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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带着咖啡和笔记本电

脑出门，一个拎着刚从菜市场

买来的油条豆浆进家。8 月 31

日一早，家住唐山市路北区培

仁里社区的张雨萧，就和买早

点回来的奶奶撞了个满怀。

时值周末，张雨萧要去家

对面培仁历史文 化 街 里 的 城

市书房上自习。清晨，市井的

烟 火 气 伴 着 古 街 的 风雅韵徐

徐升腾。

培仁历史文化街坐落于大

城山南坡，为培仁里社区所环

抱，可谓“养在深闺”。街区隐

秘且曲径通幽，记者随着张雨

萧，沿着城市书房的螺旋楼梯

拾级而上。望向窗外，一片西

洋风情铺陈开来。

据了解，早在洋务运动时

期，随着唐山工业化起步，大量

外 籍 技 师 就 建 造 了 各 国 风 格

的建筑，这些“洋房子”还融合

了唐山地区民居特色。其中，

城市书房对面的培仁女中，就

是一处留存的百年建筑，被誉

为“冀东地区完全女子中学的

鼻祖”。

“家住古街旁”，是张雨萧

溢于言表的自豪。“很多游客对

唐山的印象是工业重镇，我会

告诉他们这也是一座教育昌盛

的城市。”她说，自己似乎都被

熏染上了文艺气息。

记者来到女中门口时，逸

菊门前一批游客正在拍照“打

卡”。“‘逸菊’有避世隐居之意，

大概是当年的老师希望学生们

闹中取静、安心读书。”培仁历

史文化街讲解员许心介绍。

走进培仁女中，红砖外墙

依旧温润如初，彩色水泥砖透

着釉变的纹路，桌椅斑驳积淀

着光阴，壁炉里的炉灰仿佛刚

刚熄灭……老建筑历经风雨仍

不掩芳华。

像这样的老建筑，在街区

共有 6 栋。“唐山市对老建筑修

旧如故，同时保留居民原生态

生活方式，在文物的活化利用

中 传 承 城 市 历 史 文 脉 。”许 心

说，目前培仁历史文化街已经

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吸引了居民和游客触摸城

市发展的脉络肌理。

街区打造与周边社区环境

提升同步进行。“培仁里社区在

老旧小区改造中，环境更宜居

了 ，楼 房 装 饰 了 坡 屋 顶 、红 墙

面，跟古香古色的建筑风格更

协调，还有外地人也想来这体

验‘唐山生活’。”

“唐山生活”有何特色？评

剧艺术工作室中，老师水袖一

甩，花鞋一蹬，引得一片叫好。

“唐山韵味的腔调抑扬曲折，还

挺好听。”台下的游客轻声交流。

工作室对面，几个女孩在

咖啡馆点了杯“瓷都拿铁”，再配

上刚从“唐山记忆”文创体验馆

购买的北方瓷都元素吊坠、耳

环，“咔嚓！”她们将这偷得浮生

半日闲的时光用手机定格下来。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

“ 岁 月 悠 悠 往 事 如 烟

飘……”下沉广场上，民谣歌手

弹唱一曲《培仁里》，歌声随着

晚风飘荡开来。

暑热褪去，街区的好物集

市 开 始 出 摊 。 漆 器 、扎 染 、掐

丝珐琅等非遗手作摊位前，人

流渐密。古风妆造、裙袂飘飘

的打卡游客旁，擦肩而过趿着

拖 鞋 、摇 着 蒲 扇 的 遛 弯 居 民 ，

营 造 出 的“ 反 差 ”让 记 者 感 觉

仿佛穿越。

“培仁里对游客和居民都

有吸引力。我们努力通过氛围

营造和沉浸式体验，让这一片

区历经百年岁月洗礼后，焕发

新活力。”许心说。

从城市书房出来，张雨萧得

知了一个新消息：免费的“培仁

夜校”正在开课，为青年提供精

神“夜宵”。她查看了国学、茶艺

等课程，并报了名。

纵览新闻记者 张晓悦

（原 载 于《河 北 新 闻 网》

2024 年 9月 4日）

本报讯 为丰富和活跃社

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建

浓厚和谐社区氛围，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夙愿，9

月 12 日，缸窑街道前后村社区

联合益民枫叶评剧团在前后村

社区院内开展“喜迎中秋 情系

居民”为主题的文艺汇演活动。

本次活动在丰富社区居民

业余生活的同时，也促进了大家

生活交流与沟通，增强了社区居

民之间的友谊，更促进社区工作

的顺利开展。通过引领居民广

泛参与社区活动，让小家与大家

架构亲情，连接纽带，为构建社

区和谐文明创造良机，受到了居

民的高度好评，使社区工作迈上

新台阶。 （范亚男 杨文进）

本报讯 近 日 ，龙 东 街 道

北 一 社 区 通 过 开 展“ 移 风 易

俗 传 文 明 友 善 和 睦 好 家 风 ”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深 入 开 展 移

风 易 俗 工 作 ，进 一 步 引 导 广

大群众形成文明、友善、和睦

的良好家风。

活动中，志愿者深入社区

向 居 民 发 放 移 风 易 俗 倡 议

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

群 众 抵 制 封 建 迷 信 、婚 丧 陋

习、铺张浪费等不良习气，引

导 居 民 摒 弃 陈 规 陋 习 ，树 立

文 明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把 移

风 易 俗 理 念 传 播 到 居 民 的 心

里 ，以 实 际 行 动 引 领 良 好 社

会风俗。

（奕兵 丁亚楠）

本报讯 在中秋节来临之

际，为了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

和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

氛围，缸窑街道三益楼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路北区

西缸窑第二小学组织开展“情

暖 中 秋 幸 福 邻 里 ”我 们 的 节

日·中秋节主题活动。

活动伊始，美术老师和社

区居民、小学生们一起制作精

美 挂 件 。 从 古 老 的 皮 草 工 艺

到现代的艺术创新，手工制作

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小

老师们”一一指导爷爷奶奶动

手操作，“奶奶，像我这样，把

针穿到下面再穿回来。”大家

互相欣赏着彼此的作品，笑靥

如花，活动气氛温馨融洽。“这

个 钥 匙 链 我 太 喜 欢 了 。 这 次

活 动 不 仅 让 我 们 感 受 到 了 手

工制作的乐趣，还让我觉得跟

孩子们在一起，我们更年轻更

快乐了！”孔德英大姨高兴地

说道，“下次有这样的活动，还

叫我们参加！”

手工活动不仅丰富了社区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高老年

人动手动脑能力，有益于老年

人的身心健康，真正做到老有

所乐，老有所为，同时也为大家

搭建了沟通交流平台，进一步

加深了邻里之间的情感。中秋

佳节人团圆，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还准备好过节的礼品，

走家串户地慰问了辖区困难老

人，给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

三益楼社区一直以来致力

于“一老一幼”工作，关注辖区

老年人晚年生活，助力辖区青

少年成长，希望通过多种形式

的活动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归

属感和幸福感。

（范亚男 杨文进）

我家住在古街旁

图为游客和市民在培仁里逛“好物集市”。 刘品卿 摄

北一社区开展移风易俗活动

三益楼社区

开展“情暖中秋 幸福邻里”中秋节主题活动

前后村社区

开展“喜迎中秋 情系居民”文艺演出

本报讯（记者 曹瑞云）

为进一步深挖中秋节的文化

内涵，营造温馨祥和的节日

氛围,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

际，光明街道美域第三社区

开展了“移风易俗迎中秋，文

明新风过佳节”系列活动。

为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倡导移风易俗新风尚，社区

工作人员首先讲解了中秋节

的由来和传统民俗，并结合

一个个家喻户晓的家风故事

宣 传 移 风 易 俗 倡 树 文 明 新

风，引导居民自觉抵制奢靡

之风，反对铺张浪费，树立文

明、节俭、健康的生活理念，

以更环保、更有意义的形式

欢庆佳节，做文明新风的践

行者。

亲手制作月饼是中秋节

最重要的仪式感。在美域第

三社区临时“幸福厨房”里，

摆满了制作月饼的原材料，

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气息，

在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大

家 兴 致 勃 勃 地 开 始 制 作 月

饼，和面、搓面团、搓馅儿料、

压模，大家分工明确，有条不

紊地进行各种制作工序，一

边 干 活 一 边 聊 起 生 活 的 点

滴，分享近期的趣事，不一会

儿，一个个精美的月饼呈现

在大家的眼前。烘烤后的月

饼又香又甜，大家一起其乐

融融分享新鲜的月饼，共度

团圆和谐的中秋佳节。

通 过 此 次 活 动 ，不 仅 传

承和发扬了优秀传统民俗，

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营

造了邻里和睦的社区氛围，

还让移风易俗的文明理念深

入人心，有效提高了居民对

移风易俗的认知度。

移风易俗迎中秋 文明新风过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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