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项目展演、
非遗研学、“狮城艺
谈”、青年夜校、群
众文化艺术节……一
年100余场演出、16
个展览及多元化课程
和研学活动，让沧州
人的文化生活越来越
精彩。记者从沧州市
群艺馆获悉，为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
发展，市群艺馆推出
的一批“沧”字号
（沧州特色文化品
牌）群众文化品牌点
亮百姓文化生活。





















节日消费节日消费节日消费 内心富足更重要内心富足更重要内心富足更重要
■■ 北北 思思

年夜饭不去饭店，而是采购新鲜食材
在家做；年货不多买，但品质都有保证；
新衣服不追求大牌，适合自己就好……刚
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很多沧州人理性消
费，过了个内心丰盈的节日。

以往过春节，人们热衷于购置繁多的
年货和高端的服饰，但今年，不少人不再
盲目追逐高消费，转而更加关注内心的富
足。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春节消费
时更善于规划。礼品不再盲目追求高价名
牌，而是挑选实用且饱含心意的物件；年
夜饭不再执着于高档酒店，在家烹制温馨
又实惠；购置服饰也从追求大牌转向注重
性价比与个人风格……这一消费变化并非
生活水平下降，而是人们更加明智地审视
需求，去除消费中的冗余与泡沫。

一场心仪的艺术展览、一次沉浸式的

动漫体验、一场触动心灵的电影，都能让
年轻人甘之如饴。他们通过这些消费，拓
宽视野、丰富阅历，在精神层面收获满
足。也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在这个春节假期
提升自我，学习书法、剪纸等技艺，感受
传统文化魅力，相较于物质消费带来的短
暂满足，这种精神层面的滋养更加持久和
深远。

年轻人对内心富足的追求，为传统节

日赋予了新的内涵。他们用行动诠释新时
代的消费理念，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到了
平衡，也为消费文化注入了一股清新务实
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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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本报通讯员 张 可

传统又时尚传统又时尚
佳节佳节““潮潮””起来起来
■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市区公交市区公交1111路路
成成““怀旧怀旧””主题线路主题线路

艺术夜校 激发青年学习兴趣

本报讯（记者赵宝梅 通讯员刘文环） 印花毛
巾、发条青蛙、火柴盒……这些有年代感的老物
件，是否会勾起你儿时的回忆？日前，沧州市区 11
路公交车上“惊现”诸多怀旧元素，让乘客在出
行路上邂逅一段旧时光。

主题鲜明的车身设计、各个年代的公交车老
照片……走进 11路公交车车厢，一些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特色元素扑面而来，乘客仿佛置身“时
光隧道”，瞬间沉浸在对旧时光的回忆中。记者看
到，车厢栏杆扶手张贴了许多老照片，展示了城
市的发展、过去的家庭布置、公交车车型变化及
老一代公交人热情服务的场景等，车厢尾部还设
置了上世纪 70年代老物件展柜，车载电视则播放
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儿童玩耍的视频，这些都勾
起不少人儿时的回忆。

记者从沧州公交集团获悉，作为市区第一条环
城线，11路公交车可谓与城区建设同频共振，将11
路打造成“怀旧”主题线路，是公交集团的一次文
化创意尝试。这一线路让乘客在感受年代氛围的同
时，还可进一步了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并在出行
中体验公交文化。

拍一套喜气洋洋的“古风”照片、买一些年味
十足的面点、逛一逛新潮的网红打卡地……今年春
节，市民热衷在现代环境中体验传统与时尚碰撞的
魅力。

23岁的刘新策家住新华区百合世嘉小区，春节
期间，她拍了一套“古风”照片作为礼物送给自
己。“南川老街、沧州坊……眼下，沧州有不少适合
拍摄‘古风’照片的地方。打扮成古人的样子，穿
行在传统建筑之间，那种感觉想想就特别美！”刘新
策说。

和刘新策有着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春节
前，我就给几家心仪的摄影工作室打电话预约，但
都需要排队等位。”刘新策说。

去年 10月，于倩倩和朋友在园博园内开了一家
摄影工作室，专门拍摄“古风”写真照。“从开业到
现在，来工作室拍照的顾客络绎不绝，尤其进了腊
月后，我们的拍摄每天都排得满满的，通过网络或
电话咨询业务的顾客非常多。”于倩倩说，为了给顾
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她提前增添了不少喜庆的“古
风”服装，还准备了春联、灯笼等与春节相关的拍
摄道具，“我们春节期间只休息了两三天，订单已经
排到正月十五以后了。”

肚子里塞满“金元宝”的“小蛇”，用“苹果”
“橘子”“福袋”堆叠而成的“聚宝盆”，活灵活现的
“小鱼”，憨态可掬的“狮子”……春节期间，这些
以果蔬汁和面粉为原材料制成的传统面点花饽饽，
同样受到消费者青睐。

“花饽饽是传统美食，不仅健康美味、样子讨
喜，还蕴含着美好寓意。春节假期，花饽饽一摆上
桌，大家就争相拍照，尤其是孩子们，特别开心！”
家住运河区滨河龙韵小区的李梦瑶说。

31岁的褚亚男在新华区经营着一家花饽饽面食
坊，今年春节是她创业开店后经历的第一个春节。
节前，为了迎接蛇年的到来，除了苹果、橘子、寿
桃、聚宝盆等传统造型之外，褚亚男还设计了多款
带有“蛇”元素的花饽饽。“今年春节真是太忙了！
店里一共有 10多个人，可还是忙不过来。从腊八开
始，我每天早上7点到店，凌晨一两点才回家，光是
除夕当天的订单就有六七十个。”褚亚男说。

23岁的刘倩是一名大二学生，春节假期，她邀
请了几位外地同学来沧州玩。“南川老街、中国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州博物馆……这些网
红打卡地我们都去了，在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同
时，还追了一把潮流时尚。”刘倩说。

定制一条得体又时尚的马面裙，剪几幅象征吉
祥美满的窗花、逛一逛非遗集市、品一品传统美
食……传统和新潮碰撞，市井烟火与市场潮流混搭，
年轻人“开心过年”的热情与创意，为沧州第一个

“非遗版”春节注入了更多时代元素与时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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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
‘说学逗唱’……”舞台上，沧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声代表性传
承人、天乐祥曲艺社“班主”郎向
阳侃侃而谈，“‘说’为君，‘唱’
为臣，以‘说’为主，以‘学’当
先，‘逗’则是相声的灵魂。‘说学
逗唱’也是衡量一个相声演员是否
合格的标准。”说到尽兴处，郎向
阳即兴表演了起来，并与现场观众
互动。

这是优秀群众文化品牌“狮
城艺谈”的一幕。为进一步提高
市民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市
群艺馆去年开创了集谈话、鉴
赏、表演、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
访谈节目——“狮城艺谈”。邀请
各艺术门类精英担任主讲人，就
某一艺术门类展开话题，进行深

入阐述和解读。节目开展以来，
已有多位沧州艺术界名人参与，
京剧、插画、相声、杂技、落子
等群众艺术得到了更好的普及和
传承。

已成功举办三届的“狮城群
众文化艺术节”，是我市创建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后，政
府打造示范区创新发展规划的一
个重要文化活动品牌，其主题
新、形式活、参与度广、体验感
强。每届艺术节历时 1个月至 2个
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群众文化
活动 100 余场。艺术节既有狮
舞、杂技等民族民间艺术展演，
又有广场舞、健身操等健康生活
主题活动，还有主题音乐会、儿
童剧等高品质艺术活动，极大地
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正月初三至初七，
市区多个公共文化场所
锣鼓喧天、喜庆热闹，
深受沧州人喜爱的踩高
跷表演，不仅烘托出喜
庆的新年气氛，还为群
众带去欢乐。在南川老
街、中国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文化
艺术中心广场……演员
们脚踏高跷，身着华丽
的戏服，或装扮成英姿
飒爽的古代英雄，或扮
演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生动有趣的表演引得观
众阵阵喝彩。

这 是 “ 非 遗 过 大
年”民间文艺展演活动
中的场景之一。此外，
舞狮、秧歌、落子、大
鼓等非遗项目展演，更
是将沧州的“非遗版”

春节氛围拉满。记者从市群艺馆
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优秀文化展
演、展示和展览等活动，均以非
遗为主线。

在去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中，舞狮、杂技、地方
戏曲、武术等沧州特色非遗节目
让群众直呼过瘾，而运河沿线非
遗项目展示、展览，则巧妙地将
非遗体验融入了旅游线路，引领
群众“跟着非遗游河北”。

以传承优秀非遗文化为主旨
的“非遗亲子课堂”，将面塑、剪
纸、刻纸、编织等孩子们喜爱且
易学的非遗技艺引入课堂，不仅
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
流，还有效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让孩子们在互动
和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过年了，给家人做个美甲、
钩织几件布艺饰品、演唱两首流
行歌曲……45岁的张艳梅第一次
感觉到“技多不压人”。2024年，
张艳梅参加了多期青年夜校培训
班，陆续学习了美甲、串珠、布
艺、唱歌等技艺，收获满满。“只
要有感兴趣的课程，每一期我都
会报名参加，和年轻人在一起上
课，感觉自己也有朝气和活力
了。”张艳梅说。

当下，青年艺术夜校在我市
持续升温，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
到夜校学习画画、茶艺、视频剪
辑、歌舞等。“白天上班，晚上上
学”的新式夜生活渐成潮流。“夜
校学习班的课程一推出，瞬间

‘秒空’，火爆程度远超想象。”市

群艺馆青年艺术夜校负责人说，
每到上课时间，不同职业、不同
年龄的“上班族”如约来到夜校
课堂，尽情享受学习技艺的快乐。

据了解，去年市群艺馆共开
设三期青年艺术夜校课程，包括
工笔画赏析、民族舞组合训练、
歌曲创作入门、咖啡基础手冲体
验等。每期 10余个班（一期四次
课程），服务学员 360 余名。此
外，为期 3 个月的“全民艺术普
及”公益课，囊括了合唱、古典
舞、街舞、古筝、快板、葫芦丝
等 19个课程，从周一至周日不间
断地为学员提供艺术学习交流的
平台。广场舞、东北秧歌及胶州
秧歌等培训班，则让更多群众学
到了舞蹈技能。

节庆节目 提升百姓艺术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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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踩高跷正月里踩高跷。。 魏志广魏志广 摄摄

非遗亲子课堂非遗亲子课堂。。

““狮城艺谈狮城艺谈””节目现场节目现场。。

青年夜校青年夜校。（。（资料片资料片））

褚亚男制作花饽饽褚亚男制作花饽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