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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宫瑞梅——
记者：今年“十一”假期期间，你们为

了宣传家乡主动放弃赚钱的机会，你是如何
考虑的？

宫瑞梅：我们虽然放弃了赚钱的机会，
却收获了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源自外地游客
对沧州的认可和喜爱，也源自我们对家乡的
热爱。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无法替代的。更有
意义的是，如今在沧州，越来越多的年轻导
游也加入到宣传家乡的行列，大家一起为沧
州文旅贡献力量，家乡的明天一定会更美
好！

@马元洲——
记者：从事博物馆讲解员工作有哪些收

获？
马元洲：我是天津人，参加工作后才

来到沧州定居。虽然沧州和天津之间的距
离并不远，但刚到这里时，我总觉得自己

是外乡人，有种漂泊在外的感觉。这些年
因为工作原因，我对沧州越来越了解，对
这座城市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其实，沧州
和天津这两座城市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正
因如此，我把沧州也当作了家乡。为游客
讲解时，每当听到游客赞许沧州，我就特
别自豪。

@杨昆——
记者：当下，以“非遗+文创”“非遗+文

旅”为代表的新的传承方式越发火热，你如
何看待这种创新？

杨昆：“非遗+”已成为非遗传承的新
的有效方式，展现了传统技艺的多元魅
力。如今，非遗技艺逐步回归大众视野，
非遗工艺品从博物馆走入百姓日常，非遗
正展现出日新月异的时代气息和活力。希
望涌现出更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助力
非遗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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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主角说新闻主角说

我为家乡文旅我为家乡文旅““上分上分””

“被低估的宝藏城市”“时尚文艺
且充满烟火气的小城”“沧州人热情又
豪 爽 ” …… 如 今 ， 在 各 社 交 媒 体 平
台，搜索“沧州”二字，你总能看到
这样的赞誉。

近年来，随着文旅业全面升温，
沧州也凭借着独特的城市魅力收获了
一众粉丝，成为众多外地游客的旅游
目的地。正如一位游客在游记中写的
那样——“沧州有园博园、南川老街、

博物馆、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中国大
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还有武
术、杂技等众多的非遗项目和各色美
食，是一座迷人的宝藏城市。”

而在我看来，沧州令人着迷的原因，
除了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以及不断焕
新升级的城市面貌之外，还包括那些生活
于此并深深热爱着这方土地的人们。

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到
喊出“回来吧！趁年轻”的口号，在我

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对家乡的
热爱转化为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拍摄
宣传视频、发布旅游攻略、为文旅部门
支招……他们自发地加入到宣传沧州的
行列中来，用年轻人的方式为沧州代
言，让更多人知道沧州、了解沧州、爱
上沧州。

发展向好是年轻人热衷推介家乡的
重要条件，内心眷恋则是“我为家乡代
言”的情感基础，这是对家乡文化的认

同，这种热爱以及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创造力，
也为沧州带来了更多的“流量”与“留
量”。

年轻人宣传家乡，而家乡也成为年
轻人的“加油站”。在家乡的一草一木中
感受心灵的宁静，从熟悉的味道里追寻
记忆中的美好……无论对于外地游客还
是本地居民，沧州，都是一座令人着
迷、充满温情的宝藏城市。

沧州沧州，，一座迷人的宝藏城市一座迷人的宝藏城市

主持人说主持人说

■ 知 言

我接触剪纸艺术已经很多
年了，第一任老师是我的姥
姥。姥姥是剪纸高手，以前每
到快要过年的时候，她都会剪
一些窗花贴在窗户上。那些窗
花红彤彤的、花样繁多，可好
看了。在姥姥的影响下，我也
喜欢上了剪纸，并将这个爱好
一直延续了下来。

多年前，我有幸结识了国
家一级剪纸师、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河间剪纸传承人宋
保 树 。 在 宋 保 树 老 师 指 导
下，我的剪纸水平有了很大
提升。

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家乡文
化、增进对家乡的感情，我
在 学 校 开 设 了 非 遗 剪 纸 社
团。学生们非常喜欢这项技
艺，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不
少自己的奇思妙想，比如将
剪纸作品制成冰箱贴、装饰
画等。值得一提的是，前段
时间，学校举办了一场特别
的服装设计展，我和学生们
结合沧州文化元素创作了一
些剪纸作品，并将其装饰在
服 装 上 。 学 校 师 生 当 起 了

“模特”，他们穿着这些特制
的服装走在 T台上，引得台下
学 生 频 频 叫 好 。 活 动 结 束
后，不少学生报名参加非遗
剪纸社团。

这两年，随着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
游客来到沧州旅游。对于游客
而言，沧州吸引他们的不仅有
美食、美景，还有深厚的历史
和文化。

我在园博园承德园有一间
剪纸工作室。每个周末，我
都会去那里，通过剪纸艺术
向游客介绍沧州。运河、铁
狮子、南川楼、朗吟楼、清风
楼……我把这些都融进了作品
里，一边剪一边向游客介绍沧
州的历史和文化。

除此之外，我还设计了不

少剪纸文创产品，比如冰箱
贴、装饰画、筐篮等。

好多外地游客第一次来沧
州，看到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
非遗作品，他们不仅特别喜
欢，甚至有的人还把这些作品
写进了旅游攻略。一位游客这
样对我说：“能被你剪入作品的
地方，一定最能代表沧州，我
就‘跟着’你的剪纸作品走，
这么游沧州准没错！”

这让我感到特别骄傲。以
前，好多人觉得学剪纸没有
用，不仅赚不到钱，还耽误
时间。可谁能想到，如今，剪
纸艺术不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更成为外地游客了解沧
州的窗口。

当然，在感到骄傲的同
时，我们也对自己提出了新要
求——用手中的剪刀和红纸宣
传家乡。

《诗经》 是中国诗歌的原
点，而河间是现存《诗经》唯
一传世版本“毛诗”的发祥
地，同时也是《诗经》薪火传
承的故里。眼下，宋保树老师
正带着我和师姐妹们创作《诗
经》系列作品。我们准备用剪
纸艺术将 《诗经》 中的动植
物、故事、成语展现出来，全
套作品共计400余幅单品。

方寸方寸剪纸寄乡情剪纸寄乡情
杨昆（44岁）

剪纸艺人、沧州市实验小学美术教研组组长

我是 2013年来到沧州市博
物馆的，一直从事展馆讲解和
活动策划工作。在这十多年时
间里，沧州市博物馆的年接待
量逐步提升，从2014年的10多
万人次增加到近两年的40余万
人次。尤其今年，仅“十一”
假期期间，沧州市博物馆就接
待了 5万多名游客，近半数游
客来自外地。

这些外地游客大多第一次
来沧州，他们除了逛景区、品
美食外，还喜欢来博物馆“打
卡”，以便进一步了解沧州的历
史和文化。

沧州市博物馆共有 11个展
厅，其中，“沧海之州——沧州历
史文化陈列”和“滨海遗风——
沧州民俗文化展”这两个展厅
最受游客欢迎。

在“沧海之州——沧州历
史文化陈列”展厅，陈列着800
多件出土或发现于沧州的文
物，其中包括7件国家一级文物
和上百件国家二级、三级文
物。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游客
生动展示了狮城大地从新石器
时代到民国时期的发展和变迁。

在“滨海遗风——沧州民
俗文化展”展厅，我们不仅通
过展品向游客介绍沧州的风
俗、非遗项目以及沧州人的衣
食住行，还经常邀请非遗传承
人前来授课，让游客沉浸式体
验沧州文化。比如当我们介绍
旱碱麦时，游客不仅能通过我
们的讲解和博物馆展陈了解有
关旱碱麦的知识，还能跟着传
承人学做旱碱麦面花、面花模
子。

在讲解过程中，我经常听
到游客发出这样的赞叹：“没想
到，沧州不仅有好吃的、好玩
的，还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和灿
烂的文化。”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语，我
就特别开心。因为这不只是对
沧州的赞许，也是对我们工作
的认可。

无论是当地百姓还是外地
游客，对每一个人来说，要想

集中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和文
化，当地博物馆都是不能错过
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我们一
直在努力用更新颖的方式介绍
沧州。

从去年开始，我们结合馆
藏文物、沧州地标性建筑、沧
州文化元素，陆续设计推出了
包括文物印章、文物护照、文
物背包、福签在内的 100多件
文创产品。

这些文创产品很受欢迎，
尤其是文物印章和文物护照，
不少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专
程来博物馆盖章。很长一段时
间里，博物馆开馆时间还没
到，大门外就排起了长龙。

除了开发文创产品，我们
每个月都会举办主题活动，其
中有很多活动是以沧州文化为
主题的。通过参加主题活动，
游客不仅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
文创产品，还能进一步了解沧
州。

为了方便更多人通过网络
了解沧州，今年，我们陆续推
出了“讲运河故事 品沧州文
化”“大运河文化展”等网络直
播活动，我是这些活动的主
播。跟随着直播镜头，网友们
对沧州有了基本印象，其中不
少网友看了直播后，决定来沧
州转一转。

博物馆是宣传城市的窗
口。作为一名博物馆讲解员，
我们有责任当好城市宣传员，
将沧州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介绍给更多人。

用心用情讲述沧州历史用心用情讲述沧州历史
马元洲（36岁）

沧州市博物馆讲解员

我是一名导游，每年“十
一”都特别忙，今年也不例
外。但不同的是，对我而言，
这个“十一”格外有意义——
假期期间，我和许亚为、张建
玲、代凌波、李成林、牟善
明、姬磊 6位沧州资深导游一
起，成立了“精讲沧州”公益
导游团，为外地及本地游客提
供免费的景区讲解服务，7天
时间共开展了 9场公益讲解活
动。

我当导游已经 21 年了。
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是因
为当时觉得导游的工作就是
到世界各地旅行，最关键的
是，别人旅游得花钱，而导
游能挣钱。

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
方，领略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
情，但去过的地方越多，心里
就越失落。每每去到一座城
市，当我为游客介绍当地历史
和文化时，心里难免会想到家
乡——沧州也有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美食美景更
是多到数不过来，可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里，来沧州旅游的人
却不多。

大概从十年前开始，我就
期盼着沧州能成为一座旅游城
市，并立志要做沧州最好的地
接导游，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
绍我的家乡。

2021年，我开始专做地接
导游。那时候，来沧州旅游的
人还不多，但这种情况很快就
发生了变化——大运河沧州中
心城区段实现旅游通航，园
博 园 、 大 化 工 业 遗 存 文 化
区、南川老街、中国大运河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成为
新的“网红打卡地”，大量游
客来到沧州。光是今年，我
就接了 20 多个旅游团，其中
还包括海外旅游团。尤其今
年“五一”假期期间，沧州
在全国受游客追捧的 20 个小
众旅游目的地城市排名中位
居第六，酒店、票务等提前
预订量同比增长 160%。

“为沧州文旅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奔着这个目标，今年

“十一”假期前期，我和其他 6
位导游一起成立了“精讲沧
州”公益导游团。李成林、姬
磊是国家金牌导游，张建玲、
代凌波是国家高级导游，许亚
为是外语中级导游，牟善明是
沧州资深旅游达人，我是河北
十佳导游。我们带着游客游览
南川老街、园博园，为游客讲
南川老街的历史，讲运河、讲
沧酒、讲武术、讲中医药文
化，也讲沧州是“双世界遗
产”城市……这些外地游客大
多第一次来沧州，他们听了我
们的讲解后，一个劲儿地夸赞
沧州。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天
晚上，我带着游客参观南川
楼。当时明月高照，南川楼在
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漂亮。
正在此时，一群鸟儿从空中飞
过，它们穿过云层，与月亮、
南川楼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
面。见此情景，游客们不约而
同地发出惊叹。

通过我们的讲解，外地游
客进一步了解了沧州，也更加
喜欢这座城市，他们在沧州的
游览行程从一天变成两天、三
天……一位游客这样对我们
说：“你们就像一本书，一本介
绍沧州的书。因为你们的讲
解，我爱上了这座宝藏城市！”

欢迎大家来沧旅游欢迎大家来沧旅游
宫瑞梅（43岁）

沧州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副会长

▲杨昆（右二）
指导学生剪纸。

◀马元洲向游客
介绍沧州民俗文化。

◀“精讲沧州”公
益导游团成员（左一）
带领游客游沧州。

““精讲沧州精讲沧州””公益导游团部分成员合影公益导游团部分成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