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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繁华地商贸繁华地商贸繁华地 古今看沧州古今看沧州古今看沧州
————““大运之河大运之河 全域走读全域走读””大型社会活动大型社会活动（（第三场第三场）“）“聚焦运河商贸文化聚焦运河商贸文化””侧记侧记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情系运河一席谈情系运河一席谈

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特别策划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特别策划

本报讯 （记者杨金丽） 8
月 2日，在“大运之河 全域走
读”大型社会活动第三场上，
沧州意明购物有限责任公司和
清风楼成为沧州日报社挂牌的

“文化志愿者活动基地”。
多年来，沧州日报社持续关

注沧州本土文化，尤其重视运河文
化报道，吸引并集聚了一批热爱地
域文化、愿意为沧州文化奉献力量
的志愿者。为凝聚沧州文化力量，
推动运河文化建设，沧州日报社成
立文化志愿者联盟。截至目前，天
成地产、0317火锅鸡连锁店、沧
州意明购物有限责任公司、清风楼

4家单位因热心弘扬沧州文化，成
为挂牌的文化志愿者活动基地。

作为与大运河相伴成长起来
的本土企业，沧州意明购物有限
责任公司深耕零售业 22年，在
服务百姓、保障民生的同时，还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
任。古色古香的清风楼是沧州运
河边的标志性建筑。相传清风楼
始建于晋代，至今有 1700多年
的历史。现在的清风楼是在
1992年复建的。如今，清风楼
经常举办古琴、雅集、文化论坛
等各种文化活动，是沧州文化的
重要承载地之一。

““意明意明”、”、清风楼成沧州日报社清风楼成沧州日报社
““文化志愿者活动基地文化志愿者活动基地””

“运河商贸，繁盛谁堪较。商
贾云集堆满笑，满载物流航道。
犹记当日申遗，堤岸遍布红旗。
今日风篷正举，明朝所向披靡。”

在本场“大运之河 全域走
读”大型社会活动上，沧州诗词
楹联学会会长王今伟围绕这次活
动的主题，当场赋词并朗诵《清
平乐·运河商贸》，展示了沧州诗
词爱好者的才情，以及他们对大
运河深厚的感情。

近年来，沧州诗词爱好者书
写了大量关于沧州文化、大运河
文化的诗词。王今伟介绍了沧州
诗词楹联学会围绕大运河创作诗
词联赋的情况，并现场朗诵了自
己创作的诗词楹联作品。她说，
现代人进行诗词创作，既要有古
沧州的古风古韵，又要反映当代
沧州的新风貌。要让读者通过诗
词领略现代沧州的风土人情、文
化特色。 杨金丽

在这场“大运之河 全域走
读”大型社会活动上，绘画陶瓷
系列作品“运河之花”的创作者
刘志甜、张府成，携带作品来到
了现场，和大家分享了创作故
事。

刘志甜是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也是一位年轻的画家。
她说，创作“运河之花”是自
己艺术生涯中值得自豪的一件
事。“运河之花”指的是运河沿
线 35座城市的市花以及当地杰
出女性的代表，这两种元素结
合在一起，再融合所在城市的
非遗文化、地标建筑、特色美
食 、 民 风 民 俗 等 创 作 而 成 。

2021年，她与青年陶艺师张府
成合作，历时 2 年多，走访了
35座运河沿线城市，创作了 500
件“运河之花”绘画陶瓷作
品，涉及80余种器型。“这组数
字说起来很轻松，实际上每件
作品都倾注了很多情感。”刘志
甜说。在创作“运河之花”的
过程中，两个人投入了很大的时
间、精力和金钱，但从没计较过
得失。

他们带到现场的两件瓷器，
具有鲜明的审美品位，艺术风格
独树一帜。观众们不仅被作品所
吸引，也被两位创作者的故事和
情怀所感动。 杨金丽

运河文化爱好者 陈立
新：我喜欢大运河，没事儿
就爱往河边跑。从吴桥第六
屯到青县李又屯，南来北
往，自己不知走过多少遍。每
次走，我总能有新发现，并用
影像的形式记录下运河的点点
滴滴。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
这一切，不为别的，就因为
我小时候喝过运河水、坐过
运河船，运河是我的母亲河。

书写运河的市民代表 张
莹：作为运河岸边的孩子，我
觉得自己很幸福。奶奶家在运
河东岸，姥姥家在运河西岸，
来来往往两岸间近 50年，运
河的各种好早已深深地刻在我
的记忆中。作为一个热爱文字
的人，我有责任有义务，让世
界的人们知道沧州运河的美，
感受沧州人的暖，依恋上这座
美丽的城。

正新文武读书研习社负责
人 孙国瑄：聆听大家的精彩
分享，我感触颇多。大运河的
人文美、环境美、商业美、艺
术美，都令人赞叹。作为一名
教育工作者，最触动我的是人
的本真之美。每个人都是美的
创造者，希望大家多关注本土
文化之美，并传播这种美、弘
扬这种美。

大运河志愿者团体代表
张之纯：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中，我们红马甲志愿者投身于
各项公益活动，积极奉献，为
推动生态之河、文化之河建设
做了不少事。我们多次走进社
区、学校，组织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公益活动，让志愿红成为
运河边一道靓丽的风景。

清风楼工作人员 李雯
雯：矗立于大运河畔的清风
楼，是沧州地标建筑，也是文
化地标，更承载着沧州人民的
乡愁和记忆。2014年，清风
楼经重新修葺改造后，以茶为
媒，以市民为服务主体，紧紧
围绕运河多样化文化元素，搭
建平台，弘扬传播优秀文化。

意明购物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代表 季娜娜、高亚楠、
罗亚楠：我们已经是“意
明”的老员工了，对公司有
很深的感情。“意明”一直致
力于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
务、营造舒适的购物环境。
公司这种对品质的追求也深
深地影响着我们每名员工。
在“意明”的日子里，我们
得到了成长，收获了友谊和
宝贵的经验。我们为自己能
成为“意明”大家庭的成员
而感到自豪。 杨金丽 整理

““运河之花运河之花””惊艳亮相惊艳亮相

当场赋词吟咏运河文化当场赋词吟咏运河文化

8 月 2 日，由沧州日报社主
办、沧州意明购物有限责任公司协
办的“大运之河 全域走读”大型
社会活动第三场，在运河畔三大历
史名楼之一的清风楼举行。这一期
的主题是“聚焦运河商贸文化”。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黄金水道。
1794公里水路即商路，大运河首
先是一条经济之河。

千百年来，大运河上船只穿
梭、商贾往来，给沧州带来了漕运
的繁华和商贸的兴盛……从历史走
到今天，沧州运河两岸明星企业不
断成长，他们以各自的特点丰富着
这座城市的商业业态和商业文化，
满足老百姓消费需求的同时，还引
导人们奔赴更美好的生活。

古来繁华地
商贸源流长

“大运河曾是漕运要道，见证
繁华盛景。它沟通南北，繁荣经
济。它不仅是历史的遗迹，更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正新文武读书研习社的师生们
朗诵的《对韵千年大运河》，给人
们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运河文化的
窗口。活动也由此拉开帷幕。

沧州日报常务副总编张徽贞
说，“大运之河 全域走读”大型社
会活动是沧州日报社推进大运河文
化带宣传的精品策划，旨在和老百
姓一起触摸运河文化的历史脉络，
挖掘运河沧州段承载的文化内涵。
她引用明代诗人瞿佑的诗词，以及
史料中关于沧州盐业的际遇兴衰、
沧州古城独具特色的城厢经济带等
内容，说明了不同历史时期沧州商
贸经济的发展样貌。“因为有了全
国产量第二的长芦盐，沧州才成为
漕运加盐运的商埠。明清时期的沧
州，运河两岸商铺林立，业态丰
富。这也让沧州成了运河畔的繁华
之地。我们的许多拳头商品，如小
枣、鸭梨、御河棉等沿运河走向全
国，南方的稻米、茶叶、瓷器等，
也顺河运到沧州。”

明清两代，沧州是京畿重地、
津南鲁北水路要津。作为典型的码
头城市，运河为沧州带来了人流、
物流，更带来了商贸的便利与繁
荣。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郎文生历数运河沧州段上的驿
站与码头，讲解运河码头、驿站
对沧州商贸发展的促进作用。他
说，驿站多与市集相结合，方便
大宗物资、生活用品的采购。如
果把运河比喻为瓜藤，驿站就是
藤蔓上的一个个金瓜。泊头这座
城就是由曾经的新桥驿发展而来
的。如今，驿站虽然早就消失在
岁月的烟云中，但与驿站相伴而
生的市集依然存在着，仍是沿岸百
姓购物的重要场所。

市文联副主席、画家王君在运
河边长大。现场，他和大家分享了
自己小时候在河边扎猛子游泳、做
冰鞋等童年趣事，也讲述了记忆中
繁华的小南门、钱铺街、鸡市街、
缸市街等运河街市，部分还原了昔
日城厢经济带的盛况。在首场“大

运之河 全域走读”大型社会活动
上，王君带来了他和多名画家共同
创作的运河长卷。这次来到现场，
他专门带了一把画有运河沧州段的
折扇。他轻轻打开扇子，只见扇面
上的运河蜿蜒流淌，有夹岸绿树、
舟橹云集，也有店铺林立、烟火街
市人间。小小一把折扇，尽显运河
商贸之盛。

“意明”的价值观
是怎样形成的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

沧州运河商贸文化的繁盛，不
仅体现在历史的纵深处，还体现在
今天沧州的商业格局、业态和文化
上。沧州意明购物有限责任公司，
就是沧州商业版图上一颗明亮的
星。

作为从运河边起步的商业企
业，“意明”已在商海泛舟 22年，
坐拥沧州、邯郸6家综合性的商场
和超市，以货真价实的商品和优质
亲民的服务，赢得了老百姓的赞
誉。真正让“意明”成为沧州商圈
乃至河北商圈焦点的，是其最近两
年推出的“鲜市吉”品牌。其高端
的购物体验、全新的经营模式，打
破了人们对商场和超市的固有印
象，让人如沐春风。

在现场，提起“鲜市吉”，
“意明”总裁林浩话语中充满自
信：“‘鲜市吉’超市明珠店和吾
悦店是我们近两年新开设的两家店
铺，其环境布置、商品甄选、顾客
服务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调整与提
升。‘鲜市吉’是一个立体化的超
市，环境清雅舒适。这里不仅是理
想的购物场所，还兼具社交与生活
属性，能满足闺蜜聚会、下午茶、
亲子时光、儿童游乐等各种需求。
我相信，只要您能来，就一定会爱
上‘鲜市吉’。”

林浩说，原来他认为，“鲜市
吉”是公司与商业智库深度合作的结
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他感到，

“鲜市吉”品牌延续的是源远流长的
运河商贸文化。新鲜的商品、集纳
的市场、舒适轻松的服务环境，和
传统市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只是
作为现代零售业的新模式，“鲜市
吉”被融入了更多时代的东西。比
如，他们实行的“顾问式服务”和
售后无忧制度，一个将服务水平上
升到顾问层级，一个把“所售商品包
退换”的商业承诺做到了极致，为狮
城服务业树立了新标杆。

林浩说，他们从大运河水的特
性中汲取人生和商业智慧，坚持

“利员工、利顾客、利伙伴、利社
会”的核心思想；并将沧州区域文
化特色融入企业文化中，进而形成
了诚信、友善、利他、互助的“意
明”价值观。22年来，他们始终
注重品质与服务，构建了真正意义
上的严选商品体系和一系列特色服
务体系。

“我们的使命是：让三餐四季
变得更简单，让‘意明’的光照亮
每一座城市。”林浩说，“意明”愿
意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为新

时代运河商贸发展贡献力量。

大视角解读
运河与商贸

在现场，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
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零售业品类
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韶娟女士从国
际格局、国家视野的角度，对运河
商贸文化进行了解读。

唐韶娟的办公室在北京市通州
区，恰好位于运河的北起始点上。
她说，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
华文明传承至今，这跟中国是一个
大一统的国家有很大的关系。中国
与欧洲面积相差不多，欧洲有 40
多个国家，中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统一
归功于秦始皇，实际上这也与运河
的开凿有关。中国的自然水域都是
自西向东流的，例如长江、黄河；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连通了南
北，中国得以实现大一统。现在，
国家正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运河沿线城市有很多经济发展的契
机。沧州作为运河上的明珠，应该
抓住这个机遇。

运河对零售业的发展有哪些机
遇？唐韶娟说，从各种物流形式来
看，水运的成本是最低的。如果未
来运河水运畅通，沿岸城市就能形
成一个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运河两
岸居民在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消
费心态上具有趋同性。商家可以沿
运河发展特色零售业、打造特色品
牌。沿线区域还可协同发展，实现
文、旅、商、农的跨界融合……

大运河文化底蕴深厚，商家如
何围绕运河文化做文章？唐韶娟以
外资品牌肯德基为例进行了解读。
1987年，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
店在北京前门开业。 2023 年 12
月，它的第 1万家店在杭州开业，
取名为京杭大运河店。在品牌推广
中，肯德基都在打“中国牌”、唱

“中国戏”，沿岸商家更要有所作
为。

唐韶娟还有一个身份：“意
明”的战略顾问。她说，“意明”
的经营理念是：携手“意明”，共
创美好生活。怎么理解美好生活？
就是要为人们提供好的商品、好的
服务。在这两方面，“意明”的

“鲜市吉”品牌做得很好。“鲜市
吉”把“鲜”放在首位，提供更新
鲜、更高性价比的商品，是他们的
目标定位，但又不限于此。比如，

“鲜市吉”超市里有很新鲜的鱼，
但他们不仅卖鱼，还会根据顾客的
需求，把鱼进行初加工、再加工、
深加工，还会告诉顾客鱼的各种烹
饪方法。在这个过程中，“鲜市
吉”不仅在满足顾客的需求，更在
引导顾客的需求。

唐韶娟着重阐述了“意明”的
“顾问式服务”。她说，服务的概念
已从单纯的服务态度衍生为服务项
目，比如现在商圈盛行的沉浸式体
验，就属于服务项目。在经营中加
入生活顾问，用“顾问式服务”引
导消费，才能为老百姓创造更好的
生活。

■ 策划：张徽贞 周红红

■ 执行：齐斐斐 杨金丽 杨静然 寇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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