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与《承德
日报·热河周末》风雨同行了整整30年。

30载激情岁月，栉风沐雨，写尽紫塞
无限事；数万篇丽句清词，勤窗苦旅，传媒
故里万般情。

今天，在庆祝《热河周末》30 岁生日
之际，我该用怎样的光阴，重温一次与你
的际遇？该用怎样的言语，记录下与你的
点点滴滴？当祝福沿着我的思绪盘旋，我
衷心地祝福你：生日快乐！

一直以来，我把《热河周末》作为自己
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我不仅可以倾诉，也
可以倾听，这是一个学习的园地，也是一
个交流的平台。编辑虽然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我的那份情感却始终不渝，那份情
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浓厚。

报纸的副刊在我看来就是报纸文化
底蕴的生动体现，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份报
纸文化品位的象征。《热河周末》在众多的
纸媒副刊中特点鲜明：一是浓郁质朴的地
方特色，很多文字质朴淡雅，叙写本土山
川大地和故乡人物，读来倍感亲切自然；
二是精准雅致的文化定位，发表的众多作
品体现了编者立足承德、放眼全国的办刊
宗旨；三是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每每读
到周末推送的文字，总能让人感受到冀北

子民对这块大地的挚爱，还有字里行间流
露出来的浓浓乡情。

30 年来，我的稿件频频在这里与读
者见面，主要以杂文、随笔、特写、散文居
多。尤其是前几年，《热河周末》时常向我
约稿，约我撰写了许多重头随笔和时评，
许多都是连续性的，每每接到这样的任
务，我便感到肩上有了一种沉甸甸的责
任。

在许多读者为我的一篇篇文章点赞
的时候，我为编辑的慧眼和真情而动容，
我为文字里鲜活的正能量而感动，我的情
感在字里行间自由驰骋，自由地抒发与延
展。心灵上的满足，精神上的欣慰与快
乐，都是我以往所不曾有过的。我不知道
这些心灵的韵律能够打动多少来来去去
的过客，但我依然在键盘上诉说着心灵的
激情。心里有一份神往，梦里有一份等
待，生活中有一份感动，这就是热河周末
给我带来的最美好的景致。

岁月不仅催人老，岁月同样催着一张
报纸逐渐成长。30 年，与人而言是青春
勃发、锐气十足的光景，与一张报纸副刊
而言，应当说已经褪去青涩，趋于成熟。
副刊对于一张报纸而言，既是点睛之笔，
亦是开放窗口。

“新闻招客，副刊留客”。进一步说，
新闻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副刊具有久长的
感染力！尽管，我们每天的生活不由自主
地被电视、广播、手机、网络铺天盖地的东
西席卷着、左右着，但是，思想和情感却不
是那么容易被框定的。事实上，思想的冶
炼和情感的流向，主要是文化的渗透，文
化的浸润。而一个作者与副刊的关系，是
种子与母土的关系。一个有色彩、有生命
力的副刊园地里，必有有智慧、有眼光、有
甘愿为他人作嫁衣的人在支撑，在运作。
为此，我对副刊编辑，不仅有敬仰之心，更
有亲切之感。

报纸副刊毕竟是新闻的一部分，不可

分割。它是正刊的补充、拓展和延续。没
有时效性的副刊是陈年旧货；没有依托性
的副刊是空中楼阁。

多年来，让我感同身受的是热河
周末的编辑，他们都是自觉与自信的
文化实践者，其素质至少包括三个方
面：眼光、智慧、胸怀。眼光是一种期
待，是一种捕捉，是一种衡量，是一种
抉择；智慧是一种运筹，是一种调理，
是一种打造，是一种呈献；胸怀是一种
诚恳，是一种认同，是一种豁达，是一
种尊重。

写什么？怎么写？写家有写家的尺
度。编什么？怎么编？编辑有编辑的取
向。这些都是信仰、理念、趣味在头脑里
发挥着作用。即：文化的作用！

热河周末的编辑，作为文化的传播
者，面对千千万万的作品全方位涌来，理
所当然地要把好关，让那些昂扬的美丽的
充满积极人生态度的文字流入读者的眼
睛，并且滋养温暖着心灵。

在迎接热河周末生日之际，请允我采
一缕阳光的温暖，携一抹文墨的幽香，捻
一丝花草的馥郁，带一卷诗文的芬芳，为
你的30周年庆典，为你辉煌的过去和壮
丽的未来高歌！

时代需要正能量，人民呼唤正能
量，网络期盼正能量。“正能量是总要
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
事”。7 月 24 日，由中央网信办主办的
2022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
正式启动网络展播投票。活动通过展示
一批有传播力的网络正能量作品，团结
一批有创造力的网络正能量作者，营造
起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的网络氛
围。

正能量之所以成为正能量，就是
因为它们能在潜移默化、春风化雨
中，带动着整个社会风气向上、向
善、向美转变。回顾以往的网络精品
征集展播活动，在一篇篇文字、一幅
幅图片、一部部音视频、一个个专题
专栏、一项项主题活动之中，亿万网
民看到的是正能量的充沛、好声音的
唱响、主旋律的激昂。时代的“大”
来源于无数的“小”，正能量要时刻

“在线”，催发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
最具决定作用的要素。这亦是决定我
们在网络空间“走多远”的关键所
在。“2022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
播活动”，正是为此而来。

“心若有光，花自芬芳。”去年 10
月，一篇文章让很多人认识了成成的妈
妈王喜南，这位平凡的母亲，靠着自学
的知识给听障儿子做康复，将孩子送入
大学，20年来，这位母亲又帮助了数以
千计的家庭；年去 5 月，一条短视频

《破防！当校长抓到了一个不好好吃饭
的男孩……》 让众多网友“暖哭了”，
大家纷纷留言：“可敬的校长，懂事的
孩子”“有爱，便能充满温暖”；为了兑
现和母亲之间的约定，28岁的安徽小伙
汪明辉带着吉他，和癌症晚期的母亲一
起踏上旅途……在正能量展播作品

《2022，他们正能量满格｜了不起的
“暖心人”》里，我们看到了为孩子撑
起一片可以茁壮成长的天，为乡村学生
铺出一条走出大山的路，为父母打开一
扇看到美丽风景的窗。一个个平凡而又
了不起的好故事，给了无数人勇气和力量。不拘一格的创作方
式，进一步激发了年轻人选择自己所擅长的方式去表达情感，
也让正能量有了更多可以被观察的角度。在不二马大叔笔下的
故事里，武松武二郎和胖虎赵铁柱携手，一道成为了保护大自
然维护生态环境的护林员；藏族男孩格旦曲桑没有足球鞋，他
的好朋友巴桑加布是个左撇子，于是两小将共享球鞋凑成黄金
左右脚；广西百色一名患抑郁症的初中女生在一家花店门口徘
徊，花店老板了解到情况后，主动给女孩送了一束向日葵并安
慰开导……在正能量展播作品《漫话中国》里，一幅幅画作让
网友们更能感受到正能量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以漫画形式来
展现时代大主题，正是契合了年轻族群的审美理念。在一笔一
划的温暖笔触下，展现的是中国气象“大写意”。

中国正能量，让正能量更充沛。一篇篇正能量文字给予
精神启迪，一幅幅正能量图片紧抓观众眼球，一部部正能量
音视频作品让人过目不忘，一个个正能量专题专栏展现美丽
中国，一项项正能量主题活动诉说美好时代……活动正如指
尖向心间集结的正能量磁场，吸引更多人向往它、奔向它。
让正能量更充沛，同样离不开亿万网民的支持，一个点赞、
一次转发、一条评论，个体再小的正能量，都能汇聚成这个
时代的灿烂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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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兵的“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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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伟锋

【周末随笔】【周末关注】

益生菌 改善肠道菌群平衡

详见6版

“朋友们，今天咱们来到了夹墙山
……”一身骑行服，一台用自拍杆拍摄
的华为手机，镜头里的西西活泼开朗，
一脸真诚地向人们介绍着承德的山水
美景。在她的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旅
行达人西西已经发布了20个视频，粉
丝近8千人。“谢谢你把承德的美景分
享出来，你的视频有自己的独特角度，
记录了承德的另外一种美，很棒。”在
评论区里，有网友这样留言说。

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每一
个人都可以利用手中的手机或者相
机，随手拍摄一些在城市行走的路途
素材，再利用剪辑软件配上简单的音
乐和文字，就可以一键生成短视频，发
布在各种平台上。如今，这样的分享

方式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也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体验生
活、分享快乐。

“我是去年去离宫遛弯，一次偶然
的机会开始发布视频的。无论是在山
体公园里俯瞰万家灯火，还是去双滦
和山上的猴子们亲密接触，短视频捕
捉到了我在旅行中的喜怒哀乐，记录
了我在家乡的漫步故事视频配上思考
后的文字分享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西西告诉记者，
随着她发布视频的增加，很多网友开
始“催更”“点单”，请西西去承德某个
景点骑行拍摄，也有很多外地网友看
了她的视频之后，来到承德旅行。“下
一步我有直播的想法，希望体验这种
方式记录生活，也把家乡更多的美介
绍给大家。”西西说。

“别赶路，去感受路。”这是城市漫
步爱好者王倩最喜欢的一句话。和西
西不同，她喜欢用手账的方式记录下
自己漫步的感受。“打开旅行手账本，
写写画画，在本上画下沿途风景、心
情或者美食，再把途中照片打印出来
贴在本子上，每写完一篇这样的城市
手账我都觉得特别治愈。”王倩说，她

喜欢徒步城市之后，坐在房间里复盘
的过程，这个熟悉的城市在这样的重
温之中渐渐变得厚重，她也通过不断
行走、记录，发现着城市更多层次的
美，体验家乡的呼吸和心跳，在平凡生
活中享受着每一个当下。

城市漫步城市漫步，，发现承德的另一种美发现承德的另一种美
□ 本报记者 刘春雨

或独行、或约上三两好友，在城市
街头漫步，逛逛老胡同，尝尝新味道。用
双脚探索家乡，深入城市街巷，和这座山
城同呼吸……这个夏天，City walk（意为
“城市漫步”）成为很多人喜爱的新休闲

方式和社交方式，从线上火到线下。在
承德，越来越多人走上街头，感受城
市的美好，体验山城街巷的烟火

味道，在漫步中发现承德的另
一种美。

“徒步的快乐你可懂？承德太美
啦！”7月23日，10个承德小伙伴相约
结伴而行，在隆化县茅荆坝国家森林公
园感受徒步的快乐。“徒步 4 个小时，
一路上，经历了晴天到暴雨，也收获了
友情和好风景。这样的结伴漫步，我还
想要参加！”马夏说。前不久，马夏在
某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徒步招募贴，博主
以“热河青年”的名义，发布了徒步、
打水仗、周末剧本杀等“潮流”活动，
寻找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探索城市，
以行走的方式“阅读”山城，欣赏自然
风景、探索承德风物。这样的微旅游方
式也吸引了许多像马夏一样的年轻人参
与其中，体验这种自由随心、慢节奏的
旅游方式。

90 后男生张佳欣算是一个资深的
“城市漫步”者，他曾在一个月之内，4
次走完从承德大桥到凤凰山大桥的
滨河健身步道。当漫步在武烈河
边，野鸭在晨光中嬉戏，沐浴着余
晖的老人在器材上健身，迎宾路
上，头戴黄色头盔的快递小哥骑行
而过……这样温馨而生动的场景，经
常出现在张佳欣徒步的路程中，让他每
一天都对这座生活多年的城市增添着更为
温情更为细腻的感受。“在我看来，这才是
这座城市的本质，让我浸润其中，感受深刻
而丰满。”无论是老胡同里的一砖一瓦，还
是武烈河边的青草野趣，都流露着承德独
有的烟火气和文化生命力，在行走中，他似
乎触摸到了家乡深厚细腻的城市灵魂。

据 DT 财经和 DT 研究院联合发布
的《2023 旅游调研报告》显示，82%的人
选择城市漫步，走街串巷，在漫步中了解
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历史与文化、时尚与
创新。“与跟团旅游相比，城市漫步更加
自由，不用局限在哪些景点，而是可以灵
活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近日，记者也
实地体验了一次从小佟沟到西大街的城
市漫步，沿着南营子大街到旱河步行街，
城市发展脉络逐渐浮现眼前。只有慢下
来用心感受，才能领略隐藏在城市角落
的文化内涵。

“你好，旧时光。这里让我找回
了儿时的记忆。”7 月 6 日，刘晓和朋
友把城市漫步的第一站设置在了承德
博物馆。在南菜园子、头条胡同的承
德老街地图下面拍个照，漫步在旧时
光气息的展厅里，她的记忆一下子被
拉回了20多年前。对于许多承德本
地居民来说，通过漫步街道，能够感受
这个飞速变化着的城市成长的痕迹。
可能是家门口的一棵树，也可能是十
几年没变过名字的老餐馆，那熟悉的
景色和味道一下子就能让人重温旧时
记忆，让人们重新打量并爱上她。

刘晓在承德土生土长，从小在小
佟沟附近长大的她，对于市区的变化
感受颇深。“我大学在重庆读了四年

书，之后又回到家乡，可以说对于承
德太熟悉了。可是在和朋友漫步街
头的过程中，还是会有新发现。比如
这条街新开了一家冰糕店，我喜欢的
一个洗鞋店换了更加时尚的新牌匾，
这些城市中的点滴变化都让我感到
惊喜。”刘晓表示，每天下班或者周
末，她都会约上好朋友，一起出门走
走。或是开辟一条新的徒步线路，或
者是遵循着某一主题边走边看，这个
过程不仅能够舒缓身心、放松解压，
而且在新的维度对于这座城市有了
更多感受和体验，她觉得比“网红打
卡”似的旅游更有意义。

作为一座有着丰厚历史文化底
蕴的城市，承德有着太多独特元素可

以去感受和挖掘。城市的文化就在
街巷阡陌之中，通过城市漫步，人们
可以和这座城市同呼吸，让自己浸润
于城市文化之中。7月26日晚，在双
滦区元宝街的丰宁非遗主题作品展
馆里，10岁女孩悠悠正在学习剪纸。
在讲解员的指导下，不一会儿工夫，
一张活灵活现的小兔子跃然纸上。
悠悠妈妈告诉记者，暑假期间，她带
着孩子在家乡打卡旅行漫步，用脚步
丈量家乡、了解家乡。“我们设计了几
条涵盖承德山水自然、历史建筑、文
化街区等地的漫步线路，爱家乡才能
爱世界，要让孩子了解我们生活的这
座城市，我觉得这是走万里路的第一
步。”悠悠妈妈表示。

用脚步丈量大美承德

在漫步中爱上承德

记录“漫”生活 分享生活快乐

在承德博物馆拍照留念在承德博物馆拍照留念。。

﹃﹃
热
河
青
年

热
河
青
年
﹄﹄
群
友
聚
会

群
友
聚
会
。。

双滦区鼎盛双滦区鼎盛
元宝街元宝街，，女孩体验女孩体验
丰宁剪纸艺术丰宁剪纸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