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沧州市博物馆“小彩
陶”志愿服务项目的志愿者名单
出炉，经过多轮筛选，20 名同学
成为沧博小小国宝守护者。经过
相关培训并通过考核后，他们将
走进展厅履行为期一年的文物守
护职责。

随着暑期的到来，“博物馆
热”再度升温，去博物馆参观成
了青少年的“必修课”。了解沧
州历史、感受地域文化……在沧
州市博物馆，青少年成了游客中
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市博物馆
暑期研学也迎来热潮：探秘沧
博·创意研学、传统礼仪研学、
非遗传习讲堂“小小体验官”活
动、制作黏土沧博文物研学……
融入知识与趣味的多项活动，让
孩子们收获不一样的暑期快乐。

而平时市博物馆组织开展的
进校园活动，也成为青少年学习
传统文化的重要渠道。运河文化
校园巡回展、杂技文化宣讲、红
色文物进校园等活动，为孩子们
带去一堂堂生动的历史文化课。

博物馆开展的青少年教育及
体验活动，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
扇吸取营养的大门。在博物馆，
他们不仅可以领略历史的厚重、
文化的魅力，还增长了探索精
神、创新思维。每一次参观、体
验、互动，都在他们心中种下优
秀文化基因的种子。

作为国家公共文化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博物馆在传承、保
护和教育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各地加强公共文化产
品和服务供给，组织中小学生定
期参观博物馆，加强文教结合、
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让
博物馆发挥更大作用。

博物馆里的每件藏品都是无
声的老师，博物馆开展的每次活
动都是开放的课堂。期待博物馆
能够守正出新，让更多孩子与优
质文化资源相遇，让传统文化更
好地助力孩子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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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房变身篮球训练馆

▶原车辆厂大院改造后烟火
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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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赵 宝 梅 通 讯 员
马 新 霞） 清 理 护 坡 杂 草 及 坡 下 淤
泥、养护坝体石材、绿化美化周边
环境……日前，东光县启动连镇谢
家坝本体保护修缮工程，以让坝体
更加牢固。

谢家坝位于东光县连镇镇运河五
街、六街交界处，南运河东岸，为
南运河河北段仅存的两处夯土坝之
一，是沧州段运河惟一一处世界文
化遗产点。谢家坝坝体长 218米，厚
3.6 米，高 5 米，为灰土加糯米浆逐
层夯筑而成。堤坝整体稳定性好，
对抵御洪水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护
了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修缮工程投资 242 万元，相关部
门仿照原筑坝工艺，本着“不改原
貌、功能不变”的原则，对谢家坝
本体进行维修保护，工程包括清理
护坡杂草、清理坡下淤泥、安装安
全防护栏和路灯，以及重新铺设路
面、设置防排水设施、绿化美化坝
体周边环境等。

在修缮保护谢家坝的同时，东光
县今年还将对连镇铁路给水所进行
修缮。连镇铁路给水所是清朝光绪
年间所建，为津浦铁路蒸汽火车的
给水设施，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光启动谢家坝本体东光启动谢家坝本体
保护修缮工程保护修缮工程

傍晚时分，走进新华区南门里
社区邮电小区，平坦、宽阔的小区
门口道路上，孩子骑车嬉戏，老人
悠闲散步，一派和乐景象。这条道
路 5月修缮完毕后，大大方便了居
民出行。

邮电小区建于 1996年，是没有
物业的老旧小区，一共 2栋楼、40
户居民 100多人，且居民多数为租
房户，流动性大，但大家都希望对
道路进行维修。

46岁的马荣弟在这里居住了 10
多年，她在小区门前西侧开了一家
小饭馆，饭馆门朝东，正对着通往
小区的路。“原来路面坑洼不平，人
们进出小区，骑自行车、电动车特
别颠，岁数大的就得下来推着车
走。”马荣弟说。

小区里 99岁的老人刘寿明，经
常骑着电动三轮车出门，之前因为

怕摔倒，每次都得推着三轮车小心
翼翼进出小区，“路修好后，老爷子
每次都是骑着进出小区，安全多
了。”马荣弟说。

“不仅路好走了，下水道也修好
了，下雨不再冒臭水，淤泥也少
了。”居民尹文建说，他搬来小区 3
年了，路没修时，一下雨下水道就
冒污水。水下去后，坑洼不平的路
面还满是淤泥，得晾晒很久才能出
行。

“出入方便了，有亲戚来串门，
也觉得有面子，外卖员来了也不吐
槽了。”尹文建说。晚上，路灯亮起
来，人们在路上遛弯聊天，好不热
闹。

邮电小区网格员介绍说，以
前，小区门口这条路破损严重，
雨天积水，化粪池井盖处塌陷，
居民出行十分不便，大家都希望

对这条道路进行修缮。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南门里社区党委书记
张晓燕和网格员一起到小区了解
情况。

“背街小巷虽‘背’且小，却是
居民生活的大空间，关系着百姓实
实在在的幸福。”张晓燕说。

找房主征求意见、咨询相关部
门、走访周边寻找可利用资源……
经南门里社区党委多方沟通和协
调，最终由沧州鹏通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出资修缮道路。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上报修缮
计划、盯进度和质量、帮助维持周
边秩序和安全环保措施……一周
后，浇筑好了路面、清理了化粪
池、更换了下水井盖、垒砌了花
池，小区环境焕然一新。“路修好
了，住着更舒心了，心也跟着敞亮
了。”尹文建说。

宽敞豁亮的厂房变身时尚餐厅、
开阔空旷的车间成了篮球训练馆、办
公楼做起了文化文创、仓库成了酒吧
超市……近两年，我市多个废弃的老
旧厂区，经过“微改造”，摇身一变成
为年轻人打卡地和狮城“夜经济”新
地标。

夜幕降临，位于黄河西路原化油器
厂的“饿魔沧州·大院里 1988”热闹起
来。烤肉在火炉上嗞嗞作响，食客们一
边品尝美味一边畅聊。音乐响起，有人
唱起歌谣，轻松惬意。

紧邻大院门口的仓储式水果生鲜超
市里，三三两两的市民在选购商品，这
一从天津引入的连锁超市，因新颖的模
式受到年轻人喜爱。而隔壁的“小家伙
儿童公社”，古朴如旧的室内装修，重
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场景。孩子们在
这里体验农作乐趣，收获满满。

大院内灯火通明，烤肉、涮肉、小
龙虾、火锅鸡、冷饮等餐饮应有尽有，
民宿、娱乐、文艺展览等店面，有的在
装修，有的已开门营业。院中，“我在
沧州很想你”“沧州境内没醉过”等时
尚元素随处可见，整体给人一种文化街
区的感觉。

这个大院的前身是始建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沧州化油器厂，面积有 1.8
万平方米。废弃多年后，沧州一企业将
这里具有几十年历史的独栋红砖瓦房、
工厂车间建筑群落，改造成以餐饮、民
宿、娱乐为主，集合各类文化、文艺展
览和活动于一体的创意街区大院。

“沧州正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我们
把这个老厂区打造成城市创意街区和城

市微度假区，既能让沧州本地人群来消
费，也可以满足来沧游客的需求。”大
院负责人说。

走出大院，向西走几百米，另一个
大院——万粒城产业园同样烟火气十
足。这个由原车辆厂厂区改造的大院，
音乐餐厅环境舒适、涮肉排档美味飘
香，书房里家长陪着孩子阅读，篮球、
轮滑等训练馆上演着速度与激情……整
个院子霓虹闪烁，成为夏日城市里一处
餐饮与文化、体育交融的时尚街区。

“孩子在这儿上篮球课，上完课我们就
在院里吃火锅，有时间还会去读读书，
感觉非常棒。”市民张丽说。

在御河路理享山 28 号院内，音乐
酒吧、烧烤排档、万市大集、艺术空间
等休闲娱乐场所一应俱全，市民来大院
品美食、逛店铺、看文创，夜晚的生活
多姿多彩。作为市区首个惊艳“出圈”
的大院打卡地，这里也曾是废弃的老厂
区。经过改造，这里引入文化创意元
素，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开发和利
用，原先的废弃厂房成为全新的艺术
馆、俱乐部和餐饮基地。不少年轻人在
这里售卖手工编织工艺品、毛绒玩具及
文创产品，在消夏的同时谋取一份收
入。

沧州城市更新的脚步不断加快，
城市主干道四通八达、背街小巷整洁
畅通、口袋公园随处可见、老旧小区
焕然一新……散落在城市中的老厂
区，随着时代变迁或停产或搬迁，但
通过“微改造”，它们又以新的面貌出
现在人们面前，成为狮城一道独特靓
丽的风景线。

老厂区创意老厂区创意老厂区创意“““微改造微改造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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