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州站出发！”5
月 11日，2024特跑族

“跑江湖·跑运河 （沧

州 站） ” 在 我 市 举

行。伴随着整齐响亮

的口号，在南川老街

朗吟楼南广场，300余

名 跑 友 沿 堤 顶 路 跑

行 ， 热 情 高 涨 。 据

悉，此次“跑运河”

活 动 将 沿 京 杭 大 运

河，通过人车接力方

式从杭州跑到北京，

沧州是第 17站。

这天，跑友们围

着大运河一路尽情奔

跑。途经南川楼、百

狮园、清风楼，最终

又返回了朗吟楼南广

场。跑友们一边感受

运河两岸绿柳拂堤，

一边通过视频和照片

向全国各地的跑友们

推介沧州。期间，一

连串的美好故事也给

参与者留下了难忘的

记忆。

沧县小伙儿赵治旺沧县小伙儿赵治旺————

200200200只蜥蜴的只蜥蜴的只蜥蜴的“““奶爸奶爸奶爸”””
本报记者 邢 程

200个“爬房”堆满两面墙

区别于猫、狗、鸟等常见宠
物，“异宠”主要是最近流行起来
的一些外形奇特、并不多见的另类
宠物。

去年 2月，赵治旺从一名摄影
师转行开了这间“异宠”工作室。
整天和这些“异宠”打交道，让他
觉得自在又踏实。和小猫小狗不
同，在赵治旺看来，“异宠”更敏
感、更有灵性。

在工作室的一间屋子里，紧挨
着两面墙，整齐地堆着 200多个鞋
盒大小的“爬房”——这是 200多
只蜥蜴的“家”。赵治旺养的这种
有些呆萌的小蜥蜴叫守宫。赵治旺
每天都要检查它们的生长情况以及
小守宫的孵化进展。赵治旺说，每
次看到宛若钱币大小的守宫蛋裂
开，小守宫由里面探出头来，他都
特别兴奋。

赵治旺饲养“异宠”，还要从
他喜欢养鱼说起。一年前，他在买
鱼时看到了水晶虾，对这些“小东
西”着了迷，“它们虽小，但诱惑
力很大。好的虾种头顶还会有图
案，有的呈菱形，有的像皇冠，非
常有特色。”赵治旺当即买回了几
只幼苗。

回到家后，赵治旺开始在网上
学习水晶虾的繁殖技巧和秘诀，以

及水晶虾的生长周期、繁殖比例、
提纯优良血统等方法。在赵治旺的
精心照料下，幼苗经过半年生长，
终于来到繁育期。

看着水晶虾一次次“爆缸”，
赵治旺十分激动。“没想到第一次
养殖就成功了。”赵治旺说，水晶
虾的持续繁殖坚定了他饲养“异
宠”的信心。

养“异宠”最磨性子

从养水晶虾起步，到如今守宫
养殖慢慢步入正轨，赵治旺说，这
一年，自己付出了很多。

“养‘异宠’最磨性子。”赵治
旺说，如今，自己饲养的守宫有豹
纹、肥尾、睫角、瘤尾 4个品种，
其中豹纹守宫和睫角守宫最受顾客
欢迎。“从幼崽到成年配对，至少
需要小半年。其间，每天都要给它
们喂水、喂食、清理‘爬房’，只
是这些日常工作，恐怕很多人都坚
持不下来。”赵治旺说。

“守宫通常吃个体小的活虫，
蟋蟀是它的最爱。虽然守宫很少生
病，但有时候喂养不当，它们就会
闹肠炎，这是守宫最常见的一种
病。”赵治旺说，他为此每天都要
仔细查遍 200多个“爬房”，哪只
守宫进食过多，哪只守宫进食困
难，他都要做到心里有数。

专治“异宠”的兽医并不多

见，所以，遇到生病的守宫，赵治
旺只能自行为它们医治。为了让守
宫健康生长，赵治旺还学会了医治
生病“异宠”的本领。

守宫一年能孵化十几只幼崽，
工作室内，“爬房”的数量也在不
断增加。对于赵治旺来说，看着工
作室里一只只守宫健康地生长，自
己很有成就感。

看好“异宠”市场的发展前景

“嘀嘀嘀……”随着一阵铃声
响起，赵治旺又在网上接到了新订
单。他忙放下手中的工作，和顾客
聊起饲养守宫的注意事项。

“这是位来自石家庄的顾客，
感觉思想还是很超前的。”赵治旺
说。以前，无论是水晶虾还是守
宫，订单主要来自南方城市和东北
三省，华北地区的订单并不多见。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这些

别具一格的“异宠”，这也为工作
室拓宽了销路。如今，他的固定客
户有几百位，来自全国各地。

在赵治旺的“异宠”工作室，
一只普通守宫售价在 100至 400元
之间，品相特别好的，会卖到几千
元。而一只水晶虾的售价在几十元
左右，顾客一次性购买的数量也会
相对较多。

赵治旺说，他十分看好“异
宠”市场的发展前景。“另类宠物
给了人们不一样的饲养体验，它不
会像猫狗那样掉毛，也不需要每天
带着外出‘兜风’，它的‘家’只
需要占用一个很小的地方。当主人
不需要它的时候，它不会打扰。当
主人需要陪伴的时候，它就在你的
身边，那种感觉恰到好处。”赵治
旺说，“或许来自心底的温暖，是
我一直坚持饲养‘异宠’的原因所
在，我也希望把这份温暖带给更多
人。”

在沧县大官厅乡史

贾村，有个极具特色的

“异宠”工作室。工作室

面积不大，只有 30多平

方米，是村民赵治旺用

自家的两间平房改造而

成 ， 主 要 用 来 养 殖 蜥

蜴、水晶虾等小众宠物。

对 32岁的年轻小伙

儿 赵 治 旺 来 说 ， 饲 养

“异宠”是他每天的工

作，也是自己非常喜爱

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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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新风采跑出新风采””
———沧州跑友—沧州跑友““跑运河跑运河””精彩瞬间精彩瞬间
本报记者 邢 程

奖牌背后

随着阵阵欢呼声，长跑爱好者
徐雅丽完成了本次运河长跑。当取
得印有“跑运河”字样的奖牌时，
她眼里泛光，举起奖牌在空中不停
地挥舞。

对她来说，这份荣耀有特别的
意义。她说：“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
次不计成绩的长跑活动，但这块奖
牌却‘沉甸甸’的。沧州作为京杭
大运河重要节点城市，有着独特的
魅力和文化底蕴，我为是一名沧州
人而感到骄傲。”

徐雅丽是有着 6年长跑经验的
跑步“达人”，长年参加各地“全
马”“半马”以及短距越野赛。今年
48岁的她身体素质非常好，曾在广
州马拉松以 3小时 45分钟拿下年龄
段精英成绩。

要说“拿奖拿到手软”，对徐雅
丽来说一点也不夸张。提及奖牌数
量，她说：“有一手提袋，大概几十
块。但‘跑运河’这枚奖牌意义特
殊，我会好好珍藏。”

从一周前得到通知，徐雅丽就
盼着这天快点到来。“今年是中国大
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我要以最好

的状态跑完沧州站全程，同时带
着其他地方的朋友看看沧州大运
河的水清岸绿。”徐雅丽说。

一瓶运河水

主办方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取
一瓶运河水。当天，沧州有10多名
跑友参与了取水仪式，我市53岁的
跑友李红云是取水活动中年纪最大
的一位长跑爱好者。“看着运河水缓
缓流进集水瓶，我发自肺腑的高
兴，为我的城市感到骄傲。”李红云
说。

了解到“跑运河”活动后，李
红云第一时间报名参与。“长跑让我
感到快乐而放松。这次活动，更是
心之向往。”

让她想不到的是，除了沿运河
长跑，她还有幸参加了采集运河水
的环节。“这简直是个意外惊喜。”
李红云说，“一眼望过去，运河水碧
波荡漾。能够见证取水这一庄严的
时刻，我感到十分荣幸。”

而成为取水队的一员，和她一
直秉承着超越自我、坚持不懈的运
动精神有直接关系。3年前，李红
云加入了市长跑协会。她说，长跑
的好处是肉眼可见的，通过跑步，

她变得健康，精神状态也越来越
好。3年来，每天 10公里的长跑，
她从未间断过，跑步已经成了她生
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作为取水队的一员，李红云
说，能将沧州运河的古韵新风以这
样的方式展示给大家，她倍感自
豪。

“娃娃方阵”

“不同于其他城市，本次‘跑运
河’活动，沧州站单独增加了少年
跑团。”魏民说，“通过这个活动，
向全国跑友展现了沧州青少年良好
的精神风貌。”

魏民是市长跑协会秘书长，也
是市少年跑团的团长。去年暑假，
他在市体育场组建了少年跑团，义
务带领青少年跑步。这次，少年跑

团中有50余名青少年参与了“跑运
河”活动。

小学生李佳霖和妹妹李佳慧作
为少年跑团中的一员，同时参加了

“跑运河”活动。在魏民的带领下，
她们以最饱满的热情在大运河公园
完成了2公里长跑。

“姐姐连续两年获得了运河区青
少年1500米跑冠军。以前我总羡慕
姐姐得奖，瞧，这回我也拿到奖牌
了。”李佳慧高兴地把“跑运河”的
奖牌挂在了胸前。

“回家路上，俩孩子兴奋地聊了
一路。”李佳霖的妈妈孟丽说，“最
开始让她们练习跑步是为了有个好
身体，没想跑步让孩子们受益良
多。她们不仅学会了努力克服困
难，还养成了持之以恒的好品格。

‘跑运河’更让她们从小深刻体会了
对家乡的热爱。”

“最近过得
怎么样，身体还
好吗？”5 月 16
日，南皮县残疾
人张迪刚刚吃过
晚饭，又和病友
胡月兴通过电话
唠起了家常。

多年前，胡
月兴在跑车途中
不幸遭遇车祸，
造成胸 11 椎骨
骨折、神经断
裂，行动不便。
在胡月兴最困难
的时候，经张迪
牵线，他在当地
一家企业找到了
一份喷塑工作。
如今，胡月兴已
被提拔为这里的
车间技术主管。

“张迪给残疾人
带来很大希望，
看见他，我们就
有了动力！”胡
月兴说。

谁能想到，
其实张迪比很多
病友身体状况更
差，他曾经历过
一段长达 9年的
痛苦时光。如今
阳光自信的张
迪，却能积极地
为大家组织培
训、联系工作。

张 迪 今 年
34 岁， 10 多年
前因为血管瘤破
裂导致高位截
瘫。那时，他的
儿子不到一岁，
孩子的母亲不告
而别。张迪无法
接受，精神世界几近崩塌。他关上屋门，
不和任何人交流，每天躺在床上，一脸迷
茫。

中国残联和南皮县残联了解到张迪的
情况后，积极为他作心理疏导，对他家进
行了无障碍改造，并帮他找了份五金焊接
的工作，张迪得以走出家门，靠双手挣钱
养家。

随后，张迪还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希望
之家“金种子”培训项目，接受脊髓损伤
者生活重建训练。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了
一系列生活自理技能和心理重建课程，还
结识了众多病友。张迪被大家自强向上的
精神鼓舞，紧闭的心门慢慢敞开。

慢慢地，张迪变得爱说爱笑了。他想
让更多像他一样的病友开启新生活。

“我是被别人帮助过的，所以也想帮
助更多的人。”他积极对接相关部门，了
解希望之家“金种子”项目的落户政策，
跑办手续、张罗设备、联系病友，生活忙
碌充实。

2022年 8月 8日，南皮县脊髓损伤者
希望之家和第一期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训
练营同时成立，张迪担任指导老师。第一
批营员是 11名来自南皮及周边县 （市）
的脊髓损伤者。

“脊髓损伤大都是后天造成的，所以
这些病友心理落差非常大。我要用亲身经
历告诉他们，通过训练，仍可以靠双手养
活自己。”在张迪的悉心指导下，大家慢
慢接受自己身体的变化，逐渐走出了阴
霾。

为方便交流，张迪经常把大家聚在一
起，分享康复知识、生活技能。“大家经
常问，有什么门路吗？我还能干点啥？”
张迪说，他们很渴望有份工作，减轻家人
负担。为此，他千方百计引进了手工、电
商客服等适合各种残疾人居家就业的项
目，为大家带去更多工作机会。

张迪还重新收获了甜蜜爱情。2022
年，在沧州市区参加希望之光训练营时，
他认识了同样坐轮椅的于小寒，两人一见
如故。他们计划今年结婚，到时会邀请病
友们热闹热闹。

“我觉得很幸福，对未来充满了期
待。”如今的张迪已经成为一个踏实的残
疾人工作者，也希望帮助更多残疾人朋友
实现自理、自立。

张迪在训练营授课张迪在训练营授课

采集大运河水采集大运河水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