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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好诗词》第五季延续以往收视热潮

好诗凭借力 育人化春风

当前，河北正处于脱贫攻坚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如何为脱贫攻坚贡献国企智慧和担当，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让发展的成果

与人民共享，成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国企责任。河北移动秉承“正德厚生 臻于至善”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履行社会责任，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有

声有色、可圈可点。

9月初的塞外山城张家口，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我们走进偏远的贫困村，倾听乡亲们的话语，见证扶贫攻坚为偏远

山区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受河北移动人的那份责任与担当。

塞外张家口的广大农村，由于位置偏

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地理环境复杂、

人口居住分散，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成本

高、收益低。面对城乡数字鸿沟呈扩大趋

势，作为一家负责任、敢担当的国有企

业，河北移动该作何选择？塞外山城又发

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山村传来好消息：家里通宽带啦

“咱们村终于通宽带了，赶紧去办

理！”不久前，张家口市万全区洗马林镇

牛儿湾村的村民争相在传递着这个好消

息。作为张家口市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农

村，洗马林镇牛儿湾村率先接通了移动宽

带，开启了信息化发展的一扇窗户，而

这，只是电信“普遍服务”工作的一个小

小缩影。

所谓“普遍服务”，即指对任何人都

要提供无地域、质量、资费歧视且能够负

担得起的电信业务。为落实国家要求，保

障农村宽带全覆盖，实现“网络均富”，

河北移动践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建

设，并成为“张家口市 2016 年第一批电

信普遍服务试点建设项目”唯一中标单

位，承揽了 708 个行政村光纤宽带建设，

覆盖家庭4.48万户。

为确保顺利达成电信“普遍服务”建

设任务，让村民尽早享受高速网络，助力

村民脱贫，张家口移动公司建立科学工作

机制，倒排工期，和时间赛跑，力争早日

实现工程完工。截至7月31日，河北移动

实现了工信部电信“普遍服务”平台 708

个行政村的注册打点，708 个行政村宽带

建设任务全部完成，提供采用更优惠的资

费方案，月度费用达到 38 元，可以免费

安装宽带，实现试点项目行政村互联网接

入 能 力 覆 盖 ， 接 入 带 宽 宽 带 达 最 低 到

50M，宽带产品资费水平低于试点地区农

村平均资费水平，开启了贫困农村地区宽

带服务的新篇章。

针对即将完工的行政村，河北移动开

展了全方位、大范围的普及宣传，引导更

多的村民充分利用互联网，早日搭上信息

化发展的快车道，使电信“普遍服务”落

到实处，进而推动农村信息化发展。在已

覆盖的村庄，河北移动提供体验服务，现

场演示宽带电视业务，让村民切实体验到

信息化带来的便利。看着直播的宽带电

视，村民们竖起了大拇指，“太了不起

了，这就能看上电视了！”

宽带通了，村里的老人开心了！有

了 宽 带 ， 可 以 看 自 己 喜 欢 的 电 视 节 目

了，戏曲、新闻、电影⋯⋯想什么时候

看就什么时候看。同时，利用网络增加

了与儿女沟通的机会，能够更加直观地

运用网络视频和亲人聊天，在外的孩子

们也可以较好地了解父母的生活动态，

方便照顾。

宽 带 通 了 ， 村 里 的 年 轻 人 也 开 心

了！电信“普遍服务”为村民提供了了

解社会、拓宽视野的窗口，为村里的年

轻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信息沟通窗口。

实 时 了 解 接 收 新 闻 ， 实 时 挖 掘 最 新 商

机，实时进行聊天视频都不是问题，他

们也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学习新的养殖、

种植知识，得到新的经销渠道，获取整

个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年轻人开阔了眼

界，闯劲干劲更足了。

深度扶贫开出幸福花：倾
情投入展现国企责任

秋高气爽，景色宜人，正是草原天路

旅游旺季。作为我省确定的 10 个深度贫

困县之一，张北的这条风光路，也是一条

脱贫路。天路全长 132.7 公里，犹如一条

蛟龙，盘踞于坝上高原的群山峻岭之巅，

蓝天与之相接，白云与之呼应，行走在天

路之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成为游客尽

情享受的美景胜地。

张北发展旅游脱贫，独特的自然资

源是优势，但是落后的基础设施则成为

发展的“短板”。为全面提升游客网络感

知，河北移动从 2015 年开始规划和投资

建设专门服务草原天路的通信网络，总

投资近 5000 万元,截至目前，河北移动

在草原天路累计建成开通 2G 基站 63 个，

开通 4G TDD 基站 66 个，4G FDD 基站

24 个 ， 铺 设 光 缆 498 公 里 ， 新 立 杆 路

9853 根，实现了天路景区 2G/4G 网络全

覆盖，有力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促

进了脱贫攻坚的进行。

与此同时，河北移动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大力实施科技扶贫，助

力村民搭上信息化快车道实现精准脱贫。

这项工作主要涉及坝上四县 （张北、沽

源、尚义、康保） 及阳原所有行政村以上

实现 4G 和有线宽带全部覆盖，共涉及

1421 个村。根据现有网络覆盖摸底情

况，实际需要建设宽带的村为 40 个；4G

需覆盖村庄 276 个。整体项目 2017 年 10

月底前将全面完成。

在贫困地区，处处可见河北移动人的

身影。天路上的农家院连上宽带啦。目

前，崇礼农家院共82点位，其中至5大雪

场沿线共 34 个点位，崇礼梦特芳丹酒店

至万龙滑雪场沿线现有农家院 19 家明确

了点位。明年初，其余未接电信专线的农

家院，将陆续完成接入。在草原数着星星

上着网，将不再是旅行者的梦想⋯⋯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疑惑：在深度贫困

县搞建设，往往是投资大于回报，河北移

动为什么还会这样不计成本、倾情投入

呢？河北移动一位负责人道出了其中的缘

由：从政府层面讲，就是要加强中央财政

资金引导，带动地方政府加强统筹和政策

支持，促进企业承担市场主体责任，共同

推动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建设发展；从企

业层面讲，就是要践行社会责任感，增强

企业荣誉感，作为企业应该挑起信息化建

设的担子，让信息共享；从行业层面来

讲，作为通信行业领头企业，河北移动希

望通过自身优势，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从用户层面讲，更多农村

客户对中国移动品牌更加信赖，通过农村

地区的宽带建设让每一个人享受到信息的

便利，用信息创造更大价值，从而为全面

建成小康，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贡献国企力量。 （华伟）

河北移动：“普遍服务”+精准扶贫

9 月 2 日 21 时 15 分，省

会市民王伟一家围坐在电视

机旁，准时收看河北卫视原

创文化节目《中华好诗词》第

五季。作为该节目的“铁杆

粉丝”，王伟表示，《中华好诗

词》不仅让人感知中华诗词

的博大精深，还唤起了一家

人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情，让他们受益匪浅。

从 2013 年第一季开播

至今，《中华好诗词》跋涉四

载，借助电视综艺手段，实现

了中华经典诗词的“曲高和

众”。在大力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中华好诗词》第五季

于 8 月 5 日全新亮相，并取

得了全国收视份额 0.91%

的好成绩。开播当晚，节目

微信公众号粉丝突破 40 万

人次，微博粉丝突破 138 万

人次，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

5.4 亿人次。新一季《中华

好诗词》如何延续以往的收

视热潮？如何在坚守文化内

核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创

新？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采访。

□记者 曹铮 田恬

作为一档现象级文化节目，《中华好
诗词》 可以说是全国诗词文化节目的拓
荒者。开播四年来，这档节目一直保持
着旺盛的生命力，其制胜法宝便是始终
坚持原创，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养分，不断创新发展。

据主创人员介绍，第五季的舞美设
计，便来源于两句古诗：“每上穹然绝顶
处，几疑身到碧虚中。”正是这两句形容
定州塔的诗句，让主创人员灵感迸发，创
意打造了以祥云为基底的舞美。而作为衬
景的桃花源，则寄寓了节目组希冀奉上滋
养心灵的传统文化盛宴，引领观众在“诗

词桃花源”中找到文化归属感的美好
愿望。

“在保持原创的基础上，第五季节
目增强了知识性、通俗性、趣味性、互
动性。”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北广播电
视台台长武鸿儒说，这也正是新一季节
目环节设置、内容编排等方面遵循的
原则。

比如节目新增设的“戏说真伪”环
节，选手一边观看情景表演，一边找出
表演者台词中有关诗词及历史典故的错
误，通过抢答的方式决出胜负。全新的
形式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轻松自然地

达到弘扬传统文化、传播正能量的目的。
“在这四年里，我们研发出了三种

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节目模式——常
规季、‘恰同学少年’大学青春季、‘诗
词王中王’特别季，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好评。第五季我们选择回归常规季大众
参赛模式。这种模式是我们的主打，经
受住了市场考验，获得了观众认可。”

《中华好诗词》 主创人员说。
坚守意味着自信，创新寻求着突破。

《中华好诗词》始终坚持“文化为核、娱乐
为壳”的创作理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种子播撒到越来越多人心中。

来自吉林的农民工大姐李立军，平时
一有时间就看诗词书籍。进城务工多年，
她曾干过搓澡工、送货员等工作，还卖过
废品。“每当感觉生活艰辛时，我总能想起
大诗人杜甫。身处贫寒困窘中，他仍然写
出了无数激荡人心的诗句。”多年来的诗
词学习，让李立军学会了笑对生活。

《中华好诗词》不仅唤醒了人们的“诗
心”，也让电视媒体不再一味沉浸于纯娱
乐节目的研发制作，开始意识到自身所承
载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和责任。“诗词
其实从未远离人们的生活，我们希望通过

节目引领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深
了解，体现中华诗词文化的时代价值。”
武鸿儒表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古
典诗词语言生动凝练，短短数行字里倾注
了作者丰富的情感和思想。站在古代智
慧与现代文明的交汇处，以古论今，《中华
好诗词》以优秀传统文化成风化人，在诗
词中探寻当代人的情感寄托与价值诉求，
并将华夏诗词文化传播至海内外。

在《中华好诗词》第五季第二期节目
中，一位痴迷于中国古诗词的留学生选手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戴睿来自美国，
现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他告诉记者，
当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游学时，一个飘雪的
清晨，自己的中国室友吟诵出“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词句，并为他讲解
其中的含义。他一下子被迷住了，脑海里
顿时出现了一幅银装素裹的美丽画面。

“在中国说起古诗，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
我觉得古诗词已经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
的灵魂。”戴睿认为，中华诗词文化有情感
有温度，联通起了华夏几千年文明史，让
人深深为之迷醉。

在叫好又叫座的同时，《中华好诗
词》 还通过全民参与的形式，激发了大
众心中的诗词情怀，助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发展。

邯郸市丛台区四季青街道办事处蔚
庄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张卫阳，曾参
加 《中华好诗词》 第一季节目，如今已
成为当地宣传普及传统文化的“带头
人”。在他的带动下，蔚庄社区居民学习
传统文化的氛围日益浓厚。走进蔚庄社
区，孝文化、成语文化、诗词文化等特
色浓郁的文化长廊让人眼前一亮。展

板、黑板报、墙体画⋯⋯多种形式的文
化宣传让传统文化逐渐融入居民的日常
生活中。张卫阳说：“我一直想在社区推
广普及传统文化，参加 《中华好诗词》
节目是一个契机。看过节目的居民们对
古诗词的了解更深入了，对传统文化学
习越来越感兴趣。”

高手在民间，《中华好诗词》 舞台上
涌现出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诗词达人。从
军人到拳击手，从下岗工人到异域才
子，他们因为对诗词的热爱走上同一个
舞台。节目主创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

个人的故事都足以涤荡心灵，催人奋
进。讲好他们的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
事直接又生动的体现。”

节目热度的不断攀升，也引发了
主 创 团 队 对 未 来 发 展 方 向 的 深 度 思
考。如果说前几季节目让众多成年观
众开始重温古诗词情怀，那么第五季

《中华好诗词》 的着力点则在青少年观
众身上，希望广大青少年群体更加深
入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让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之 久 远 、 后 继
有人。

坚持原创，根植中华民族深厚沃土

成风化人，凸显经典诗词时代价值

全民参与，助力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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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铮）日前，省话剧院儿童剧团来
到承德市隆化县汤头沟镇中心小学演出，拉开了
2017 年“喜迎十九大暨百场儿童剧进校园”公益演
出活动的帷幕。据悉，“百场儿童剧进校园”活动由
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教育厅、省文化厅联合主
办，省话剧院儿童剧团承办，已连续开展7年。

此次公益演出活动将在全省 11 个设区市及所
辖县（市、区）进行公益演出，其中贫困偏远地区、山
区和特殊教育学校的演出场次比例将达到 60%以
上，同时安排农村、山区以及留守儿童、特殊儿童等
专场或坐席，并将在雄安新区安排专场演出。演出
剧目包括倡导珍惜时间的儿童剧《“下次开船”港》、
鼓励儿童自立自强的《三只小猪》等多部省话剧院儿
童剧团创排的优秀作品。

2017年“百场儿童剧
进校园”活动启帷

9 月 10 日，2017 年环中国国际自行车公路赛
首站比赛在承德举行。本次赛事以“生态·自然”为
主题，以京承皇家御道坝上段为赛道，途经多个景
区，赛程共计157.3公里。 记者 陈宝云摄

本报讯（张晶）9月10日，2017雅芳亚“爱行走”
徒步大会石家庄站比赛在滹沱河畔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近万名徒步爱好者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由京津冀体育健身休闲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发起，省体育局指导举办。赛程分为 5 公里亲
子和20公里全程两个组别，起终点设在河北奥体中
心，赛道设置在滹沱河岸边。“爱行走”徒步大会是一
项跨城市系列赛事，石家庄站是本系列赛事的首站，
接下来该赛事还将在保定、承德、张家口、邢台陆续
举行。

“爱行走”徒步大会
石家庄站比赛举行

环中国自行车公路赛
首站比赛在承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