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13日 星期一

版面编辑：张灵 视觉编辑：褚林 3要闻

本报调查
在石家庄市公里街东侧，一座建造于

百年前的法式老建筑，静静地矗立着。
它就是正太饭店，石家庄的城市原

点。人来人往，四季轮回，如一位饱经风霜
的百岁老人，它见证了往昔辉煌，目睹着
城市成长，却渐渐淹没在繁华街市中。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去年11月
开始，历经一年时间修复，这座沉寂多年
的百年老建筑重焕新生。如今，这里已经
变身城市文化新地标、市民网红打卡地。

百年正太“重生”的背后，有着怎样的
故事？

修旧如旧、建新如旧，是
修复也是“重生”

11 月 5 日，湖南市民杨晨希一到石
家庄，就把正太饭店添进了打卡名单。在
她看来，如果只看一座建筑就能了解石家
庄，正太饭店是最好的代表。

精致的玻璃花窗、怀旧的旋转楼梯、
斑驳的暗红色地砖，走进这座经过岁月浸
润的建筑，恍如瞬间穿越回百年前。

“原来石家庄这么有历史！”看罢法式
小楼的优雅身姿，听完这座城市的前世今
生，杨晨希对石家庄的印象刷新了。

为什么说正太饭店是石家庄的城市
原点呢？

这要从正太铁路的修建讲起。1907
年，正太铁路建成通车，石家庄成为京汉、
正太铁路的交会点。因为这样的机缘巧
合，这座华北平原上的小村庄，开始了城
市化进程。

同年，正太铁路当局在石家庄站附近
修建了正太饭店。这里成为当时国内名流
来石家庄的下榻之所，孙中山、吴禄贞等
都曾来过。

2022年，石家庄以城市更新为契机，
对正太饭店进行保护性修缮。

如何原汁原味地还原历史风貌，是最
大的难点。

作为建筑修缮设计方，上海华东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历史建筑保护设计
院设计师苏萍有着深深的文物情结：“尽
可能按照原材料、原工艺，遵循最小干预
原则将其修好。”

“那些岁月留下的印迹，正是这座百
年建筑的魅力所在，每一个细节背后，都
可能是一段生动的历史。”苏萍说，修缮工
作的重点，就是保留这些细节，让它们用
无声的方式讲述故事。

比如地面上的花砖，就让工人们下了
一番大功夫。“修缮的时候，很多都已经损
坏了，为了尽可能恢复原貌，第一件事就
是摸清家底。”苏萍说。

细致到什么程度呢？几千块花砖，一
块块甄别，按照损毁程度分成四类，分类
进行修补、重铺。

实在没办法修复的，只能找工厂“复
刻”。为了在色泽、磨损程度上尽可能契合
旧砖，他们一次次尝试配比，仅是送到现
场的砖就有四种配色。

在修缮过程中，类似于跟地砖“死磕”
的情况，还有很多。为了保护一行字，设计
团队甚至修改了设计方案。

“在修复中，工作人员把墙上的粉除
掉，忽然发现了这行字。”苏萍介绍，经过
专家考证，这是正太饭店的法文名称。为
了让更多游客看到它，设计团队临时修改
方案，把客房改成了书房，还专门在墙上
加了一个透气玻璃罩。

与其他历史建筑不同，正太饭店经历
了四次大规模加建，各个时期的材料、工
艺都不同，怎么做好修复，也考验着修复
团队。

“每一条砖缝的宽度，都精确到毫
米。”苏萍说，不同时期的两道墙交接
处，旧砖 45毫米高，而新砖是 50毫米，
修建时为了确保楼层高度一致，砖缝都经
过精确计算。因此，每一条砖缝的修缮，
都很讲究。

曾经历经繁华的百年建筑，又“活”过
来了。

“走在这样的老建筑里，真的仿佛回
到了百年前。”一群正忙着拍照打卡的年
轻人说，以前对石家庄的了解仅限于书

本，今天走进这座清水砖建筑，瞬间有了
全新的理解和感受。

让人们走进来，把故事讲下去

近日，从正太饭店公众号上看到讲座
信息后，家住附近的刘子健大爷马上
报名。

在古香古色的百年老建筑里，听一场
关于石家庄历史的讲座。这场别有风味的
交流，引来不少市民参加，小书房里挤得
满满当当。

“仿佛被拉进了历史长河，大大丰富
了这座建筑的内涵。”酷爱钻研历史的刘
大爷，觉得这样的讲座“好听又好看”。

如何让历史建筑活化再利用？石家庄
一直在思考、探索。

“在城市更新中，颜值不是第一位的，
活力才是。”在石家庄市文旅投集团总经
理陈刚看来，更重要的，是业态的融入，让
人们可以走进来，欣赏它、使用它，进而了
解石家庄的历史文化。

如今，正太饭店有很多时髦的“打开
方式”——

你可以在 100 多年前的餐厅里吃一
顿米其林大餐，让味蕾沉浸在美食美味之
中；你可以在洒满阳光的天井里喝个下午
茶，享受一个静谧的午后；你还可以在古
香古色的书房里读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
心灵之旅……

正太饭店火了，人们相约而来，人气

已经跃居美团、抖音等四个平台第一。这
样的受热捧程度，让运营总经理梁志英猝
不及防。

老建筑依托城市更新重生，也由此引
发一场讨论：如何让历史遗产融入城市
发展？

傍晚的中山路，车流不息。晚霞中，
市民刘玲偏爱在毗邻正太饭店的临街取
景——修旧如故的青砖建筑，背后是栉
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历史的”石家庄与

“当下的”石家庄不期而遇。
从这里一路向西，是湾里庙步行

街，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乐队歌手的
低吟浅唱、悄然兴起的新业态在这里
交汇。

“迷人的老建筑，活力的新都市。”和
许多生活在石家庄的外地人一样，刘玲热
爱这座城市的生动细节。在她眼中，石家
庄有历史底蕴，又生机勃勃。

建筑是老的，岁月是新的。
“对于这幢拥有116年历史的建筑来

说，我们也许只是其中的过客，但我们有
义务将它修复完整，让它以更美的姿态走
向下一个100年。”梁志英说，在正太饭店
工作，是出于一种情怀，希望挖掘百年老
建筑之美。

梁志英还有很多
期待：“把更多公共空
间留给市民游客共享，
让更多人走进来，创造
新的故事。”

百 年 正 太“ 重 生 记 ”
——看历史老建筑如何变身城市文化新地标

河北日报记者 张文君 周 洁 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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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软枣猕猴桃：从“哑炮”到“网红”
河北日报记者 孙也达

“你今天来得正好，要是明天来，藤
上就一颗果也不剩了。”

前不久，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石河
镇五里台村，记者刚下车，种植大户董刚
就向记者介绍起软枣猕猴桃的销售
情况。

软枣猕猴桃种植方式和葡萄类似，
成熟的果实呈绿色，大小和成人拇指一
般。2016 年，董刚将软枣猕猴桃从东北
引种到山海关，利用自家的 2 亩多地试
种。2018年，第一批软枣猕猴桃上市，但
是当年的销售情况只能用“凄惨”来
形容。

“当年秦皇岛市场不认这东西。”董
刚说，本以为这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
能一炮而红，没想到竟是“哑炮”。不服
输的董刚寻思，传统市场不行就想办法
通过网络卖。“和传统猕猴桃比，软枣猕
猴桃营养价值更高，表面光滑无毛，应
该更受欢迎才是。”董刚认为，软枣猕猴
桃喜凉，冬季需要足够长时间的低温供
其吸养储能，生长期温度不能过高，还
要有足够湿润的空气，秦皇岛的气候特
别适合种植。

于是，董刚根据自己的想法开始做
直播，并在 2019 年初流转了 50 多亩土
地，成立了秦皇岛市晴萱家庭农场。董刚
说，2019年，在质疑声中他成功通过直播
卖出第一箱软枣猕猴桃，此后供不应求，
最高卖到了每斤50元，成了“网红”水果。

这场翻身仗是如何打赢的呢？
“那一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跑东

北，学习种植、养护技术，剪枝、施
肥、授粉的时间和频率都进行了改进，
果子卖相更好了，销量也就上来了。”
董刚说。

眼见董刚开始挣钱，五里台村及附
近村庄的村民也加入到种植软枣猕猴桃
的队伍中来。

“我家4亩地原来种玉米，一年也就
收个三四千元，改种了软枣猕猴桃，今年
收入了近 10 万元。”64 岁的五里台村村
民刘印说，种植技术找董刚学的，自己不
会直播就让孩子弄。“我家的果子都是通
过网络直接卖给消费者，不让中间商赚
差价。”刘印笑着说。

到目前，山海关区的软枣猕猴桃

种植面积已超过 500 亩，连续 3 年实
现翻番式增长，带动 150 余户农民增
收致富，销售范围几乎覆盖全国所有
省份。

在秦皇岛彬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这里的软枣猕猴桃和其它的有
所不同。“这是我们新引进的红色软枣
猕猴桃，口感更甜，储存时间更长。”公
司负责人尹天越说，公司计划以农业
产业园模式进行高标准规范化种植，
推动山海关区软枣猕猴桃产业向高端
迈进。

10月31日拍摄的修缮后的正太饭店。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天气冷了，门窗要及时关。季节交替，孩
子们容易生病……”11月6日早7时，雄安史家
胡同小学校长张欣欣走进教学楼，操着一口纯
正的北京腔叮嘱管理员。

每天早上，张欣欣都要转遍校园每一个角
落。操场的草坪有没有被踏坏？食堂的卫生
有没有问题？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他牵挂，

“像牵挂自己的孩子一样”。
2019年5月15日，作为北京市支持雄安“三

校一院”（北京四中雄安校区、雄安史家胡同小
学、雄安北海幼儿园、雄安宣武医院）项目专班
成员，时任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的张欣欣
来到雄安，当天就留下来开展前期调研工作。

从征地拆迁到规划建设，张欣欣负责全程
督导“三校”工程建设。“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此
前没开设过任何分校区，建设雄安史家胡同小
学意义非凡！”张欣欣说。

当时，“三校”所在之处还是村庄和麦田，
拆迁后成为一片孤零零的工地。“除了项目部
搭建的临时板房，周边没有别的建筑，到了夜
晚一片漆黑。”张欣欣说。

若不是亲身参与，很难想象由一名老师转变
为“工头儿”的艰辛。由于工期紧张，张欣欣吃住
都在工地。“冬天板房里没有暖气，在屋里也要穿
着军大衣。”他说，自己是运动员出身，过去冬天
连秋裤都不穿，在工地则要套上厚厚的绒裤。

工作条件可以将就，工程质量却不打折
扣。“这是雄安新区首批全过程绿色建筑三星
项目之一，代表业内最高水平。临时用房、临
时道路均可循环利用，智能控制系统可通过人
体感应自动调节能源设备。”张欣欣介绍。

到雄安工作的 4 年零 5 个月间，张欣欣有
三次超过 180天没回家。年迈的父母很理解：

“要干就干出个样儿来！把北京的优质教育资
源带到雄安，服务千年大计！”

今年 9 月 1 日，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揭牌开
学。校徽上的布被揭开的那一刻，张欣欣心潮
澎湃，眼前的校园崭新而又熟悉：融入史家传
统红墙文化的徽派围院，和北京校区同样进门
可见的和谐石、大槐树，体现史家胡同小学特
色的新生笑脸墙……

“等到这一天，一切付出都值得了！我还
要继续坚守，让学校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张
欣欣介绍，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派出“3+1”管理团队，即1名执行校长、2名校
长助理常驻新区，1名副校长每月定期到新区。

“北京和雄安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上一节‘双师课’……”11
月6日下午，张欣欣带记者走进录播教室，观摩京雄两地史家胡同小学“隔
空连线”的“双师课堂”。

“为了让雄安的年轻教师快速成长，学校为他们配备了北京校区的‘师
傅’，‘一对一’指导。”张欣欣介绍，两校共同开展教研活动、云端“同上一堂
课”，逐步实现办学理念、课程体系、教研培训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每天早上 7 点半，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的操场上便活跃着不少学生，跑
步、跳绳、做体操……在张欣欣的倡议下，孩子们踊跃参加这项特色教学活
动，从小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

“未来雄安，心向往之。”这是张欣欣的微信朋友圈里最近更新的一条消
息。“尽己之力，在雄安打造承接疏解教育标杆，让好教风好学风照亮孩子一
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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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校长张欣欣与学生们一起在操场上
运动。 刘光昱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雅楠）11月
12日，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现场交流活动在沧州市举办，河北
省9人上榜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9 位上榜者分别是：精准走刀
“写匠心”，13年零失误的轧辊加工
技师张衍朝；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
兴，把困难村变成“网红村”的刘博、
李玉法；心系群众倾心尽力解决百
姓困难的村党支部书记郝保德；16
年拾捡20余万个废弃水瓶帮助200
余人的“爱心奶奶”范木兰；拾荒助
学累计帮助500余名贫困学子的九
旬老人刘义；8 年累计义务救援抛
锚车 4000 余辆的出租车司机崔敬
辉；危难时刻救起三名落水儿童的
热心村民崔国营；勇救落水儿童献
出生命的“00后”尹新朋。

本次发布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文明网、电影
频道节目中心、中共河北省委宣传

部、河北省文明办承办，中共沧州市
委宣传部、沧州市文明办协办。经
各地推荐、网友点赞评议和专家评
审等环节，共有 150 人（组）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
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在活动现场，把困难村变成“网
红村”的刘博和李玉法以朴实无华、
饱含真情的话语分享了各自的心路
历程。李玉法说：“我是土生土长的
卷掌村人，对家乡人民加快发展的
迫切心情感同身受。在工作中，又
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刘博，就更有干
劲了。”当主持人问及刘博与李玉法
离开在村里任职的岗位后依然帮助
山里的孩子找“城里亲戚”的初衷
时，刘博表示，他们就是想让山里的
孩子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走好未来
人生道路。

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新
时代好少年”代表与此次上榜“中国
好人”进行了互动交流。

河 北 9 人 入 选 今 年
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9位上榜者分别是：

精准走刀“写匠心”，13年零失误的轧辊加工技师张衍朝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把困难村变成“网红村”的刘博、李玉法
心系群众倾心尽力解决百姓困难的村党支部书记郝保德
16年拾捡20余万个废弃水瓶帮助200余人的“爱心奶奶”范木兰
拾荒助学累计帮助500余名贫困学子的九旬老人刘义
8年累计义务救援抛锚车4000余辆的出租车司机崔敬辉
危难时刻救起三名落水儿童的热心村民崔国营
勇救落水儿童献出生命的“00后”尹新朋

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
（上接第一版）看群众“吃得怎么样，穿得怎
么样，情绪怎么样”。目前，该县已开展了
11轮走访，收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89个，
并把解决受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纳入台
账，及时解决，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诉求有人
听、政策有人讲、困难有人帮。

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跟着先进
学，向着实效求。在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
过程中，饶阳县深化防汛救灾“五级包联”
机制，发放《重点任务明白卡》《困难问题收
集卡》和《重要社情民意清单》《主要工作成

效清单》，要求每名包联干部“手拿‘两卡’
‘两单’到基层包联，脚沾泥土在群众身
边”，努力将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成效
清单”。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7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8000余人次，帮助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3600多个。

指导群众秋耕秋收、协助整治城乡环
境、排查抢修基础设施、帮扶特困群体、组织
心理疏导、开展健康义诊……饶阳县紧扣群
众需求，启动了“量体裁衣送服务，党群连心
手拉手”专项行动，组织59个县直部门开展

“六送服务”（金融服务、医疗服务、农技服务、
就业服务、司法服务、志愿服务），1200余名
机关党员干部变身“小红帽”志愿者参与其
中，把贴心的服务送到受灾群众的家门口。

44条公路水毁路段全部实现贯通、22.8
万亩冬小麦如期播种、5000 余亩补栽改种
的蔬菜陆续成熟……在各方支持支援和全
县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饶阳县受灾群众
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速回归正轨。“党员
干部只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用心用情解
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将灾后恢复重建过程
转变为‘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的过程，就一定能夺取灾后恢复重建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雷博宁说。

（上接第一版）结合开展第二批
主题教育，大力弘扬抗洪救灾
精神，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分解
任务，加强调度督办，确保习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落 地
见效。

会 议 还 集 体 学 习 了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法 ，审 议 了《河 北
省 国 有 企 业 改 革 深 化 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3—2025
年）》《河 北 省 防 汛 避 险 人 员
转 移 条 例（草 案）》《河 北 省 引
黄 工 程 运 行 管 理 规 定（ 草
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