正在
进行。

安保人员迅速用对讲机向消控室报
告“火情”，拨打火警电话的同时，各应
急小组也紧急前往现场，开展救援行动。

接到指令后，警戒组率先到达现场，
对现场进行警戒。紧接着，灭火组带着灭
火器到达现场，开展初步扑救。由于“起
火”位置位于居民楼高层，后勤保障小组
在第一时间了解电梯使用情况，并随即切
断电梯电源、关闭天然气。同时，救援疏
散组对现场被困人员进行疏散，不断提示
被困人员用湿毛巾掩住口鼻，协助大家逃
离“火灾”现场，并接受社区医务人员救
治。

在各应急小组的紧密配合下，“大
火”很快被扑灭，所有被困人员全部疏散
至安全地点。

为了进一步提高辖区内物业、居民的
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辖区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华区熙园社区组
织辖区高层建筑负责人、保安人员及居民
志愿者共计 40余人，开展了此次消防安
全演练活动。演练过程中，物业消防员现
场演示了如何使用消防器材，并指导居民
进行实际操作。

通过这次活动，大家对消防安全有了
更加深入的认识，不仅掌握了基本的防火
灭火技能，增强了在火场中的自救能力，
也提高了日常防范意识。同时，物业消防
员的消防技能水平也得到了有效提升，为
社区消防安全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高层小区发生高层小区发生高层小区发生
“““火情火情火情”””以后以后以后

本报记者 尹 超

不久前，随着歌曲《沧海之州》登上抖音本地热搜榜，很多人对沧州有了更深的了解。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并非专业音乐人，而是

运河区南陈屯镇陶庄子村党支部书记杨庆德。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日的早八点
半至晚九点，紧邻位于南川老街街
区中心的南川园，面积300多平方米
的凡轩美术馆在这片闹市中自成一
方天地。

这是一栋古朴简雅的 2层小楼，
美术馆就在楼上。迈进小楼门口，
右手边是一段木质楼梯，脚步落在
上面会发出沉闷的“咚咚咚”的声
响。拾阶而上，左侧墙上挂着这里
承办过的历次展览海报。走到拐弯
处，美术馆的风格一下子轻松俏皮
起来。红纸黑字，看似正统的书写
形式，内容却是用艺术体写下的

“我们都是年轻的艺术家”和“来，
交个朋友”，仿佛在告诉每一个来到
这里的人——这里不仅有古朴与传
统，也有朝气和创意。

同一种情怀

凡轩美术馆的大门刚刚打开不
久，再加上又是工作日，馆里除了
经理曲恩田外，再没有其他人。

“安静有安静的好处。相信我，
只要坐上一会儿，你也会爱上这里
的。”说罢，曲恩田推开两边的窗
子，不远处的南川楼与面粉厂旧
址，和楼下的熙熙攘攘一起，“呼”
地一下进到了屋里。

每天一开馆，曲恩田最喜欢的
事情就是打开窗户，在这静静地坐
一会儿。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很平
和，没有距离感，以至于连美术馆
都自带这种气质。

而这恰恰也是美术馆成立的初
衷。曲恩田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对于很多青年艺术创作者来
说，在沧州办个展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沧州虽然也有不少适合办
展的场馆，但场地都偏大，办展需
要大量作品作支撑，无形中提高了
办展的门槛。”

与曲恩田相识多年的青年陶艺
家张府成，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至
今记得多年前在景德镇看过的一场
展览。展厅很小，不到 20平方米；
展出的作品也不多，只有 10多件，
但水平很高。然而这些还不是最打
动他的地方，“展馆就是一间普普通
通的临街门市，展览海报往门前一

放，感兴趣的人推开门就能看展，
艺术与大众之间没有距离。”

从景德镇回来，张府成与曲恩
田以及其他4位好友聊起这次经历给
他的感受，“有人觉得展览属于精英
群体，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对于从
业者和普通大众来说，艺术都不应
该是高高在上的。”

再后来，就是 2023 年的 10 月
1日了，凡轩美术馆正式开馆，聚
会上的 6个人成了美术馆的主要负
责人。

半年6场展览

“刚开馆时，游客都是冲着南川

老街来的，很多人上楼草草瞧一眼
就走了。看着楼下那些排着长队的
餐馆和奶茶店，既羡慕又不羡慕，
因为那种热闹不是我们想要的，我
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坚持和等待。”望
着街区里的行人，曲恩田自顾自地
说着。

这时，楼梯间传来“咚咚”的
脚步声，是一连串的那种。“你听，
现在不一样了吧。周末人更多，一
天的接待量能达到2000多人次。”曲
恩田嘴角一扬，脸上露出得意的笑。

美术馆是从什么时候火起来
的？曲恩田也说不清楚。

从开馆到现在，半年时间，凡
轩美术馆先后举办了6场艺术展，涉

及陶艺、绘画、文学、书法、布
艺、壁画以及摄影等方方面面，但
无一例外的是，每场展览都是公益
性的，没有展位费，更不收取门票。

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种
近乎“只出不进”的经营方式让很
多人感到意外。

今年春节期间，一位来自北京
的专业策展人来馆参观。彼时，这
里正举办一场以生肖龙年为主题的
布艺壁画双人展。对于眼前的一
切，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
沧州也有这样一个能够展示城市艺
术气息的地方。”

这句话里有惊艳，也有佩服。
因为他知道这份坚持需要面对怎样

的困难。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美术馆的运营团队里，有 80%

的人是没有工资的，甚至每到月
底，面对上万元的运营支出，6个负
责人还要掏钱贴补。

在美术馆，张府成的身份不只
是陶艺家，也是策展人。这个双重
身份，使得他比别人更懂得坚持的
意义。“我们不只为艺术创作者提供
舞台，更想通过展览拉近艺术与大
众的距离。每场展览不必很大，小
而精、说得清、嚼得透、记得住，
能让观众享受并体验艺术，获得情
感互动，才是我们的目的。”

40余种文创产品

经营就像一条锁链，日常中的
任何一个细节，包括支出与收入，
都是锁链上的一环。缺了哪一环，
锁链都不完整，哪怕是艺术馆，也
难以免俗。

曲恩田和张府成都明白这个道
理。他们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让美术
馆良性发展，并对艺术创作者产生
激励。

结合展览推出文创产品的想
法，被提了出来。

有一次，张府成驾车到外地看
展，由于不熟悉路线走错了路，多
花了些高速费。在服务区休息时，
他在电话里和即将在美术馆办展的
壁画创作者谢华志聊起这件囧事，
两人越说越起劲儿，张府成随口说
了一句：“我要能日入一千就好了。”

半个月之后，由这句玩笑话衍
生出的 23张生肖龙年明信片，让美
术馆的文创产品声名鹊起。“日入一
千”“成功上岸”“牵手成功”“遥遥
领先”……配合着谢华志的展览，
明信片的销量很快就超过了4位数。

如今，美术馆的文创产品已经
多达 40余种，每个展览都会推出对
应的文创产品，不少年轻人专程从
外地赶过来购买。

“从去年开馆到现在，文创产品
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 4万元。”虽然
仍然入不敷出，但曲恩田依旧从中
看到了希望，“从去年 10月到今年 1
月，美术馆文创产品的销量一共才
800多笔，而从 1月到 2月就已经接
近2000笔了。”

今年春节，曲恩田回老家过
年，当看到不少村里的孩子也拿着
美术馆的文创产品时，他知道，“这
事儿要成了！”

▲▲透过美术透过美术
馆的窗户馆的窗户，，刚好刚好
能看到南川楼能看到南川楼，，
这是曲恩田这是曲恩田（（右右））
最喜欢的位置最喜欢的位置。。

▲▲美术馆虽然不像周围的餐馆美术馆虽然不像周围的餐馆、、奶茶店门庭若奶茶店门庭若
市市，，却也有一众属于自己的忠实粉丝却也有一众属于自己的忠实粉丝。。

◀◀谢华志绘制的生肖龙年明信片谢华志绘制的生肖龙年明信片，，让美术馆的让美术馆的
文创产品声名鹊起文创产品声名鹊起。。

杨庆德在公园弹唱杨庆德在公园弹唱《《沧海之州沧海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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