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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优秀剧目展演

（河北站）今在省会落幕

评剧小戏《好人》获全国
残疾人艺术汇演一等奖

“万里茶道”沿线

8省区联合推动申遗

省会推出

系列文化惠民演出

我省非遗精品亮相

耶路撒冷国际艺术节

深挖本土资源彰显牛城风采
——聚焦邢台市广大文艺工作者主题创作活动

□记者 曹 铮 实习生 高曼婧
通讯员 郭晓霞

“再唱英雄，我心潮澎湃，燃烧激情让
旗帜不染尘埃。再唱英雄，与英雄同在，
祖国的明天，靠我们托起未来。”邢台县交
通运输局团委书记张琳创作的《再唱英
雄》，通过对抗战英雄的讴歌，燃起人们对
英雄的崇敬之情和对国家的忠诚热爱。

近日，邢台市文联积极响应参与省
文联举办的“迎庆党的十九大——歌唱
祖国 礼赞英雄”主题创作活动，形式
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纷纷启帷。在邢
台市文联的动员下，邢台市广大文艺工
作者深入基层蹲点采风，深入群众体验
生活，汲取创作营养，挖掘创作素材，将
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倾注于笔端，创作

出一批弘扬主旋律，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的文艺作品。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邢台市广大文
学工作者从基层生活中捕捉普通人中不
普通的英雄人物，萃取平凡生活中不平
凡的感人精神。邢台市作家贾兴安的散
文《文殊殿的木工奇迹》，歌颂了精益求
精、踏实肯干的工匠精神；以邢台市孙家
寨村中国好人付宏伟为原型创作的话剧

《大孝村官》和报告文学《大爱无边》，通
过付宏伟放弃城市舒适生活回村创办孝
道村的感人故事，弘扬和传承中华家风
和传统美德；以全国劳模侯凤改的事迹
创作的民间故事《因为爱，所以爱》⋯⋯
一部部作品观照了人民的生活、命运、情
感，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弘扬
了正能量。

走进人民，亲近人民，加强与群众的
文化交流，将精品文化送到基层。沙河
市文联举办“喜迎十九大 颂歌献给党”

诗歌朗诵会，传递对党的无限热爱。南
宫市文广新体局举办“书香你我·文化共
享”掌上数字阅读推广活动，推动全民阅
读，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同时，邢台市文联进一步加强文艺创作
基地建设，使文艺之花在乡村、学校、企
业、军营、社区全面绽放。2017 年 6 月
28 日，柏乡县首个“文艺家创作基地”
在柏乡县泰德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挂牌。“基地的设立是为了让广大文
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企业，
以优秀的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社会、服
务基层、服务企业”，柏乡县文联副主席
王革新表示。

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独具邢
台特色的文艺精品。邢台市音乐家协会
成员创作音乐剧《九千健儿下太行》《这片
深情的热土》《心满意足了》等歌曲；邢台
市钢笔画家协会主席韩秀强创作钢笔画

《太行魂》；植根邢台历史，具有浓郁地方

特色的河北梆子《吕玉兰》、南路丝弦《时
苗留犊》被河北省戏剧家协会评定为优秀
剧目。此外，邢台市文联重视邢台市古村
落的保护发展工作，让古村落美起来、强
起来、富起来，成为邢台文化的一张靓丽
名片。一系列具有邢台地域特色的文艺
精品和品牌活动，激发了群众热爱家乡、
建设家乡的热情。

“通过开展‘歌唱祖国 礼赞英雄’主
题创作活动，一方面推动广大文艺工作者
精品创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让广大文艺工
作者更接地气，使敬仰英雄、争当榜样蔚
然成风，使爱国主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使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得到升华。”邢
台市文联主席睢金山表示，下一步，邢台
市文联将继续围绕迎庆党的十九大开展
一系列主题创作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文
艺家下基层活动，推出更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为人民抒写、为时
代而歌。

歌唱祖国 礼赞英雄

本报讯 （记者曹铮） 近日，第 42 届耶路撒冷
国际艺术节工艺美术展在以色列落下帷幕。河北省
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我省优秀民间工艺美术家参
展，进一步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间文
化交流，搭建起民间文艺国际交流平台。

耶路撒冷国际艺术节工艺美术展每年举办一
届，本次展览共有来自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艺
术家携作品参展。此次艺术节工艺美术展期间，我
省民间工艺美术家带去蔚县剪纸、景县画珐琅和传
统布艺、固安白陶和面塑等具有河北特色的非遗精
品，受到以色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在 14 天的展
览期间，每天有上千名参观者在河北特色工艺美术
品展台前进行参观、咨询、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杨慧丽、刘旭伟）近
日，由中国残联、教育部等联合主办的第
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东部片区）在
山东省济南市举办，由秦皇岛市残联组织
创作、演出的评剧小戏《好人》参演并获得
一等奖。

本次汇演有来自北京、广东、天津等
16 个省（区、市）的 1000 多名演职人员参
赛，100多个节目参加汇演，是历届残疾人
艺术汇演中参赛人数最多、竞争最激烈的
一次。《好人》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其原型人
物是秦皇岛港职工刘光省。他悉心照顾瘫
痪在床的岳母十几年，用爱心呵护身患癌
症的妻子，谱写了一曲孝亲敬老的颂歌，演
绎了一段感天动地的夫妻真爱之情，获得
了河北省“十大孝心人物”和秦皇岛市“十
佳丈夫”荣誉称号。《好人》由秦皇岛市小海
燕评剧团刘建平编写和指导，主演吴明海、
赵辉都是残疾人，没有表演基础。他们克
服重重困难，最终在汇演中以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认可。

本报讯 （记者龚正龙） 日前，2017“万里茶
道”申遗工作推进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
举行，包括我省在内的“万里茶道”沿线8省区及
部分省市文物部门专家学者参会并作学术发言。据
了解，下一阶段“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中，沿线 8
省区将就其遗产名称确定、申遗策略考量、研究深
化、保护管理资料补全、保护管理等方面工作进行
完善提升。

16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万里茶道”，是一条
以运送茶叶为主的古商道。它起于福建武夷山，经
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 8
省区，再至蒙古、俄罗斯，直至圣彼得堡，长万余
公里。历史上，“万里茶道”一直发挥着联通欧亚
大陆的作用，促进了欧亚文明的交流融合。自
2013 年以来，“万里茶道”沿线 8 省区开展联合申
遗工作，成立了“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办，制定了
工作计划，申遗工作引起广泛关注。记者从省文物
局了解到，我省一直努力推进“万里茶道”申遗工
作，在近年来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发现，万里茶道河
北段内的遗存数量主要集中在张家口市，如古代村
落城镇、古道路、古驿站等重要关口城镇遗址和交
通设施以及古民居大院等。目前，由省文物局负责
编撰的 《万里茶道 （河北段） 文化遗产调查研究》
一书即将完成编写。

本报讯 （记者龚正龙） 从 9 月中旬开始，石
家庄市演艺集团将联合石家庄大剧院、洪顺曲艺
社推出一系列精彩的文化惠民演出。据悉，目前
在省会推出的文化惠民卡，已经与石家庄大剧院
购票系统实现互通，观众可使用该卡购买相应演
出票。

据介绍，此次系列文化惠民活动，石家庄大剧
院将陆续引进4场经典演出。其中包括日本四季剧
团家庭音乐剧 《想变成人的猫》，该剧自1979年首
演后，累计公演近 2000 场，被誉为家庭音乐剧中
的经典之作；中国歌剧舞剧院大型歌舞晚会 《天边
的祝福》，彰显中华文化的恢弘气势，体现多民族
文化的大融合；上海歌舞团唯美舞剧 《朱鹮》，该
剧历时四年精心打造，被誉为“东方天鹅湖”。陈
萨 2017 年独奏会巡演，陈萨被公认为当今最具魅
力的钢琴家之一，被纳入东京著名的“二十世纪百
位伟大的钢琴家”系列。同时，石家庄市演艺集团
承办的“一月一名剧”活动，将推出由国家京剧院
三团出演的京剧 《杜鹃山》 和 《董仲舒》，以及由
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和黑龙江省京剧院共同参
演的青春版京剧 《四郎探母》。此外，洪顺曲艺社
将通过“石演大舞台”推出传统曲艺精品节目展演
活动。

本报讯 （记者龚正龙） 9 月 5 日，记者从省政
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省文化厅、北京市
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共同主办的“喜迎
十九大、同唱盛世曲”京津冀优秀剧目展演 （河北
站），将于 9 月 6 日在省会落下帷幕，大型河北梆
子现代戏 《李保国》 将作为此次展演的闭幕剧目在
石家庄人民会堂倾情上演。

“京津冀优秀剧目展演”是京津冀三地为推进
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按照 《京津冀演艺领域深化合
作协议》 要求共同打造的文化品牌活动。活动自
2015 年举办以来，先后在北京、天津举办，受到
京津观众的热烈欢迎。本次河北站展演于 7 月 18
日开幕，共邀请到京津冀晋四地 14 个优秀剧目在
石演出，共计演出22场，观看演出的市民达2.5万
余人次。本次展演剧目制作精良，展现了较高艺术
水准。剧目中既有获得文华大奖的京剧 《康熙大
帝》，又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剧
目评剧 《红高粱》，还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
河北梆子 《李保国》、话剧 《詹天佑》、儿童剧 《小
兵张嘎》、京剧 《奚啸伯》 等。在演员阵容上，可
谓精英荟萃，中国戏剧“二度梅”获得者孟广禄、
曾昭娟、许荷英等一大批优秀表演艺术家纷纷登台
献艺。

为了让更多普通大众走进剧场，共享舞台艺术
盛宴，本次展演主办方采取了“政府采购、市场运
作、低价惠民”的形式，通过政府购买文化服务，
由民营公司进行市场运作，开展惠民演出，推动了
演出市场的繁荣。此次展演售票全部纳入了省会文
化惠民卡系统，不仅票价亲民，而且还针对特定人
群开展了赠票活动，广受百姓好评。

直挂云帆济沧海

⑧

□记者 龚正龙

【记者手记】
8 月 13 日，雨后初晴，行走大运河小

分队来到胜芳中亭河畔。从巍峨耸立的
文昌阁俯瞰，烟波浩渺的东淀，蒹葭苍苍，
白鹭翩然，昔日胜芳“水则帆樯林立，陆则
车马喧阗”的繁华景象，仿若浮现眼前。
自春秋始，胜芳就被水淀滋润，直至宋辽
金对峙数百年间，从未间断。而这份独有
的“地利”，在元代人工开凿北运河后得到
空前提升，胜芳逐渐迎来经济文化的鼎盛
期——明清两代发达的漕运，令胜芳成为
北方商贸重镇，跻身于“直隶六大重镇”行
列。天时，总是垂青“地利人和”之地。今
日之胜芳，西望雄安，一水相连，通运河，
挂云帆，直济沧海，不亦是历史的选择吗？

胜芳古镇依水而生，因水而盛。
漫步于古镇街巷，你会发觉胜芳固有

的雄浑大气与开阔包容。它们跃动在古
戏楼那“动以天倪”牌匾上，弥漫在中西合
璧的古民居内，飞扬在“护国庇民”的大牌
坊间⋯⋯登上高三丈三尺的文昌阁，这种
感觉尤为强烈。

文昌阁始建于明正德年间。推开尘
封的楼门，凭栏眺望，整个东淀水域涌入
眼帘，顿生胸襟万里之感。

东淀与上游西淀（即白洋淀）相对而
命名，东西两淀至今水系相通。历史上，
上游白洋淀水一旦满溢，就灌入东淀。清
雍正年间，朝廷在上游拒马河处修筑“中
停河”（取意让拒马河泛滥的洪水停一停，
折往东北方，以涵养东淀），后改为“中亭
河”（取“亭”与“停”谐音）。据《清史录·高
宗实录》记载，乾隆曾于1767年、1769年，
两次出京巡视东淀和西淀，督导淀水治
理，并留下“中亭原是淀支流，偶泻浑河水
能秋”的诗句。

当地老人回忆，东淀面积曾是白洋淀
的三倍。屹立在白洋淀旁的清代《淀神庙
碑记》却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记载：“西淀之
大，周三百余里；东淀尤大，周四百里。”这
表明，至少在乾隆年间，东淀水域面积仍
大于白洋淀。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着这么大
一片水域，怎能不兴旺发达？”胜芳镇当地
民俗专家王晟说，历史上胜芳作为水陆码
头，至少经历过三次辉煌，分别是春秋战
国、宋辽金对峙和元代贯通大运河后。

胜芳始建于春秋，初名堤头村，后更
名武平亭。春秋战国时，群雄逐鹿，小小

的胜芳因水运便利，成为兵家争夺之地。
而这，无疑赋予了胜芳绝境求生的坚韧毅
力，最终实现了从小渔村到水陆码头的华
丽转变。平静千年后，到宋辽金对峙时
期，这个地处战乱对峙前方的码头，奇迹
般地迎来了一次南北经济和文化的大融
合。宋代，苏洵沿运河故道北上，将南方
种植水稻、莲藕的技术传入这里，使东淀
广阔水域呈现一派芦稻相映、菱荷飘香的
美景——“胜芳古貌媲苏杭，百里莲泊鱼
米香”。

真正令胜芳完成一代商贸雄镇飞跃
的是——北运河的贯通。曾经，冀中一带
河流众多，因地势西高东低，海河、大清
河、子牙河、拒马河等多为东西流向。元
一统中原后，耗巨资修筑北运河，不仅令
大运河全线贯通，更将冀中地区的水系南
北贯通，使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均纳入到京
畿辐射范围。胜芳，正是藉此迎来真正意
义上的繁盛，在明清两代一跃而成“直隶
六大重镇”之一。

迄今胜芳还流传着“男摸鱼、女织席，
挑着担子做生意”的谚语。据考证这句谚
语始自元代，说的就是胜芳人在运河贯通
后以水为生，经商为业的景象。

因水而生，因商而兴；流水一响，金银
万两。

北运河贯通后，无论北上京城，还是
南下苏杭，交通都极其便利。明清至 20
世纪前半叶，胜芳人多以船为生，大量
船只往来于运河上从事漕运。“几丈长的
木帆船载满粮食货物，从南方沿运河北
上，又从北运河入口沿西河、大清河进入
东淀，有的继续逆流而上驶入白洋淀，
那白帆像云朵，在淀里迎风飘荡，真是
壮观啊⋯⋯”胜芳镇的老人们回忆，不仅
漕运繁盛，那些贩鱼盐、走山货的老客，到
了天津卫，见到浩渺无边的大海，也不忘
扬帆西来，“‘南苏杭，北胜芳’，在这个码
头耍不开，便休想发大财。”

地缘相近，运河贯通，使胜芳很早就
得以和京津共同发展。乾隆时期，古镇上
开辟了 80 吨级的驳船码头；晚清，又开设
了直隶最早的邮电局；许多新鲜东西头天
在京津出现，第二日就能在胜芳买到⋯⋯
这些历史印记，至今仍存留于古镇。从东
淀大堤向北的老街道并不宽阔，但昔日曾
有五百多家铺面鳞次栉比。南来北往的
客商在酒旗招展的街上穿梭，海内外的货
物在桨声灯影里，或沿着大清河、子牙河、

拒马河划向白洋淀和冀中平原的家家户
户，或顺流而下，经运河周转至苏杭等地，
甚至远抵大洋彼岸⋯⋯

据史料记载，北运河贯通后，不少胜
芳人因商贸往来于江浙，至今运河沿岸一
些村镇还被称为“小胜芳”。而许多江浙
人，则沿运河北上定居于胜芳。王晟对我
说，他家祖上就是扬州人，到他这里是第
六代了。上世纪初，他家还从事着草行编
织业，沿运河往京津贩卖。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如今，胜芳附
近的水域小了很多，但只要有水，胜芳就
不寂寞。1985 年，胜芳镇借改革开放的
春风，一跃成为河北省第一个社会生产总
值过亿的乡镇。此后，胜芳连续被评选为

“中国最具发展优势的城镇”“中国绿色城
镇”“全国小康示范镇”“中国产业集群品
牌50强”⋯⋯

水光中的胜芳，曾流金淌银。水少后
的胜芳，也曾焦虑痛苦。而如今，在人们
的呵护下，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逐
步深入，借助与雄安新区一水相连的地理
优势，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推动下，胜
芳定会再现“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韵与
景象。

本报讯（记者张镜、王伟宏、张晶）9 月
5 日，第十三届全运会进入开幕式后第九
个比赛日，我省选手共获得 1 金 3 铜四枚
奖牌。其中，我省名将苏欣悦在女子铁饼
比赛中发挥出色，以 64.56 米的成绩夺得
金牌。省政府向河北代表团发贺电，对苏
欣悦夺金表示祝贺。

当日进行的女子铁饼决赛，苏欣悦第
一投就投出了64.56米的成绩，稳稳排在第
一位。此后她虽然拼尽全力，但始终没有
超过这一成绩，最终凭借这一成绩获得金
牌。我省另一名选手陈扬以 62.64 米的成
绩获得女子铁饼铜牌。此外，我省选手张
喜亮、宋国栋分别在男子举重105公斤级和
男子跆拳道68公斤级比赛中获得铜牌。

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后第九个比赛日

苏欣悦勇夺女子铁饼金牌
省政府致电祝贺

行走大运河——胜芳古镇。记者 田瑞夫摄

图为苏
欣悦（左）、
陈扬（右）和
教练肖艳玲

（中）。
记者

耿 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