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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张留国——
记者：这些年，你通过骑行收获了什

么？
张留国：骑行锻炼了我的身体，让我结

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给我的生活增添
了很多乐趣，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我对家乡
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对家乡的感情也越
来越深。沧州，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
市，在大运河的滋养下，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沧州会
更加令人瞩目，而作为骑行爱好者的我，也
将继续见证这一切。

@赵爽——
记者：社区工作千头万绪，你是怎样做

好这份工作的？

赵爽：社区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元，
社区治理水平，关乎社会治理的成效。从事
社区工作十多年，我总结出一条经验——想
要干好社区工作，只需要两个字，那就是

“服务”。把老百姓的闹心事、烦心事解决
了，社区工作也就做到位了。

@林如月——
记者：你觉得向青少年宣传家乡文化的

意义是什么？
林如月：家乡文化是每个地方独特的

精神内涵和历史积淀。向青少年宣传家乡
文化，可以增进他们对家乡的感情，进而
引导他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用传统文化精髓滋养青少年，有
利于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京杭大运河·沧
州快乐骑行团宣传环
保理念

◀小赵爱心调解
室成员交流调解经验

◀林如月和孩子
们一同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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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坚持绘青春我以坚持绘青春

青春应当如何度过？对于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不管这答案怎样千差万别，但我相
信，奋斗、奉献、拼搏，一定会是出现次
数最多的几个词汇。

新时代是追梦者的时代，也是广大
青年成就梦想的时代。从研发尖端科技
到扎根基层乡村，从投身公益活动到宣
传家乡文化……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坚
定理想信念，用青春和汗水在各个领域

书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也为国家
繁荣富强和社会发展进步贡献着青春力
量。

梦想的花朵要以“坚持之水”浇灌，
因为逐梦之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作为年轻人，我们感受着时代的脉动，
也肩负着历史赋予的责任和担当。前方
越是荆棘密布，我们越要坚定方向勇敢
向前。

认真学习，踏实工作，坚持开拓创
新，不被浮躁所扰，不为安逸所惑，这才
是青年该有的状态。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唯有坚持不懈、
勇敢担当，才能赢得未来。

待到若干年后，梦想变成现实，再回
头看看那些曾经看似难以逾越的山峰和无
法抵达的彼岸，其实也不过如此。而那些
以梦为马、激情奋斗的日子，会成为我们
一生的财富。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在这样的日子
里，让我们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认准
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诸多困
难，甚至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爬过的
每一道坡、迈过的每一道坎，都会让我
们收获满满。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坚持与奋斗，是
青春最好的注脚。

奔跑吧，向着梦想的方向！

奔跑奔跑，，向着梦想的方向向着梦想的方向

主持人说主持人说

■ 知 言

沧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
市，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
为一名沧州人，自 2016年从事
传统文化推广工作以来，我思
考最多的就是如何让更多青少
年爱上家乡文化。

这些年，我们充分发掘
沧州的历史文化底蕴，举办
了很多文化类公益活动，例
如传统文化进校园、开笔礼、
拜师礼等，以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形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文化是岁月的沉淀，更是
一座城市的灵魂。提起沧州，
无论大人还是孩子，自然而然
就会想到武术、杂技、铁狮
子、火锅鸡。其实除了这些，
沧州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从 2018年开始，我们先后
拍摄了 4部沧州成语故事教育
短剧，让沧州孩子演绎沧州故
事。之后，我们又以公益的形
式，在各个学校以及网络上播
放这些短剧。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让更多的沧州孩子了解家
乡、爱上家乡、宣传家乡。

在这 4部短剧中，我们最
先拍摄的是《实事求是》。

沧 州 是 成 语 “ 实 事 求
是”的发源地，为了讲好这
个故事，我们把自己逼成了
多面手——当起装修工人，把
儒悦书院的教室改造成了“宫
殿”；化身裁缝，缝制出一件
件精美的汉代服装……除了这
些，我们还写剧本、做道具、
找场地，这些工作都是利用业
余时间完成的。

对于我们来说，拍短剧本
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
上所有演员都是孩子，演出经
验几乎为零，一部短剧拍下
来，少说也要四五个月。

其实，耗费精力不算什
么，最让我头疼的是资金短缺。

拍摄一部短剧的费用大

概在 3 万元左右。曾经，由
于种种原因，儒悦书院一度
陷入困境，甚至到了连房租
都交不起的地步。为此，我把
一件珍藏多年的艺术品押给了
房东，直到后来补齐房租，
才把那件艺术品拿回来。那
份抵押合同，我至今还留着。

可是即便这样，在那段时
间里，我们依然在为推广家乡
文化而努力着。拍摄沧州成语
故事教育短剧，组织开展传统
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等公益活
动，此外，我们还参与编撰了
两本介绍沧州历史文化、名人
故事、民风民俗等内容的书
籍。

这些年，很多人问我，为
什么坚持做宣传家乡文化这件
事？

历史文化是前人智慧的积
淀，更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
沧州是一座拥有 1500多年历史
的文化古城，作为沧州人，我
热爱我的家乡，更痴迷于家乡
的文化。宣传家乡，我责无旁
贷。

我愿做一名引路人，讲好
沧州故事，让更多孩子了解沧
州的历史、热爱沧州的文化，
也希望这些孩子能成为家乡的
宣传者、代言人。

让更多青少年爱上家乡文化让更多青少年爱上家乡文化
林如月（41岁）

沧州儒悦书院院长

一转眼，我从事社区工作
已经十多年了。

在这十多年里，我最大的
收获就是得到了居民的信任和
支持——他们在遇到难处或是
有矛盾时，总会主动找我解
决。

我是 2020年来到运河区育
才路社区担任社区书记的。

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年
轻人，如何尽快融入到居民
中间，成了我最先考虑的事
情。

那段时间，我没事儿就在
小区里溜达，主动找居民聊
天。一来二去，不少居民认识
了我。

育才路社区一共有 4个小
区，共计3258户居民，居民人
数比较多。

在日常生活中，居民之间
难免产生矛盾。虽然这些矛盾
大多是家长里短的小事，但如
果不及时解决，就很有可能变
成大矛盾。

为此，我在社区成立了小
赵爱心调解室，专门调解居民
矛盾。

我记得特别清楚，小赵爱
心调解室刚一成立，就有居
民找了过来——两户居民因装
修问题产生矛盾，入住后仍未
解决，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争
吵。

得知情况后，我一次次上
门沟通，拿出法律文件与双方
协商，把道理“掰开揉碎”了
说给双方听，最终让这两户居
民握手言和。

说实话，调解居民矛盾没
什么妙招，无非是用真情、多
倾听、常换位、想办法。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居民
知道了社区里有个小赵爱心调
解室，并愿意来到这里寻求帮
助。

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
焰高。为了帮助更多居民解决
矛盾，我开始为小赵爱心调解
室“招兵买马”。如今，小赵爱

心调解室共有 9位成员，有社
区工作者，还有辖区居民、爱
心律师、包片民警。

我们建立了健全的调解机
制，并定期组织成员深入剖析
调解案例，总结教训，汲取经
验，以便更好地开展调解工
作。

在大家的努力下，小赵爱
心调解室在居民中的口碑越
来越好。不光是遇到矛盾的
时候，居民在生活中遇到困
难也会想到我们。小赵爱心
调解室自 2023 年成立以来，
先后帮助 3 位居民找到了工
作。

从去年年初开始，我们社
区经常会在星期六晚上组织开
展“能人夜市”活动，小赵爱
心调解室的成员也会参加。我
们在现场为居民解决问题，还
会邀请律师、民警前来为居民
答疑解惑。

小赵爱心调解室成立以
来，我们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
纷近百件，调解室的墙壁上挂
满了居民送来的锦旗。

远亲不如近邻。和谐的邻
里关系温暖人心，也会带动社
会风气和谐向好。这些年，在
育才路社区，居民矛盾少了，
社区氛围更加和谐了。每当我
走在小区里，居民笑呵呵地向
我打招呼时，我就感到特别自
豪。

爱心调解室爱心调解室暖了居民心暖了居民心
赵 爽（35岁）

运河区育才路社区党委书记

我是从 2016 年开始骑行
的，当时只是为了锻炼身
体，没有固定的骑行路线，
每天骑到哪儿算哪儿。

近几年，沧州城市建设日
新月异，尤其是运河两岸，修
建了不少游园，堤顶路也实现
了全线贯通。越来越多的骑行
爱好者在运河堤顶路一边健身
一边欣赏美景，我就是其中一
个。

2023 年年初，我们组建
了一支专门骑游运河堤顶路
的队伍——京杭大运河·沧州
快乐骑行团，我有幸被推选
为团长。

我们这支队伍有近 300名
队员，年龄从十几岁到七十
多岁不等。每天，我们和这
座城市一起迎接初升的太
阳，运河堤顶路就是我们

“打卡”的地方。碧水河畔，
绿树荫下，都留下了我们飞
驰的身影和欢声笑语。

我们在骑行中享受着快
乐，也在骑行中感受着这座
城市的魅力与变化——南川
楼、朗吟楼、东光谢家坝、
吴桥杂技大世界……骑行在
大运河畔，沿途的每一处风
景都让人沉醉不已。

也正因如此，作为城市
发展的受益人，我们想为家
乡出一份力，更想让骑行更
有意义。

我们邀请沧州红十字蓝
天救援队的成员来讲解急救
知识，向队员们传授心肺复
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作
步骤和要点。这样一来，我
们在骑行时，一旦遇到紧急
情况，就能及时进行自救或
互救。

平时，我们也在努力维
护运河两岸的环境卫生。骑
行时，我们每个人都随身带
着一个袋子，只要看到垃
圾，就会把它捡起来放到袋
子里，用这种方式呼吁大家

保护碧水蓝天。
在我们骑行团里，很多

人有过沿运河从沧州骑行到
杭州的经历。他们为沧州设
计了一面旗帜，并在骑行过
程中进行展示。

从沧州到杭州，一路下
来，他们不仅欣赏美景，还
宣传家乡——向当地人介绍
沧州的历史文化和近些年的
发展变化，邀请人们到大运
河沧州段看一看。

去年 9月，一队骑友计划
从北京出发向南骑行，途中
会经过沧州。我们得知消息
后，第一时间向他们发出了
邀请。

骑友抵达沧州那天，我
们到青县兴济镇接他们，带
他们吃沧州的特色美食火锅
鸡，游览南川老街、园博
园、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馆……

在我们的带领下，骑友
一边游览一边赞叹。说实
话，那一刻，我特别自豪。

这些年，我们在骑行中
欣赏着运河两岸的美景，感
受着城市建设带来的变化，
每天心里都美滋滋的。

作为一名沧州人，我感
觉幸福极了——我骑行，我
健康，我快乐！

在骑行中感受城市变化在骑行中感受城市变化
张留国（43岁）

京杭大运河·沧州快乐骑行团团长

张留国（右一）邀请外地骑友来沧州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