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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上午，唐山市图书馆
社会科学文献借阅区人来人往，

“‘阅’见春天，拥抱诗和远方——
‘阅读+旅游’主题图书展”吸引了
大批读者。

“这份‘唐山旅游线路导览图’能
外借吗？”“这是书展赠品，可以送给
您。”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旅游线路
导览图，来自唐山市路北区的读者李
青很兴奋。她告诉记者，春天到了，
自己正与几位好友相约踏青郊游，

“现在一图在手，唐山景点任我走！”
《旅行即生活：工薪上班族也可

以看世界》《国家地理推荐旅游地：
中国 100 风情小镇》……在书展开
放式阅览区，记者看到，书架上各类
旅游主题的图书琳琅满目。

“我们集中调配了近千册旅游
专题图书供读者品读、借阅。”唐山
市图书馆副馆长杜景瑞说，此次书
展旨在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多了
解、认识国内外名胜古迹及其背后
的历史文化，让“万卷书”和“万里
路”交汇融通。

临近中午，进入书展现场的读
者不减反增。

“中午吃饭等位的人比较多，先
来这里看会儿书。”唐山市路北区市
民韩芳带着几名“背包客”朋友一同

前来。作为一群摄影爱好者，这个上
午，他们将南湖春柳、早樱等悉数收
入镜头。“中午到唐山宴吃个饭，下午
去丰南河头老街继续拍。”韩芳说。

唐山市图书馆坐落于唐山南
湖·开滦旅游景区旁边。“向北是文
旅商业综合体唐山宴，往南是特色
景点湖畔里，和图书馆直线距离都
不超过 500 米。”杜景瑞说，作为一
座与景区相得益彰的图书馆，唐山
市图书馆建筑外观简约大气，颇具
现代风格，内部装修以“书山”“阶
梯”为主题，古今交融、中西合璧，本
身也是一个市内游览打卡地。

书展活动志愿者、唐山市图书
馆成人文献借阅部副主任杨海江向
韩芳一行推荐了《摄影美学》《从全
世界路过：旅行摄影完全攻略》等图
书，听说他们下一站目的地是西藏
拉萨，就又递上一本《最远的旅行，
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拉萨
散步》，并告诉他们，本次参展的所
有图书均可借阅。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也是
我和‘驴友’西藏自驾游出发的日
子。”把刚刚借到的书籍装进行囊，
韩芳说，接下来的日子，自己将在旅
行中读书，在读书中思考，“这样的
旅行会更有意义。”

4 月 12 日下午，伴随着舒缓的
音乐，保定市竞秀区新市场街道玉
兰花园社区 B 区的草坪上，30多个
社区居民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认
真地学习八段锦。

这是该社区面向社区居民开设
的免费健身公开课，该堂课的授课
老师李秀华是练习八段锦二十余年
的社会体育指导员。

“没有门槛，也不收费，只要有
兴趣，健身公开课谁都可以参加，老
师特别专业。”今年 60 岁的该小区
居民张媛媛说，练习八段锦一段时
间以来，她感觉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搬到该社区仅一年多的时间，
张媛媛通过加入社区太极拳社群，
免费学习了八段锦、太极拳、太极扇
等多种健身运动，多次参加社区活
动展演。而像这样的健身社群，目
前该社区还有5个。

说起组建健身社群的初衷，玉
兰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海青介
绍，该社区是一个2020年开始入住
的新社区。建设之初，开发商就将
其定位在全年龄友好社区，配套建
设了室外健身步道、乒乓球台、迷你
足球场等健身场地。为用好这些场
地设施，社区联合开发商和物业，积
极把科学的健身指导送到居民身
边，送到居民心坎上。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召开业主
议事会等，玉兰花园社区“量身定
制”健身指导服务。不少年轻的居
民反映想下班后在社区学练瑜伽，
社区就成立了瑜伽社群；中老年居
民想学太极拳，社区就成立了太极
拳社群……

走进社区中心一楼共享大厅，

电子屏幕上的“玉兰花园社区 4 月
活动”映入眼帘，包括舞蹈、瑜伽、太
极拳、成人形体等十多项60余次课
程，每天都有。“活动课程都有专业
老师指导，每个月还会根据相关社
群的兴趣进行调整。”王海青说。

为了聘请到专业的指导力量，
该社区积极联络市、区体育部门选
派相关项目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同
时，注重发挥社区居民中“运动高
手”的作用。

社区居民李国学是一名有着30
多年球龄的乒乓球高手，多次在不同
级别的群众乒乓球赛事中获奖，被推
选为乒乓球社群的指导老师。

“小区有两处室外乒乓球场地，
地下车库还开辟了一块乒乓球场
地。”李国学介绍，乒乓球社群几乎每
天活动，看到不少居民喜欢打乒乓
球，物业每年组织两场业主乒乓球比
赛，去年的参赛队伍达28支。

“保定是‘奥运冠军之城’，我们
社区还住着4位奥运冠军呢。”王海
青说，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社区携手
奥运冠军居民实施“冠军社区”计
划，举办以奥运冠军居民名字命名
的中小学生游泳比赛，聘请奥运冠
军居民担任社区跑团形象大使等，
进一步浓厚了社区全民健身氛围。

得益于多样的运动场地、活跃
的健身社群以及丰富的赛事活动，
2023年，玉兰花园社区跻身河北省

“最美全民健身社区”。
“近期，我们将开放社区内的百

姓健身房，聘请专业教练指导居民
健身；还将新增儿童体适能社群，让
更多的小朋友不出社区就能得到专
业的运动指导。”王海青说。

特色书展
万卷书相伴万里路

河北日报记者 汤润清 王育民

量身定制
科学健身进社区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最近，正定小商品夜市频频霸榜热
搜，吸引着各地游客蜂拥而来。据4月16
日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以来，这里周
末日客流量超2万人次。

正定靠什么赢得了流量，又是怎样接
下了这“泼天的富贵”？火了的正定小商
品夜市，如何才能一直火下去？记者进行
了调查采访。

■ 凭啥这么火？

一进入正定小商品夜市，记者就被眼
前的景象震撼了。四周人头攒动，五颜六
色的招牌闪烁，走在狭窄却热闹的街道
上，你会被潮水般的人流挤着往前走。拍
照的、吃东西的，还有拉着行李箱往来穿
梭的，吆喝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个占地1万多
平方米、有 600 多个摊位的夜市，每天只
需花几个小时就“建”了起来。这里白天
是正定小商品市场的停车场，随着傍晚市
场闭店下班，就会迅速被大排档“占领”。

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那四溢的香气。
新疆烤肉、东北锅包肉、武汉热干面……
天南海北的美食在这里欢聚，升腾出浓浓
的人间烟火气。

一家烧卖摊位前，热气缭绕。“就是为
了正定烧卖赶来的，快馋死了。”专门从北
京过来的“90后”姑娘王丽，一下高铁便直
奔夜市，排了半小时队就为吃上这一口。

“香迷糊了，真是不虚此行！”王丽捏
起一个热气腾腾的烧卖，轻轻咬上一口，
兴奋地说。

来自广东的李香兰夫妇在网上刷到
过夜市视频，这次是慕名而来。“一千多种
美食，真的吃不完。”两人早就做好了攻
略，晚上逛夜市，白天去转转南城门、荣国
府，来个正定深度游。

“一天能卖 400 多份，从来没见过这
么多人！好多人从外地赶来，有邢台、保
定的，还有山西、山东、内蒙古的。”高阿姨
锅巴土豆摊主高云翠高兴得合不拢嘴，

“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咱正定了！”
板面哥摊位十分火爆，前面排起了长

长的队。眼瞅着夜市火了，干了 12 年服
装生意的老板娘钱玉芬，今年转行卖起了
板面。“好多外地人就是冲着这碗板面来
的。自从发到抖音、快手上，粉丝越来越

多了。”钱玉芬满脸喜色。
“正定的爆火，不只是网络流量的偶

然发酵，更因为这座老牌文旅城市的创新
契合了文旅消费市场的新变化。”河北大
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邢慧斌认
为，为了一餐美食说走就走，为了一场体
验千里奔赴，文旅消费越来越往沉浸式、
体验式、参与式方向发展，游客更关注体
验感和满意度。

让游客体验好，正定想得比游客要
多。听到网友反馈手机信号差、如厕难，
当地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第二天就安排了
电信运营商的大型应急通信车，第三天就
运来了移动卫生间。堵车和停车的问题，
也正在积极想办法。怕需求没摸清，县领
导还带队去“吃夜市”。

在邢慧斌看来，正定小商品夜市的火
爆，并非偶然。近年来，正定不断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扎实推进古城风貌恢复
提升，不断完善文旅公共服务，古城魅力
持续焕发。如今的正定，到处都是热气腾
腾的模样，春节期间入选全国五大热门景
点之一，接待游客 863.76万人次，同比增

长466%。

■ 如何继续火？

每天凌晨 3 时，钱玉芬出摊结束后，
会连夜和员工复盘，根据游客反馈调整板
面口味。

“我现在每天都在学习。”现在游客多
了，钱玉芬觉得，得紧跟大家口味需求，不
然就错失这波流量了。

顾客说啥赶紧改。“这不，大家反映等
的时间有点长，第二天我就买来一口新
锅，两口锅一起煮。”钱玉芬笑着说。

不仅钱玉芬，整个正定都在“自我优
化”，不断补齐短板。在正定，各部门随时
查看游客投诉、评论，梳理各类信息，有问
题马上查找、落实。

火爆出圈之后，正定如何更好地接住
这“泼天的富贵”，继续火下去？

“所有的发展都要讲效益，如何变人
气为实际收益，把‘流量’变‘留量’，这是
正定需要思考和突破的问题。”邢慧斌建
议，政府层面加强引导，做好产业化和品
牌化两篇文章，不断延伸夜经济产业链，

拓展更多元化的产品体系，促进文旅消费
提档升级，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消
费品牌。

有些专家认为，新媒体传播也是城市
“破圈”的重要一环。自媒体时代的游客
同时也是传播者，要围绕城市特质和优势
量身定制推广方案，借助热门话题叠加流
量，把正定夜市的口碑越传越远。

但在邢慧斌看来，要想持久火下去，
必须做好从“打造出爆款”到“运营好 IP”
的思维转变。要以文旅活动为抓手，深度
挖掘文化内涵，打造以古城文化底蕴为基
础的城市 IP，让来过的游客念念不忘，没
来的游客心生渴望。此外，还要在火热的
旅游市场中识别问题和发现薄弱环节，以
游客需求为导向，尽快解决并持续提升旅
游服务水平、增强治理能力。

“正定能否继续赢得游客的欢心，尚
待时间来验证。”邢慧斌说，但可以确定
的是，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服
务越贴心，关怀越暖心，游客就会越走
心，文旅产业也就能在厚积薄发中迎来
大发展。

火了的正定夜市，如何一直火下去？
河北日报记者 王丽平 周 洁

春 季 的 衡 水 湖 ，蓝 天 碧 水 ，水 鸟
低飞。

3 月 20 日，记者走进衡水湖南岸的
冀州博物馆，通过丰富馆藏和各类展陈，
感受古城的历史脉动。

上古时期，禹划野分州，冀州为“九
州之首”。“河北作为燕赵故地，是古冀州
的重要组成部分。”冀州博物馆馆长刘长
雨介绍，河北省简称“冀”，就来源于此。

走进博物馆大厅，一面巨型浮雕墙
映入眼帘。浮雕墙上，一条蜿蜒曲折的
大河将大禹、冀州鼎、信都书院等富有冀
州特色的“文化符号”串联在一起，让人
们对冀州历史有了一个整体认知。博物
馆展览面积 3000多平方米，馆藏文物近
500件，基本陈列以“九州之首”为主题，
通过“文明起源”“煌煌两汉”“纷呈魏晋”

“盛世大唐”“宋辽纷争”“明清文华”等 8

个展区，对冀州各时期文物遗存、历史名
人和重大事件，进行了全面展示。

在讲解员夏钰的引领下，记者首先
来到博物馆序厅，只见一块块类似纱帐
的电子屏幕，构成了一条长长的走廊，让
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些屏幕以
声光电的形式，再现了冀州、兖州、青州、
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的分
布范围，展示了九州文化的深厚内涵，科
技感十足。参观者置身其中，可以沉浸
式了解天下九州的过往千年。”夏钰说。

走廊尽头，一尊造型古朴、纹饰流畅
的青铜大鼎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根据相
关史料复原的中华九鼎中的冀州鼎，彰
显了冀州作为‘九州之首’的历史地位。”
夏钰介绍，大禹治水后，令各州贡献青
铜，铸造九鼎，以一鼎代表一州。九鼎为
一圆八方，根据“天圆地方”“冀为中州”
的说法，冀州鼎被铸为中央圆形大鼎。

史书记载，汉高祖刘邦于冀州设信
都郡，初建冀州古城，促进了农业和工商
业发展。记者在衡水市冀州区北关村，
曾看到一处绵延数百米的汉代夯土城
墙，残垣之上虽然布满枯草，但仍依稀可
辨当年的雄壮。

“作为汉代诸侯王的封地，冀州留存
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也成
为冀州博物馆展陈的亮点。”夏钰引领记
者来到“煌煌两汉”展区，两件黑石制成
的文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其中一件为
造型精美的黑石熨斗架，通高 63 厘米，
底部为正方形，浮雕一兽。其背部承托
一圆柱状架体，上面浮雕四只昂首垂尾
的虎形兽。熨斗架中间有个孔，是插熨
斗柄用的。另一件为通高46.5厘米的黑
石豆形器，豆盖上部有一对“亲密”的小
鸟，豆柄上浮雕三只虎形兽，底座上浮雕
一只俯卧状虎形兽，应是古代用来盛食
物的器具。

夏钰告诉记者，这两件文物是在冀
州孙郑李墓出土的，属于一级文物，其精
美别致的造型，充分体现了汉代冀州地

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也佐证了史书
中刘姓诸侯王“生居此地、没即葬焉”的
史实。

西汉经学家秦恭、东晋高僧释道安、
北魏政治家冯太后、隋朝天文学家刘焯、
唐朝“竹溪六逸”中的孔巢父、近代书法
家胡宗照……冀州文化灿烂，人杰地灵，
几千年来，涌现出数不尽的风流人物。
如今这些人物故事，以图文或音视频的
方式，浓缩于冀州博物馆内。

“东汉时期，我们冀州出现了一位
刻苦学习的典型人物，他就是‘头悬梁’
的孙敬，他的故事不仅激励着后人，也
成为冀州人民崇文好学、自强不息的缩
影。”同行的冀州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副局长朱清志介绍，崇文好学是古冀州
最为鲜明的文化特色，到了明清时期，
城内的信都书院远近闻名，书院人才为
一时之盛。

幼而求学，长而经商，是冀州自古以
来的传统风尚。到了明清时期，冀州商
人遍及全国各地，在许多行业中还形成
了“冀州帮”。走进博物馆“明清文华”展
区，北京琉璃厂“冀州街”、天津卫里“小
冀州”等场景被复原。此外，杨寿山的北
京全聚德烤鸭店、傅秀山的“金鸡牌”鞋
油，一批由冀州人创办的老字号商铺，也
在博物馆内进行了集中展示，全面反映
了冀州人民勤劳务实、自强不息的精神。

为了吸引更多人走进博物馆，冀州
博物馆还设立了非遗文创展区，对田园
棉手织布、小燕子剪纸、葫芦烙画、景泰
蓝花丝等特色非遗产品进行全面推介。
去年以来，冀州博物馆相继策划推出“追
寻历史足迹 探访先祖遗址”“千古风流
人物，还看冀州”等研学课程，先后接待
省内外研学游客1万余人次。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冀州历史，我们
还在线上打造了3D虚拟展览，用数字化
手段将博物馆经典藏品呈现出来，全面
展现冀州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让文物
活起来、火起来。”刘长雨说。

“九州之首”古韵悠长
——冀州博物馆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 2024 届人力资源管

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本

科毕业生高跃就业协议书

丢失，编号：2400849，声明

作废。

声 明

① 3月 20日，冀州博物馆内的黑石
熨斗架（仿）。

② 3月 20日，冀州博物馆内的三彩
划花牡丹纹腰圆枕。

③ 3月 20日，冀州博物馆内的卧式
人面鱼形陶俑。

本组图片均由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4月16日，正定小商品夜市人头攒动，游客在购买各色美食。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4月13日，在唐山市图书馆“阅读+旅游”主题图书展展区，工作人员向
读者推荐旅游相关书籍。 河北日报记者 王育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