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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肖磊是沧州大运河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的一名船员，主要负责开游船。船
头操作台的区域，就是肖磊的一方小天
地。他在这里操纵着游船，载着游客在沧
州中心城区段运河上往来。

肖磊是土生土长的沧州人，对大运河
并不陌生。在肖磊儿时的记忆里，大运河
没有现在这般繁华。长大后，肖磊虽长期
在外地求学、工作，但对大运河的关注并
没有减少。“大运河是沧州的‘名片’，我

特别希望有机会参与与运河相关工作。”
肖磊说。

2021年 8月，机会来了。一天，肖磊
在网上看到大运河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招聘
船员的信息后，马上去应聘，并如愿成为
一名船员。2022年，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9月1日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旅游通
航，肖磊参加了通航仪式，他感觉荣幸极
了。

当时肖磊还没有游船驾驶证，不能单

独驾驶游船。苏州来的师傅开船，他就在
旁边观察、学习。“很严格，刚开始只能
看，不能上手摸。等到熟悉操作流程后，
我就在师傅的指导下，开始尝试开船。”
肖磊说。苏州来的师傅不仅开船经验丰
富，也很健谈，他非常看好沧州大运河的
发展。肖磊跟船学习一年，去年夏天，他
通过了游船驾驶证考试，开始正式“掌
舵”。

肖磊说，大运河游船小船满载 20人、
大船满载 42 人，在“五一”“十一”期
间，每一趟都是满载。“我一天跑 10趟左
右。”肖磊说。

现在的大运河水清、景美。白天，带
着游客看河水流淌、飞鸟翔集；晚上，看
流光溢彩、灯火辉煌。肖磊说，如今运河
两岸不仅成为市民的热门打卡地，也吸引
了大批外地游客，运河四季都有不同的风
景，真是让人流连忘返。

今年“十一”期间，有不少来自北

京、天津的游客。肖磊在开船的时候，也
会留意游客的情况，帮行动不便的游客上
下船，为游客答疑解惑、推荐旅游路线
等。有一位老人，家乡在沧州，现定居在
北京，因腿脚不方便，也不常回来。趁着
假期，老人和孩子们一起回沧州。老人坐
着轮椅游南川老街、乘运河游船，开心地
感慨家乡的巨变。

肖磊最喜欢夜间航线。“运河的美被
烟火气笼罩着，特别有味道。我也经常给
游客推荐夜间航线，每次听到游客赞赏景
色美，我就特别开心。”肖磊说。

载着游客欣赏大运河美景，对肖磊来
说，是工作，也是享受。“希望越来越多
的人爱上运河。”肖磊说。

肖磊在驾驶游船肖磊在驾驶游船

游船掌舵人游船掌舵人肖磊肖磊

载着游客看运河载着游客看运河
■ 本报记者 尹 超

““新国标新国标””
刹住狂奔的刹住狂奔的““小电驴小电驴””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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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 被 誉 为
“6A级景区”的胖东来
让河南许昌这座城市再
次“出圈”。

面对打卡“胖东
来”的热潮和井喷式增
长的游客，许昌市紧紧
抓住胖东来这一流量密
码，将一家超市跃升为
一张“城市名片”，推
出精品旅游线路和丰富
文旅产品，拉长消费链
条。同时通过开放政府
部门停车场缓解停车
难、开设从火车站至商
超的公交专线及高速出
入口的“免费接驳车”
等措施，让外地客人感
受到温暖的“胖东来式
服务”。

交警驾驶警车护送
游客赶返程火车，晚上
给滞留高速公路服务区
的货车司机送泡面；城
管鼓励符合条件的沿街
餐饮门店在夜市摆摊经
营，提振餐饮企业、商
户的信心；普通市民当
起了志愿者，对遇到困
难的游客伸出援助之手
……许昌市的种种暖心
服务让人赞叹不已。

从淄博烧烤的烟
火，到哈尔滨冰雪的

“温情”，再到许昌服务
的大气，越来越多的城
市靠着某个景点或某事
件的传播成为网红城
市。然而，维持网红热
度并非易事，一些城市

“出圈”一段时间后，
又归于沉寂。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
欢去胖东来购物？我
想，不单纯因为商品品
质和价格，还有更多服
务因素，比如超市门口
的宠物寄存服务，有员
工定时查看宠物状况，
还帮忙给宠物喂食喂
水；超市里的购物车有
7种类型，老人的购物
车里有放大镜；超市卫
生间里，梳子、棉签、
护手霜、发卡等一应俱
全……

对于这些网红城市

而言，单纯地靠特色符
号、深挖旅游资源、提
供配套服务还远远不
够，想要将流量变为

“留量”，还需要开放包
容的态度。这就需要政
府部门在监管和服务上
用力、从业者在服务和
质量上用心、普通市民
在理解和参与上用情，
让城市释放更多温度和
善意。这样，游客来了
自然不想走，走了还想
来。

一座有人情味的城
市，充满无法言喻的温
暖，赢得的是游客的口
碑，带来的是“自来
粉”，这也是城市能持
续吸引游客的最大魅
力。

近日，“百狮如意——古代石狮民俗
文化展”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开展，汇
聚了唐、宋、明、清、民国等时期的 100
座石狮，讲述着不同年代、不同区域的历
史和民俗文化，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许和向往。据悉，此次展览由沧州市运
河区、北京市西城区、南通市通州区三地
文化馆联合主办。随后，这些石狮还将在
江苏南通通州区文化馆展出。这些石狮的
主人，是沧州收藏人张建光。

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的仿古庭院
中，100座石狮有序陈列，门墩狮、案头
狮、中堂狮、照壁狮……这些石狮或仰天
长啸，或昂首阔步，又或席地而卧；表情
有的温和，有的发怒，有的慵懒。石狮的
主人——沧州张建光名家工作室牵头人张
建光，还为这些石狮起了接地气的名字：
元宝、宋大眼、阿望、铃铛、胡二爷……

“百狮如意——古代石狮民俗文化
展”开展以来，西城区及周边的不少市
民前来观展，人们穿梭在石狮间，看它
们的年代和出处，感受其背后的历史文
化。“第一次欣赏到这么多石狮，它们造
型不同、表情各异，不愧是民间艺术的
代表。”北京市民赵庆来说。对于石狮主
人张建光来说，将自己收藏的石狮拿出
来展览，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石狮文
化、体验古韵今风、感受石狮的艺术魅
力。“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张建光说，
这些石狮是记录运河文化、古狮文化的
一个载体，每一座精美的石狮都体现了
那个时代人们的独特审美和认知。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像一条纽带，串
联起沿线城市。有着千年历史的石狮就像
一部部史诗，将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娓
娓道来。运河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说，此
次古代石狮民俗文化展，将为增进运河沿
线城市及京津冀城际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
作用。

“百狮如意——古代石狮民俗文化
展”展出的100座石狮，均由沧州石狮收
藏人张建光提供。

47岁的张建光是石家庄人，学美术
出身的他多年来从事设计和文创工作。他
在沧州创办的设计公司和工作室，在业内
小有名气。“在运河沿线城市展出古代石
狮，是对民俗文化的普及，也是对运河文
化的传承。”张建光说。

走进位于运河区的张建光名家工作
室，石狮随处可见。小到案头和书本一样
大的案头狮，大到门口一米多高的门墩
狮，配上绿植、书籍和香薰，古香古色，
别有韵味。

“工作室摆放的石狮只是部分有代表
性的，更多的被放在了仓库，还有100座
运到了北京展出。”说起石狮收藏，张建
光神采飞扬。时光回到 2000年，彼时的
张建光在北京工作，住在潘家园附近。闲
暇时，喜欢传统文化的张建光经常逛潘家
园古玩市场，偶然间买了一座小石狮，回
家把玩，越看越喜欢。于是他又陆续买入
十几座石狮，个头有大有小，造型也五花
八门。

回到沧州工作后，张建光对石狮越发
痴迷，收藏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拾：一趟趟
去北京、和圈内朋友探讨交流、拓展收藏
区域范围……20多年间，他陆续收藏石
狮300余座。收藏过程中，张建光将更多
精力放在了其背后的文化研究上，不仅从
美学角度研究石狮的造型特点、雕工及艺
术价值，还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底蕴，比如
历史背景、地方民俗风情、民间用途用法
等。“在狮城生活，我把研究狮文化当成
了一种使命和荣耀。”张建光说，石狮和
铁狮虽然在材质上差异很大，但都体现着
地方文化特质。

张建光收藏的陕北绥德狮，虽然外型
有些丑萌，但却是陕北地区的民俗文化的
代表。他探究陕北绥德的民间石雕工艺，
将其承载的文化内涵默记于心；山西的拴
娃狮，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民间渊源，张建
光通过查阅资料也找到了相关的说法。

沧州建设百狮园时，张建光还参与园
内石狮的相关调研，并将自己收藏的石狮
与大家分享。最终，他的藏品中有几个石

狮造型被扫描复刻。这些年，张建光还研
究沧州铁狮文化、收集相关资料，从美学
和历史的角度着手，试图用图像再现一些
失传的东西。

为了能让人们在观展时更好地了解
石狮文化，张建光还策划制作了《百狮
如意》画册，从筹划到拍照扫描，再到

编辑文字，一个半月的时间，他对心爱
的石狮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北京展出
结束后，紧接着在江苏南通展出，然后
在沧州及其他更多的运河沿线城市展
出。”张建光希望，这些承载了运河文化
和古狮文化的老物件，能为更多的人带
去文化滋养。

百座石狮百座石狮百座石狮“““进进进”””京城京城京城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本报通讯员 王 辉 摄影 王 韬

张建光张建光 爱爱““狮狮””藏藏““狮狮””解解““狮谜狮谜””
■ 本报记者 赵宝梅

刷一下卡、拨一下开
关 ， 电 动 自 行 车 便 能

“飙”至每小时四五十公
里，这类操作被称为“解
限速”。从 11 月 1 日起，
电动自行车开始执行“新
国标”（新修订的强制性
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
全技术规范》），出厂即
受限，再也无法被“解限
速”。如今，新国标执行
一月有余，新出厂的电动
自行车销量如何？电动自
行车“狂奔”行为是否有
所改观？对此，记者进行
了走访。

12月 1日，记者走进
位于鲸川路上的电动自
行车销售门店，这里汇
聚 了 “ 雅 迪 ”“ 爱 玛 ”

“台铃”等众多品牌的电
动自行车。恰逢周末，
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家住天成明月洲小区
的刘女士打算通过“以
旧换新”购买一辆新电
动自行车。“如果对续航
要求不高的话，这款车
就不错，最终到手差不
多 1600元。”商家介绍着
店内一款小型电动自行
车。据该商家工作人员
介绍，最近新产的电动
自行车销量可观，很多
人趁着现在以旧换新活
动，考虑到价格合适，
加上当天就能在店里上
牌，就购买了新款电动
自行车。“这个款式是目
前店内最畅销的一款，

这周已经订出去了十几
辆 ， 个 别 颜 色 已 经 断
货。”工作人员说。

“电动自行车速度太
快 挺 危 险 的 ， 尤 其 雨
天 ， 一 刹 车 就 可 能 侧
滑。”“路上总能遇到狂
奔的电动自行车，尤其
是一些外卖员骑车速度
很 快 ， 有 潜 在 危 险 。”

“要想限制速度，必须从
源头上控制。”……记者
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
多数人对新国标表示赞
同，认为电动自行车速
度过快不安全，限速很
有必要。据业内人士分
析，虽然目前路上还有
一些电动自行车车速过
快，但以后新上市的电
动 自 行 车 都 执 行 新 国
标，此类情况肯定会越
来越少。

根据新修订的《电动
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电动自行车车速最高不能
超过 25千米∕小时；整车
的重量包含电瓶在内不能
超过 55 千克；电动自行
车必须经过 3C 认证……
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说，此次电动自行车新国
标规定的各项硬性指标，
是为了群众在便利出行的
同时保证安全，各生产、
销售等单位不得对电动自
行车进行任何影响安全性
能的拼装、改装、加装，
要严格遵守新国标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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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光工作室一角

北京市民欣赏来自沧州的石狮北京市民欣赏来自沧州的石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