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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评

张家口首次公布两处重大考古发现

本报讯（记者高振发、刘雅静）近
日，张家口市政府新闻办、市文广新
局联合召开文物保护工作新闻发布
会，首次对外公布尚义县四台蒙古
营和崇礼区太子城两处遗址的重大
考古发现。

太子城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崇礼
区四台嘴乡太子城村村南，该遗址位
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太
子城奥运村项目占地范围内。为保证
2022 年冬奥会顺利进行，同时做好
遗址文物保护工作，省文物研究所、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
广新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 2017年5
月至 11 月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全面
测绘、勘探与发掘工作。经过考古勘
探确认，太子城遗址为一座平面为长
方形的城址，南北长 400 米、东西长
350 米。从目前已发掘的遗迹与遗物
分析，太子城遗址应为金代后期皇室
的行宫遗址，基本确认为金章宗泰和
宫，是我省发现为数不多的金代城。
2018 年 2 月，太子城遗址被省政府公
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4 年 7 月，尚义县石井乡四台
蒙古营村的村民，在村南一条水冲
沟壑的断崖处发现人骨，其中包括
头颅。经专业人员勘察，出土石刃
骨刀一件，残石斧两件，以及穿孔
骨饰品、兽牙饰品和素面夹砂黑陶
残片。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5 年
5 月初，开始正式进驻现场开展考古
工作。通过发掘，采集到大量石器
类、陶器类、骨类饰品、石核等实
物标本。发现房址 4 个，出土器物
104 件，人骨 6 具。经对出土的遗物
及环境进行的相关科学检测，测定
距今7800年，时代为新石器早期。

四台遗址起始年代早，遗迹保存完整，文化内涵丰
富，年代跨越时间长，是北方地区继裴李岗文化和磁山
文化之后又一重大发现。不仅补充了河北北部新石器时
代早期文化的类型，而且对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源
流、文化发展及新石器时代各地区文化的交流研究具有
十分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龚正龙）日前，从南和县委宣传部获悉，
该县文保工作者在东韩村发现一块隋文帝开皇年间石
碑。经鉴定，该石碑阳面铭文篆刻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

（公元591年），石碑阴面铭文篆刻于明嘉靖十一年（公元
1532 年），两者相差941年。

该石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碑首为半
圆形，上刻有四龙图案，碑额为篆书阳刻“大隋洺州南
和县澧水石桥碑”十二字。碑身通体青石质，高 200 厘
米、宽 92 厘米、厚 29 厘米，碑文共 1120 字。石碑阳面
铭文为隶书阴刻，雕工深邃，笔法工整，详细记载了隋
文帝时期冀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现状和当地民众修建
澧水石桥的事实。石碑阴面铭文为行草阴刻文字，为
明嘉靖十一年，时任南和县令易宗周题诗两首。碑座为
龟趺形。

南和县发现隋代石碑
石碑两面铭文相差近千年

本报讯（记者龚正龙）8月26日，2018年度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项目——河北梆子优秀表演艺术家雷保春（雷
派）艺术人才培训班在石家庄举行新闻发布会暨开班仪
式。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将有10多位学员进入此
次人才培训班，跟随河北梆子优秀表演艺术家雷保春等
人，进行为期 60 多天的学习、交流、采风和创作，并将于
10月14日在石家庄大剧院进行汇报表演。

雷保春，1944 年生于高阳县，自幼酷爱河北梆子戏
曲艺术，主工老生，师从金紫云。1962 年进入石家庄市
河北梆子剧团工作。1984 年拜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
为师。1988 年荣获第六届戏剧梅花奖。其代表剧目有

《小刀会》《卧虎令》《清风亭》《潘杨讼》《打金枝》等。为了
艺术传承，雷保春倾注了大量心血，从 1996 年至今收徒
十余人，均成为河北梆子的优秀演员。

据悉，此次培训班从 8 月 27 日起集中授课，著名剧
作家孙德民、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刘同章等担任
授课教师，授课内容涵盖戏剧理论以及雷派艺术特点风
格、表演技巧等。

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雷派艺术人才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田恬）8 月 28 日，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
办的《中华好诗词》创新研讨会在正定举行，著名作家梁
晓声、著名编剧周振天等省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

《中华好诗词》是由河北卫视推出的原创文化类节
目，自 2013 年 10 月开播以来，陆续推出全民赛季、全明
星季、大学季三种原创节目模式，备受观众和社会各界好
评，已成为国内颇具品牌影响力与创新生命力的诗词文
化类节目。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该节目的制作模式和创新
特点，对文化类节目在创新传播中应秉持的责任与态度
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一致认为，《中华好诗词》及“中华
好”系列品牌集群所进行的创新实践，在塑造文化品牌和
体现媒体担当方面提供了可借鉴样本。这些节目坚定文
化自信，坚持媒体创新，以创新性语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及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

《中华好诗词》研讨创新

□陈 华

在本届亚运会的 40 个大项中，除了
32 个东京奥运会大项，还有武术、柔术等
8 个非奥运会大项，其中，滑翔伞、摩托艇
和桥牌是首次进入亚运会大家庭。

奥运会项目是亚运会项目的主体，这
是亚运会对接奥运会的使命使然。另一
方面，作为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体育盛
会，亚运会的设项也体现了区域特色。中

国的武术、日本的柔术、被称作印度版“老
鹰抓小鸡”的卡巴迪、盛行于东南亚的藤
球，洋溢着浓浓的亚洲风情；滑翔伞、摩托
艇、桥牌、保龄球等，又充满着时尚的元
素⋯⋯这些项目虽不是奥运会项目，但或
有着悠久的历史，或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
百姓喜闻乐见，很“接地气”。

这些“接地气”非奥运会项目的存在，
进一步拉近了亚运会与大众的距离。奥
运会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广泛，专业

运动员们可以一较高下，普通百姓一般
只有欣赏的份儿。非奥运会项目就给了
更多人圆梦亚运会赛场的机会，使他们
也能从观众变成主角，过把大庭广众下

“秀一秀”的瘾，看得爽，又能玩得嗨。这
不仅有利于亚洲地区非奥运会特色项目
的推广和发展，无形之中也为亚运会进
一步聚集了人气儿。

事实上，放下专业身段儿、努力面向
大众，已经成为当前一些体育大赛扩大

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通用”思路。
且不说去年的全运会在让群众站上

舞台中央方面出台了多少新举措，即将
开幕的河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设项
上也更加“亲民”——为激发群众参与冰
雪运动的热情，首次增设了 5 个大项、56
个小项冰雪运动项目；为促进全民健身，
设置了42个大项、149个小项群众体育组
比赛项目；为吸引青少年关注、参与，新
增了橄榄球、击剑等8个大项、234个小项
时尚的项目，充分展现了全民参与、体育
惠民的办赛理念。

因地制宜、量体裁衣的体育大赛，定
会获得群众的喜爱，具有持久的生命
力。愿“接地气”的体育大赛越来越多！

□记者 肖 煜 张晓华

主题出版传播新时代强音

8月22日，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开幕当天，位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W1
馆的河北展区入口处，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主题出版物展台格外亮眼。《徘徊与觉
醒——改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中国改革
为什么能成功》《中国怎样建成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绿色奇迹塞罕
坝》等图书记录着时代发展的辉煌历程，延
续着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传播着当代中国
的价值观念，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翻阅。

“这本书真实再现了改革开放前夕的
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特别是展现了邓小
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创新的
探索精神，读起来令人很受启发。”对于河
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徘徊与觉醒——改
革开放的酝酿和启动》一书，北京高校教
师邹晓群赞不绝口。

8 月 23 日，中央党校教授沈传亮携新
书《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与读者进行
了现场交流。该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
版，以时间为坐标，以重大事件为节点，展
示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壮美画卷。

“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个品格：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一条思想路线：实
事 求 是 ”“ 一 种 价 值 立 场 ：以 人 民 为 中
心”⋯⋯书中研究总结了改革开放取得伟

大成就的宝贵经验、根本原因，充分彰显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沈传亮声情并茂
的讲解，让大家对“改革开放”这个核心话
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
徐凡表示，长期以来，做好主题出版工作
一直是河北出版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中心工作、社会热点、重要节点等精准发
力，不断推出主题鲜明、导向突出的优秀
出版物，以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播新时代强音。”

挖掘燕赵文化讲好河北故事

河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挖掘燕赵地
域特色和文化资源，以形式多样的优秀出
版物精彩演绎河北故事，是本届北京图博
会河北展区的一大亮点。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河北省传统村落图典》《红色经典连环
画》《保定故事》《燕赵记录——古县寻踪》

《荷 花 淀 派 名 家 名 作 精 读》《转 世 的 桃
花——陈超评传》《鲁迅文学奖河北获奖作
家书系》等冀版出版物备受读者喜爱。

8 月 23 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展台
前，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陈楷根一页一页
认真翻看着《河北省传统村落图典》。他
说：“河北出版在挖掘地域文化方面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我专门利用这次机会到河
北展区来学习、请教。”

“白洋淀是个‘满淀荷花千顷苇，稻香

菱鲜鱼鸭肥’的鱼米之乡⋯⋯”在河北美
术出版社展台前，北京读者吴俊霖正手捧

《小兵张嘎》连环画，绘声绘色地为小孙女
讲述抗战故事。“这套《红色经典连环画》
语言优美，画面生动，特别适合小朋友了
解抗战时期燕赵大地涌现出来的英雄人
物和感人故事，是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的优秀读本。”

外向型出版物推进“走出去”步伐

在本届北京图博会上，《中国戏曲故
事》《龙族故事新编》《老子道德三百问》

《陈氏太极拳集萃》等一批极具版权输出
特质的外向型图书与多媒体出版物，受到
了国外出版界同行的广泛关注。

“画风细腻、色彩丰富，故事曲折有新
意，整本书充满神秘、浪漫色彩。”在河北
少年儿童出版社展台前，来自英国纽约公
立图书馆的玛瑞亚对绘本《龙的传说》颇
感兴趣。《龙的传说》是《龙族故事新编》系
列图书中的一册。得知这套图书目前仅出
版了 2 本，预计明年还将有 8 本陆续出版
后，玛瑞亚十分兴奋，与工作人员互换了
联系方式，并表示一定要把该套图书介绍
给英国的小朋友，让他们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我省
出版界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加强
外向型图书选题的策划出版，努力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今年北京图博会
期间，河北教育出版社与 DC 加拿大教育
发展公司签订了高中英语教材合作出版
协议。此外，还达成《陈氏太极拳集萃》《龙
的传说》等出版物版权输出意向 23 种，其
内容涉及学术、动漫、文学、艺术、中医药
等，进一步推进河北文化“走出去”步伐。

数字出版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妈妈快看，这里还有动画片呢。”8 月
24 日，6 岁的北京女孩朵朵站在河北展区
大屏幕前，被上面滚动播放的非遗题材动
画片《年画中的传奇》深深吸引，久久不愿
离开。“原来年画里还有这么多曲折动人
的故事呀。”朵朵妈妈感叹道，“这样的动
画片不仅孩子喜欢，还能让更多人从中领
略到武强年画的魅力。”

推出这部动画片音像制品的方圆电
子音像出版社总编辑张茂斌介绍说，近年
来，我省积极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在动漫产品出版、在线教育、互动
游戏出版以及手机出版等方面取得了积
极进展。比如该社集成微课资源的“方圆
微课网”、电子出版物《当代教育实践与教
学研究》等，都得到了市场认可。

在河北冠林数字出版有限公司的展
台前，有着萌萌外表的“缇米”教育机器
人，引起了英国记者克利夫顿的兴趣。“你
好。”她用刚刚学会的中文跟这个可爱又
有学问的小家伙打着招呼。

据了解，这个跟教材教辅内容互通的
机器人，不但可以播放某一课的视频，讲
解具体的题目，还能跟孩子进行简单的对
话交流，非常惹人喜爱。河北冠林数字出
版有限公司监事傅春生介绍，围绕文化、
教育、游戏三大出版方向，该公司进行了
颇有成效的探索：在文化数字出版领域，
先后策划推出《红色太行》《记录与传播》
等一系列精品数字出版物；在传统文化传
承领域，策划研发《资治通鉴》《国学诵读》

《史记》等多媒体出版物。同时，围绕数字
教育发展方向，重点建设了河北教育资源
云平台，在传统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河北出版如何奏响“燕赵之声”

愿大赛更“接地气”

27岁首登亚运赛场就在女子铁饼比赛中夺冠

陈扬：希望进入“70米俱乐部”

太子城遗址基本确认为金
章宗泰和宫，是我省发现为
数不多的金代城；四台遗址
文化内涵丰富，年代跨越时
间长，是北方地区继裴李岗
文化和磁山文化之后又一
重大发现

日前举行的第 25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省 12 家出版
传媒单位携 1600 余种优秀冀版出版物精彩亮相，近 20 项文
化推介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参观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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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派记者 王伟宏

27 岁尝试技术转型，此后仅用了 4
个月就在亚运会赛场夺金，这样真实的
故事就发生在我省运动员陈扬身上。
8 月 30 日 晚 ，她 在 第 18 届 亚 运 会 上
以 65.12 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比赛
金牌。

拿了金牌还不满意

陈扬是个爱笑的女孩，她笑着走上
赛场，又笑着走下赛场。看到记者用镜头
对准自己，她双手放在酒窝上，做出了一
个“不开心”的表情。事实上，她刚刚拿到
了自己的第一枚亚运会金牌。

“不开心是对今天的成绩不太满
意。”陈扬道出了原委——自己首次参加
亚运会的目标是“争取刷新个人最好成
绩”，比赛中也一直在和自己较劲，希望
再突破一下。

陈扬个人的最好成绩是今年创造的
67.03米，这也是女子铁饼今年世界第四
好成绩。而在参加亚运会的对手中，除了
队友冯彬曾投出65.14米、本赛季最高投
出 65.58 米之外，无人投出过 60 米以上
的成绩。

在当天的比赛中，陈扬的教练肖艳
玲在看台上不断对她喊话：“第一转再多
转一点”“胳膊甩起来”“重心再低一点”

“大腿再发力”⋯⋯
肖艳玲是陈扬在国家田径队、河北

省田径队的教练，也是女子铁饼亚洲纪
录保持者，她对这名大器晚成的弟子有
着更多期待。

前五投，陈扬最远只投出了 64.89
米，距离个人最好成绩尚有距离。最后一
投前，她在场边做了一次冲刺跑。重上投
掷区，尽管她投出了 65.12 米，还是与自
己的最好成绩相去甚远，这才有了赛后
不满发挥的一幕。

在亚运会赛场上，女子铁饼一直是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势项目，我国运动

员 12 次参赛，10 次夺冠。而河北选手则
是中国女子铁饼的生力军，亚运会上共
获得4金3银。

陈扬是我省女子铁饼优秀选手，但
此前并未显山露水。在同年龄的队友苏
欣悦夺得全运会冠军、出战里约奥运会
之际，她好似一片“绿叶”。

不过，本赛季陈扬创造的67.03米的
个人最好成绩，已经大幅超越了苏欣悦和
我省女子铁饼上一代领军人物宋爱民。

再雕技术争取突破

在本赛季刚开始的时候，陈扬在国
内女子铁饼赛场仍然表现平平。今年 4
月下旬在株洲举行的全国田径大奖赛
上，她的表现依然不温不火。这让肖艳玲
开始着急。肖艳玲说：“陈扬基础不错，训
练也很刻苦，但一直没出好成绩。我们总
结后认为，她必须‘冒一冒险’了。”

肖艳玲所说的“冒险”，就是让陈扬
改变技术动作。“她第一转转动幅度较
小，不利于带动上半身，不能施展全部力
量，在旋转这个铁饼运动中最关键的技
术环节尚有可提升之处。”但毕竟陈扬已
经 27 岁了，如果改动作不成功，可能影
响比赛成绩。

但陈扬没有过多犹豫。“我当时就
想，拼了吧，再不拼就老了。”回忆彼时情
景，她快人快语。

说来容易练时难。陈扬为了改变第
一转的动作“费了老鼻子劲”，一度感觉
自己都不会投铁饼了。

为了帮助陈扬成功改进技术动作，
肖艳玲没少费心血。“用了很多方法，最
关键的是启发她去体会、领悟。”

一遍又一遍的失败，让陈扬感觉烦
躁，好在这段焦躁期不长。一个多月
后，她突然感觉自己“开窍”了。紧接
着，她用新技术连续刷新个人最好成
绩——5 月底德国哈勒投掷赛，66.56
米；6 月初德国奥斯特罗德国际田径
赛，67.03米。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改进技术后感
觉好多了，突然很佩服自己悟性高。”说
话时总爱笑的陈扬幽默了一下。她说，自
己刚刚掌握的新动作尚未达到纯熟，还
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还需要时间继
续磨炼，让动作更稳定。

对于自己的潜力，陈扬说不好预估，
“希望能上70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女子铁饼选

手成绩普遍低迷，极少有人再投出 70 米
以上。比陈扬大 1 岁的克罗地亚名将佩
尔科维奇，是现役选手中唯一多次投出
70 米以上距离的运动员。陈扬如果能进
入“70米俱乐部”，前途无量。

谈及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能否夺取
奖牌，陈扬笑着说：“还要更努力，继续锤
炼新技术。争取吧。”

本报雅加达8月30日电

8 月 30 日 ，陈
扬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发

➝8月30日，孙颖莎在比赛中。
当日，在第 18 届亚运会乒乓球混

合双打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与
队友王楚钦搭档，以4:2战胜队友林高
远/王曼昱拿下了金牌。 新华社发

我省选手孙颖莎
乒乓球混双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