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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再现漕运繁荣

商无水不兴，城无水不旺。台儿庄就曾是一座因运
河而兴的古城。沿运河往来的商船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庞
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更使台儿庄形成了独特的文
化。从史料和古城现存的53处遗址来看，中国传统的晋
派、徽派、闽南派等不同风格的建筑就都曾聚集于此。

如何完整呈现当年的繁荣场景，对于保护古城文化
显然十分重要。台儿庄古城设立了漕运度量衡展览馆、
票号文化展馆、中国运河税史博物馆等数十处展馆，便
于人们全方位、多层次感知古城曾经的繁荣。

比如唐人街上，商铺前的招牌和商标旗帜往往是最
显眼的“中国标志”与文化符号。台儿庄古城的“中国
运河招幌博物馆”，则通过招幌牌匾搜集、整理、展出，
集中呈现了运河沿线的中国传统商业广告与商标文化，
还原了中国招幌随华侨华人走出国门前的样子。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台儿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
是南北文化相接、沿海与内陆文化交汇之处，是一个文
化元素非常多样的地方。因此，相比于把这些反映古城
生活内容的剪影放在一个篮子里，分门别类地按主题还
原这些文化元素显然更合适。”山东省台儿庄古城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说。

弹痕墙记录抗战精神

事实上，真正让这座古城家喻户晓的，还是1938年
那场著名的“台儿庄大捷”。 尽管当年激烈的巷战让古
城本身遭到很大破坏，但中国军民在台儿庄重创日本侵
略者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
页。自此以后，台儿庄便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
地”，抗战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台儿庄的文化之中。

在台儿庄运河街市景区的东部，有几处老旧的房
屋。乍看上去虽不显眼，但房屋外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
却被保护至今，忠实地记录了当年战斗的惨烈。这些被
保护起来的弹孔墙不仅是无声的“历史见证者”，更是中
国军民抗战精神的真实写照。

正是由于运河文化的多元性与台儿庄战役的历史背
景，如今修缮重建后的台儿庄古城也成为不少海外华侨
华人寻根问祖的重要去处，特别是在海峡两岸人员交流
方面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

“台儿庄有世界华侨华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在联系海外华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前
述负责人表示，未来当地还将组织多种形式的“文化出
海”活动，积极赴美国、韩国、东南亚各地传播古城文
化。

谋发展注重保护生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交通运输手段的丰富，现
代经济中运河漕运的优势已经明显下降，因此台儿庄地
区要想发展好自身经济，就必须依靠新的“比较优势”。

据了解，近年来当地积极采取重修古城、增加海峡
两岸人文交流、加强保护生态环境等措施，积极盘活台
儿庄的历史文化和生态资源，发展旅游休闲产业，促进
当地就业增收。数据显示，重修后的台儿庄古城2016年
接待游客 503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2.52 亿元；2017
年元宵节当天，中外游客数量更是达到了10.16万人次，
同比增长30.25%。

旅游经济交出靓丽“成绩单”的背后，既离不开台
儿庄独特的历史文化，又与当地注重保护自然生态的努
力密不可分。在台儿庄东侧的陶沟河湿地，水网纵横交
错，金灿灿的油菜花海令人心旷神怡。据湿地负责人柴
学军介绍，陶沟河湿地是台儿庄运河国家湿地公园的一
部分，其中原生态水域13延长公里，整个湿地面积10平
方公里。“上游的原生态水域是绝不许开发的；水域中游
是体验区，将修建栈道，供游人观赏水鸟、植被；下游
与运河湿地接壤部分作为涵养区，将进一步净化水域，
退耕还湿。”柴学军对记者说。

山东台儿庄：

古城文化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近 日 ， 一 场 空
巢老人和大学生的
签约仪式，在湖北
武汉龙王庙社区服
务中心举行。20 多
名老人和大学生志
愿 者 结 成 互 助 对
子，大学生们每周
抽出固定时间帮助和陪伴老人，
老人则腾出一间空余的房间给大
学生免费居住。

这个被称为“空巢不空，租
客守望”的“亲情互换”养老模
式，由一家社工服务组织发起。
租客事先须经过老年护理常识的
培训：对行动不便的，放热水袋
要防止烫伤；对有健忘症的，需
要经常提醒……这些细节，都是
培训的重点。签约大学生要通过
社工服务组织把关和考核，社工
服务组织还会给签约协议的双方
建档，留下相关证件复印件；老
人须出具一份房屋物品清单，以
保障他们的权益。这样的“亲情
互换”，为双方提供了良好的互
补、互助渠道。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与今后
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的一个重
要特征。截至 2015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22 亿，占总
人口的 16.15%。预计到 2020 年，
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 亿，老龄化
水平达到 17.17%；2025 年，60 岁
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还有数据显
示，我国有约 1/3 的老人处于独
居、空巢状态。“十三五”时期是
应对老龄化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
窗口期，能否利用好这段时间应
对银发浪潮，关系到我国未来的
发展。

这其中，如何养老，是一个
重要问题。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
很多政策，支持养老产业的发
展；各地也想了很多办法，以多
种方式解决养老问题。但相对而
言，我国养老资源仍然不足。一
些地方公立福利院的床位，甚至要等8—10年。而且，因为
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也正在弱化。在这样的情
况下，“亲情互换”的模式，可说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积
极探索，值得研究、完善和推广。

这样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养老问题的解决，社会是
很重要的存量资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一步盘活。加
强社会建设，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人们之间搭建各种各
样、大大小小的相互支撑的平台，通过这种平台的建设，
使社会获得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和稳定。而对于养老而
言，社会建设的意义，正是找到更多如“亲情互换”这样
的支撑点，形成更大的支撑力。

应对老龄化问题，宏观的、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固然
重要，但微观的、操作层面的、主动的应对措施和办法，
同样重要。发展，需要发声，更需要发力；落实，需要司
令，更需要班长。应对老龄化，政府有责任，民间也可
为；职能部门当仁不让，各行各业也都可以有所作为。从
现实出发，多想办法、多找资源，把更多人调动起来、让
更多人行动起来。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各界真正重
视这个问题了，类似“亲情互换”的养老探索一定会层出
不穷。

养老，是今天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每个人明天的问
题。政府加强引导，构建多元参与、多层次养老服务体
系、多样化养老服务模式，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传统文
化伦理的养老模式，才能让更多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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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份，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位于山东省枣庄市的台儿庄，以各种形式纪念1938年那
场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久而久之，台儿庄也就成为联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历史情思的重要平台与纽
带。日前，记者来到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的台儿庄故地，在共同缅怀民族英烈的同时，探寻当地历史
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现状。

▶大图为蓝天下台儿庄西城
门 （资料图片）。

▶右侧小图为台儿庄古城唯
一的“水门”——安澜门。

本报记者 王俊岭摄
▼左下小图为山东台儿庄附

近的陶沟河湿地。 高启民摄

时事点评

一团团、一簇簇硕大的花冠，层层叠叠粉嘟嘟的花
瓣围绕着金黄色的花蕊盛开着，姿态优美、颜色各异的
牡丹花镶嵌在密密的绿叶之中，散发出扑鼻的香味。

竹屋内，来自德、美、俄、澳、印等国家的 40余位
国际友人铺开宣纸，用毛笔调色，笔肚饱含水分，笔尖
略蘸胭脂，从左至右轻轻落笔渗化、顺势而发，不多
时，一朵朵雍容华贵、艳而不媚的牡丹花便跃然而出
……这是4月9日发生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九华乡妙源
村的一个场景。

九华乡位于浙江省衢州地区西北部，山清水秀、风
景优美，有衢州佛教胜地九华灵鹫山，为区别于安徽九
华山故亦称“小九华山”。在九华乡妙源村，有一座隐
于深山的梧桐祖殿，每当立春之日，这里都要举办祭祀
主管农事春神句芒的活动。

2016 年，以衢州柯城“九华立春祭”等为代表的中
国“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
会 委 员 、 民 俗 学 家 刘 锡 诚 赞 叹
说，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有自
己的春神及其神话，而中国古代
的春神就是句芒，衢州这处殿宇
是全国唯一保存句芒习俗信仰的
地方。

姜红升是柯城人，5年前在宁
波 成 立 “ 红 牡 丹 书 画 国 际 交 流
社”，致力于中国书画国际教学和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他通过富有魅
力的中国书法与国画，尝试着传播
中国文化艺术的新模式。这次把活
动办到家乡，将他最擅长的国画

“红牡丹”与“九华立春祭”相结
合，把国画和二十四节气联系起
来，以花为媒，让家乡画师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在梧桐祖庙前共同绘画，架起一座
九华非遗文化通向世界的桥梁。

来自澳大利亚的吉莉安跟随姜红升学画3年，并深深
爱上了中国文化。她说：“我对中国伟大的文明一直有很
浓厚的兴趣，比如长城，它就像一条腾飞的东方巨龙，
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令我崇敬。今天，我
又知道了九华乡的这个小山村，除了迷人的风景之外，
竟然还有祭祀春神这么古老的民俗文化，我内心很震
撼。”

她挥毫写下了心中的话：在中华文化交融世界的历
史画卷上，世界各国友人用中国笔墨，共筑当代“中国
文化长城”——用中华优秀的文化与国色天香的牡丹，
表达世界人民对人类和平、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
求。

英国留学生梅·艾莉丝说，回国后，她一定要把中国
这些关于春天的美丽神话与朋友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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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商务部和苏州市政府捐建的“姑苏园”是位于世贸组织总部院落内唯一的园林，坐落在世贸组织总部入
口南侧，紧邻城市干道。“姑苏园”在建造设计上以苏州园林庭院空间景观为主景，营造步移景换的丰富景观效果，
成为日内瓦吸引游人驻足的一道风景线。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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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友人走进衢州小山村

“我和牡丹有个约会”“我和牡丹有个约会”

新华社巴黎4月11日电（记者韩冰） 总部位于
巴黎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11 日公布数据显示，
2016年中国葡萄酒消费量初步统计达 17.2亿升，比
2015年增长6.9％，增幅位居全球之首。

据统计，去年全球葡萄酒消费量达242亿升，比
2015年微增0.4％；美国以31.8亿升的消费量位居世
界第一。

数据表明，2016 年中国葡萄酒生产量达 11.4 亿
升。同期，全球葡萄酒生产量达267亿升，较前一年
下滑约3.26％。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还称，2016年中国葡萄
园面积继续增长，总面积达 84.7万公顷，比 2015年
增加1.7万公顷。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葡萄园面积
依然位居第二，仅次于西班牙的97.5万公顷。

中国葡萄酒消费量增幅居全球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