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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馆里学“非遗”

▲孩子们在大运河非遗
展示馆里参观。

◀国医香囊研学课程，
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运河书坊里，孩子们
展示扎染作品。

有学有游有学有游 将文化植根心中将文化植根心中
■ 北 思

沧州运河边公园沧州运河边公园

““现身现身””江苏卫视江苏卫视

7月28日，中国（沧州）文
化沉浸式体验夏令营走进中国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
下简称大运河非遗展示馆），来
自美国 22个州的 70多名孩子在
这里参观并进行文化交流。

北京京剧脸谱、天津杨柳
青年画、安徽徽墨纸砚、沧州
武术杂技……孩子们第一次接
触中国大运河，对大运河沿线
灿烂的非遗文化赞叹不已。精
致的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
背景？通过研学，孩子们的疑
惑被一一解开。

在展馆一楼临展厅“大运
河非遗展示馆研学课堂”，孩
子们体验了国医香囊的制作。
他们将佛手、郁金、玫瑰花三
味药材碾碎，装入香囊袋。通
过翻译，孩子们了解到这些中
药材的神奇功效。当他们将制
作的“宝贝”带走时，欣喜之
情溢于言表。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来自
我市新华小学、新兴小学等学
校的孩子们，陆续来这里参观
研学，在“第二课堂”学到了
许多非遗知识。“我们今天要绘
制的京剧脸谱，刚才在北京段
运河是不是有所体现？”“我们
现在创作的木版年画，知道对
应哪个地方的非遗文化吗？”老
师的提问，引发了孩子们的思
考。因课程都和展厅中的非遗
文化有所对应，孩子们的体验
热情异常高涨。

今年6月，大运河非遗展示
馆特开设与展厅非遗文化对应的
研学课程，包括脸谱绘画、木版
年画、国医香囊、活字印刷、寻
迹圣贤、围棋体验6门课程。截
至目前，这里已接待研学人员
380余人。

制作国医香囊、绘制京剧脸谱、体验植物栽培、欣赏传统

曲艺……在沧州大运河畔的多个场馆和景点，以非遗文化、科

普教育、自然课堂等为主题的研学活动如火如荼。尤其进入暑

期以来，市区段运河沿线出现“研学热”，多项非遗文化浸润了

孩子们的心田。

大运河畔研学热大运河畔研学热大运河畔研学热 非遗文化沁心田非遗文化沁心田非遗文化沁心田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8 月 2 日午后，
双金路永安大道至朝
阳街段（原康宁路）
上，不时有车辆和行
人经过。在蓝天白云
的映衬下，柏油路面
平整干净，整条道路
宽阔通畅。

这条路全长约
800米，宽20米，东
至朝阳街，西至永安
大道，位于朝阳南社
区与朝阳社区中间，
周围有新儒苑小区、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宿舍区、朝阳小区等
多个住宅区，早晚高
峰时段，车辆、行人
往来密集。

“这条路原来叫
康宁路，路面坑洼不
平，经过两次提升改
造，如今已成为宽阔
平坦的柏油路，并与
双金路连接，大大方
便 了 辖 区 居 民 出
行。”家住新儒苑小
区的市民张国忠说。

50岁的张国忠，
在这里生活了 10 多
年，说起这条路的变
化，他非常兴奋。曾经，这里是一条小
巷，坑洼不平、晴天扬尘、雨天泥泞。
天色一暗，老人出门都会尽量绕开这条
路。

2017年，这条路迎来第一次提升
改造。改造后，道路平整洁净了，人
行道上布置了一长排展牌，展牌内容
包括健康养生、文化科普等内容，路
边还添置了座椅、凉亭。茶余饭后，
不少居民来这里，看看养生知识，和
老街坊唠唠家常，很是惬意。

后来，随着辖区居民越来越多，
车多人多，早晚高峰期，这条小路越
来越拥堵。“仅我们社区辖区就有近
3000户居民，这些居民的日常出行
都离不开这条路。”朝阳南社区党委
书记吕艳茹介绍。

为缓解永安大道和朝阳街的交通
压力，改善辖区居民出行条件，去
年，双金路（永安大道—朝阳街）改
造提升项目启动，这条路迎来第二次
提升改造，并实现通车，这也是我市
2023年城市更新道路贯通项目之一。

“最近这次改造，拆除了原来的
混凝土路面，铺设了柏油路，并进行
了拓宽，居民出行更方便了。”张国
忠说。

本报讯（记者赵宝梅 通讯员贾
云渤） 7月 26日，江苏卫视《启航！
大运河》第九期《运河边的公园》播
出，其中，沧州运河岸边的美丽风景
成为一大亮点。

电视画面中，美丽的沧州大运河
畔百狮园里，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
翔等文化嘉宾悠闲漫步，身边不时掠
过造型各异的石狮。他们一边聊着沧
州段运河的特色，一边欣赏形态各异
的石狮，感受运河畔公园的舒适惬意
和“狮城”的魅力。他们还带领观众
体会沧州段运河的蜿蜒曲折，以及古
人“三弯抵一闸”的水工智慧。

坐落在大运河“几”字弯怀抱中
的百狮园，不仅是市民休闲游玩的好
去处，也是沧州文化活动的集聚地。
节目中，空中航拍的沧州市区段运河
两岸公园、南川楼、朗吟楼及南川码
头、沧曲桥等景观，为观众呈现一个
运河城市的风情。约 8分钟的镜头，
从各个角度展现了沧州段运河的特
点，让观众领略到沧州这座城市的活
力与魅力。

据悉，《启航！大运河》是江苏
卫视推出的沉浸式文化探索节目，通
过“国运命脉”“漕通九州”“文脉汇
流”等十个主题，从历史、政治、文
化、经济等多重视角，勾勒出大运河
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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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习古老的非遗技艺，到探
访奇妙的自然世界，再到体验颇具
特色的地域文化……近两年，在沧
州大运河畔的一些热门景点，总能
见到研学的中小学生。学游兼具的
旅行体验，让孩子们的综合素质得
到全面提升。

2016 年，研学旅行被纳入中小
学生日常教学计划，各地学校和家

长也越来越重视研学旅行活动。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市不少

文化场馆、旅游景点纷纷建设研
学基地，依托现有场地打造研学
课堂，策划开设相关课程。大运
河非遗展示馆里，孩子们先游览
场馆，对运河沿线各地非遗文化
有所了解后，再走进课堂绘制京
剧脸谱、制作国医香囊、体验活

字 印 刷 ， 感 受 浓 浓 的 传 统 文 化 ；
在南川街区，来自各地的游客在
游 玩 和 品 美 食 之 余 ， 体 验 扎 染 、
漆扇等传统非遗技艺，感受汉服
和簪花的魅力，获得不一样的文
化体验。

研学游，一头连着课堂，一
头连着自然与社会。我市大运河
畔的众多研学点，不仅有着丰富

的文化和自然景观，更有与之相
辅相成的课程体系。孩子们通过

“第二课堂”，不仅开阔了眼界、
提高了动手能力，还深度体验了
多元文化。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大运河畔越来越火的研学游，
让沧州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行
万里路”，并将所读“万卷书”进行

实践和升华。希望沧州的研学机构
越来越多，也期待更多的孩子在研
学中获得成长。

运河书坊练技艺

一把净面团扇，上漆后
色彩斑斓，如梦如幻；一件
白色 T 恤，扎染后古朴雅
致，别有韵味……位于南川
街区的运河书坊内，大运河
非遗文化体验课堂十分火
爆。孩子们利用暑期来这
里，了解到很多非遗文化和
技艺。

运河书坊自去年 10 月
开业以来，为沧州面塑、
泥塑、糖画、扎染、漆扇等
非遗项目设置了固定工位。
非遗传承人、手艺人们在这
里现场展示制作技艺，市民
在游玩之余可参与体验喜欢
的项目。漆扇体验课上，非
遗传承人耐心讲解漆扇的
制作流程，并带领孩子们
完成一道道工序——准备材
料、调色稀释、入水旋转、
取出晾干。当一把把漂亮的
漆扇完成，孩子们对漆扇这
一非遗项目也有了更深的
了解。

“很多孩子来南川街区
玩，不自觉就走进来，看
看 书 ， 体 验 一 下 非 遗 项
目。这个过程中，他们不
仅了解了优秀传统文化，
还增强了文化自信。”运河
书坊负责人刘在旭说，运
河书坊作为运河区青少年
研学实践基地，有成体系
的课程，可满足孩子们多
样化的学习需求。

除了固定的非遗研学体
验外，运河书坊还组织各种
文化活动，包括主题朗诵
会、书法绘画展、曲艺表演
课、公益讲座等，仅 7月份
就有12场活动，丰富了孩子
们的暑期生活。

园博园里长本领

园博园中，各个城市展园
也开设了研学课。沧趣园中，
舞龙、舞狮、杂技、武术等特
色课程丰富多彩。孩子们在一
招一式中，不仅能学到本领，
还可以领略沧州体育类非遗文
化的魅力。唐山园中，投壶、
射箭等传统文化体验课，让古
代礼仪和技艺重现；邯郸园
中，极具童趣的沙画课，让孩
子们颇为沉迷……

而在大化工业遗存文化
区，木版年画、国医香囊、活
字印刷等研学课程也已开启；
南川街区的簪花、汉服及粮仓
文化，为孩子们带来特殊的文
化体验；文庙的拜师礼，让孩
子们了解了传统礼仪。

随着市区段运河景点的逐
步完善，沧州大运河集团深挖
本地文化，打造了既有趣味性
又有教育意义的研学项目。首
批大运河研学旅行主要围绕大
运河非遗展示馆、大化工业遗
存文化区、园博园等重点项目
展开，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
生感受沧州传统文化、体验非
遗技艺。通过研学旅行，孩子
们领略到非遗文化的魅力，感
受到大运河的美丽，也更加热
爱沧州这片土地。

路宽了路宽了，，居民出行更顺畅居民出行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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