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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单板滑雪队教练潘蕾

追风逐雪的“孩子王”
□记者 杨明静

2004 年获得全国单板滑雪冠军赛
女子大回转冠军，2005年获得世界大学
生冬季运动会银牌⋯⋯做运动员时，潘
蕾曾获得骄人成绩。

尽管如此，从运动员转型成为河
北省单板滑雪队教练，潘蕾依然坦言

“压力很大”。她不仅要全力带队训练，
还要管好、照顾好平均年龄才十六七
岁的 37 名队员，既要当严师，又要当

“孩子王”。

带着队员们追着雪走

“加快速度”“注意调整重心⋯⋯”
冬日的崇礼高原训练基地，室外气

温达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省单板滑雪队
每天的雪上训练长达七八个小时，潘蕾
要一直站在雪道上，边观察边大声提醒
队员。寒冷，对她来说已习以为常。

2016 年 6 月潘蕾到省单板滑雪队
任教的时候，队伍初建不久。为了选拔队
员，她四处奔波。“有些家长不理解，不愿
意让孩子练滑雪。”这期间碰到好苗子却
没能招进队中，让潘蕾至今仍觉得惋惜。

队伍组建完成后，难题接踵而来。队
员们是一个个从来没有上过雪的“小
白”，如何培养他们的雪感？潘蕾只能使
用笨办法，手把手扶着每一个队员从雪
道上滑下来，“最起码也要让他们知道教
练在身边保护，别害怕”。

队员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最小的
才 8 岁，面对空翻、过障碍等有难度的动
作，不免有畏难情绪。潘蕾耐心与队员交
流，或分析或开导或激励，不仅帮助队员
打开了心结，也让冬奥参赛出彩的梦想
渐渐在队员心里扎根。

可有些队员的进步还是不明显，这
是为什么？潘蕾常常思考。她发现，有的
是因为体能上有欠缺，有的是动作掌握
不到位。鉴于此，她制定有针对性的体能
训练方案，并在蹦床上对每一个动作进
行细致讲解。

“开始怎么也翻不好，教练在蹦床上
指导我做动作，帮我找到了容易出现问
题的地方，后来就练顺了。”11 岁的何雨
辰兴奋地说，“我现在已经能在雪道上完
成空翻了。”

尽管深深懂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潘蕾还是很有紧迫感。“没办法
呀，有的省都练了八年了，我们满打满算
才两年半，必须以快补晚，抓紧时间往前
撵。”

怎么补？其他省份一年上雪时间可
能只有三四个月，我省单板滑雪队一年
上雪时间能达到七八个月。除了夏训，每
年潘蕾几乎都有大半年带着队员追着雪
走，松花湖、法国、哈尔滨、崇礼⋯⋯

这期间，潘蕾白天带队训练，晚上还
要处理队内事务、制定第二天的训练计
划。她说，她唯一希望的就是队员们稳扎
稳打练好技术，而后快速进步，能参加
2022年冬奥会并取得好成绩。

与小队员们成了亲人

“以前觉得当队员累，当了教练发现
更累。”潘蕾说，身份转换之初她曾颇不
适应，但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必须
自己扛着，而不能影响到队员的训练。

好在她的自我调节能力不错，心情
再不好，经过一晚上的“自我消化”，第二
天也总能“阴转晴”，精神抖擞地出现在
队员面前。

队里没有助理教练，没有其他帮手，
潘蕾实际上身兼数职。事无巨细，她都得
操心。

“康复针灸让你一天去两次，为什么
只去一次？”队中有队员不认真做康复，
她要提醒、督促。

“小鱼儿，今天的动作改进了不少，
回去好好洗个澡休息。”8 岁的鱼嘉怡是
队里年龄最小的，潘蕾既要激发、保护她
的训练热情，又得关心她、照顾她。

潘蕾为每一个队员过生日、给孩子
们添置洗衣机，甚至要督促年龄小的孩
子训练后洗澡。即使带队在老家哈尔滨
训练，三个月的时间，她也只回去了一
次。“不能回也不敢回啊，毕竟孩子们还
太小，没人盯着不放心。”

因为长期在外漂泊，连对象都没法
谈，1987 年出生的潘蕾至今单身，她笑
言：“可能找个工作狂比较合适，这样就
不会存在谁顾不上谁了，因为都去忙工
作了。”

长时间的相守，把潘蕾和队员们变
成了一家人。她视队员为孩子，孩子们也
把她当亲人。“那天我一进门，见屋子里
摆满了小玩偶，孩子们扑棱扑棱冒出来，
纷纷祝我生日快乐。”潘蕾深情地回忆起
队员们为她庆生的情景，不觉淌出了幸
福的泪水。

每天训练场、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
生活，单调而枯燥，但她与孩子们相互温
暖、相互激励，在追梦的路上砥砺前行，
步履铿锵。

全国单板滑雪大跳台及坡面障碍技
巧锦标赛暨 U18 青少年锦标赛两个亚
军一个季军；全国单板滑雪冠军赛青少
年组女子第一名；为国家队（含国青队）
输送 8 名优秀队员⋯⋯在潘蕾的带领
下，省单板滑雪队的成绩越来越好。

□记者 田 恬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2019 电影春节
档也宣告落幕。小长假里，宁浩执导的

《疯狂的外星人》、韩寒执导的《飞驰人
生》、周星驰执导的《新喜剧之王》、郭帆
执导的《流浪地球》、麦兆辉执导的《廉政
风云》、成龙主演的《神探蒲松龄》以及动
画片《熊出没·原始时代》《小猪佩奇过大
年》等题材各异的影片共贺新春；黄渤、
沈腾、吴京、王宝强、成龙、张家辉、刘青
云、吴孟达等众多实力派演员整齐亮相，
共同演绎了一场堪称“神仙”阵容的春节
档期争夺战。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0 日，
2019 电影春节档全国票房总额突破 58
亿元，再次刷新春节档纪录。其中《流浪
地球》《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分别
以 20.1 亿元、14.48 亿元、10.43 亿元位列
票房前三甲。在红红火火的春节档电影
市场背后，透露出了哪些信息？记者近
日对省会影市进行了调查采访。

票房创新高

观影人数略有下降

记者采访了解到，农历正月初一当
天，在 8 部新上映影片的助力下，全国影
院票房呈现“井喷”，高达 14.39 亿元，刷
新春节档全国单日票房纪录，同比增长
13.98%。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前三天全
国票房收入总和更是超过33亿元。

电影正在深刻影响着老百姓春节假
期的休闲娱乐生活，在观影热潮影响下，
我省春节电影市场也呈现出一派红火景
象。记者在省会多家影院感受到了人们
的观影热情，除了各个购票 APP 的使
用，现场排队买票的观众也不在少数，

“看电影”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文化
“新年俗”。金棕榈国际影城东尚店、石
家庄 UME 影城 2 月 5 日当天在票房、观
影人次以及上座率上与去年相比均有所
提升。“正月初一我们影院观影人数破
万，上座率在 85%以上。”石家庄 UME
影城市场主管郝梦琪告诉记者，其后几
天日观影人数也基本保持在七八千左
右。此外，河北中联影业院线及旗下影
院 正 月 初 一 总 票 房 也 较 去 年 增 长 了
15.2%。

与票房有所提升不同的是，春节档
全国观影人数达 1.3 亿人次，较去年同期
下降了 1500 万人次。记者采访省会多
家影院了解到，票价上涨是促成今年票

房增长和观影人数下降的重要因素。有
数据显示，正月初一全国平均票价突破
45 元，同比去年上涨 15.3%。“票价上涨
肯定会影响到一部分观众的观影热情，
但是下降人数对我们影院的整体影响不
太大。”金棕榈国际影城东尚店市场部经
理宋审乾认为，春节期间电影票的涨价
调和了下降的观影人次，是维持今年票
房成绩稳中有升的一大因素。

类型有突破

科幻片带来新感受

虽说喜剧一直是电影春节档的热门
IP，但综观近年来的春节档，各个类型的

影片并不鲜见。今年春节档的 8 部影片
就分属不同类型，喜剧影片《疯狂的外星
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科幻影片

《流浪地球》，奇幻动作片《神探蒲松龄》，
港式悬疑片《廉政风云》，儿童动画片《熊
出没·原始时代》以及真人动画《小猪佩
奇过大年》，涵盖喜剧、爱情、悬疑、奇幻、
动作以及科幻等题材。影片类型相比往
年更加丰富，适合不同口味观影人群的
多层次消费。

今年电影春节档的一大亮点，当属
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郭帆执导的
科幻片《流浪地球》。“我们就是冲着《流
浪地球》来的。”2 月 8 日，在先天下中都
G 影城大厅，省会市民徐女士带着家人

早早就来候场。“之前都是看国外的科
幻片，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
幻片，加上口碑相当不错，肯定要来支
持一下。”

《流浪地球》持续发酵的口碑和热
映，引发大众热议。针对这一现象，不少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近几年，如《红海行
动》《流浪地球》等一些看似与节日气氛
不太相符的影片，却在春节档强势逆袭，
成为黑马，这足以说明，喜剧类型不再是
春节档唯一选择，能够引起观众好奇和
兴趣的其它类型电影正在崛起。

质量要求高

口碑依然是制胜法宝

根据 2 月 11 日公布的电影春节档观
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2019 年春节档
观众满意度得分为 83.9 分，为 2015 年开
展调查以来春节档的最高分，其中《流浪
地球》获档期满意度冠军。

“今年春节档影片的整体质量比去
年要高很多，不管是宁浩的《疯狂的外星
人》、韩寒的《飞驰人生》，还是吴京主演
的《流浪地球》，都属于比较卖座的高质
量影片。”宋审乾认为，随着电影市场的
快速发展，观众对影片质量的要求越来
越高，不再满足于每年春节档只有一两
部好影片。

“尤其是观众对影片质量的反应，可
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快。”郝梦琪告诉记
者，年前宣传较为低调的《流浪地球》在
正月初二就开启了逆袭之路，豆瓣评分
一度达到 8.1 分，在上映第 3 天就实现单
日票房登顶，排片也从首日的11.5%上涨
至 24.4%，并且一路看涨。“在去年，同样
高口碑的《红海行动》在上映第 7 天才登
上单日票房首位。”

而年前凭借宣传片《啥是佩奇》刷爆
网络的《小猪佩奇过大年》，却早早遭遇
票房滑铁卢，不管是排片率、上座率还是
口碑都全面下滑。“这说明，观众的审美
水准越来越高了，高口碑影片更容易进
入观众视野。比如《新喜剧之王》的票房
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那么对它的排片
就会相应作出调整。”宋审乾认为，随着
质量、口碑为王的持续加剧，那些没有高
品质内容做支撑，单纯依赖营销收割票
房的影片生命周期将会大大缩短，口碑
对影片票房的影响将会越来越重要，从
而迫使电影行业更加注重影片质量和
内容。

2019春节档落幕，全国电影票房总额突破58亿元——

电影市场“开门红”透露出了什么

□记者 白增安

2月8日，大年初四，记者
来到邯郸市丛台区黄粱梦镇
东官庄村“道合文化大院”。
大院门前的文化广场上，村民
正在表演腰鼓秧歌。院里书
法教室，“院长”王道合和十多
位农民书法教师正在教村民
和孩子们练习书法。

“平时周一到周五我们
要到周边的十多所小学教孩
子们书法，周六周日大院开展
书画研习和培训交流。春节期
间，我们举办了唱歌跳舞、书
法培训展览和读书交流活动，
这几天，每天接待当地和周边
群众百余人。”王道合说。

王道合自幼酷爱书法，如
今是当地享有盛名的“农民书
法家”。几年前，他看到村里
的孩子们放学后无人管，便在
自家小院开办了书法学习班，
义务教孩子们书法。2015年
10 月，在丛台区宣传部门的
支持下，“道合文化大院”正式
挂牌，文化大院占地400多平
方米，内设书画作品展厅、书
法教室、创作室和科技致富书
屋；院门外还建有200多平方
米的小型文化广场，成为村里
的文化活动中心和孩子们学
书法、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

的乐园。许多农民书法爱好
者常常聚集在这里，相互学习
和交流探讨传统文化。

农忙时节握锄把，农闲
时节握笔杆。在王道合的指
导下，东官庄村及周边村庄
有 十 余 人 成 了“ 农 民 书 法
家”，也成了文化大院的骨干
和志愿者。71岁的村民宋邦
武是文化大院的“铁杆”志愿
者，常年在这里义务教书法。

“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书 画
展”，“俏大嫂”广场舞大秧歌
比赛，十九大报告宣讲，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农民书画展
览，迎新春千幅春联送万家
活动⋯⋯“道合文化大院”成
立三年多来，已举办各种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公益
活动近百场。

“东官庄村‘道合文化大
院’是区委宣传部首批命名
的、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
传播点。到目前全区已建成14
所文化底蕴浓厚，各具特色的
文化大院，成为当地群众陶冶
情操、学习创业技能、丰富文
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促进了乡
风文明建设，打通了文化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被群众誉为
家门口的‘文化加油站’。”丛
台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兴
国说。

“文化大院”里过个“文化年”
——在邯郸市丛台区

本报讯（记者田恬）最是
书香能致远。记者从省图书
馆获悉，春节假期（农历正月
初一至初六）省图书馆共接
待到馆读者 3 万余人次，图
书借阅量2335人次、9710册
次 ，数 字 资 源 访 问 人 次
14135 次、下载量 30.335G，
举办读者活动10余项。

2 月 11 日（农历正月初
七），记者走进河北省图书
馆，只见大厅以及期刊阅览
室摆放的自习桌前坐满了读
书、学习的人们。春节长假
期间，许多人选择到图书馆
充电、学习，在书香中开启新
的一年。

家住藁城区的李思侬是
石家庄一中的一名高二学
生，一大早就赶到了省图书
馆，“虽然是春节假期，但是
图书馆的人还是挺多的，我
觉得这一方面说明人们对阅
读的需求在提高，另一方面
也说明大家认为过年不再只
是单纯吃喝玩乐了，也可以
把年过得有书香味、有文化
味。”李思侬告诉记者，在度
过了几天轻松的假期后，她
选 择 来 图 书 馆 给 自 己“ 充
电”，这里的氛围和环境都很

好而且学习效率也非常高。
除了适合安静地学习，

图书馆还为假期里的亲子活
动提供了一个好去处。省会
市民白女士带着 3 岁半的女
儿在图书馆度过了一个新颖
的春节，“往年春节我们都是
回老家过年，整个春节的活动
基本都是吃喝玩乐、看电视，
从来不会想着看看书。今年
春节没有回老家，就想着带女
儿来图书馆，增加亲子阅读时
光的同时，也能让孩子用一种
新的方式体验春节，让她知道
春节不只是吃喝玩乐，还有阅
读这种优雅的方式。”

据介绍，春节期间，省图
书馆的中文报纸阅览、中文
期刊外借、中文图书借阅、多
媒体电子阅览、少儿图书借
阅、少儿多媒体阅览、儿童活
动区、冀图讲坛及云水展廊
等部分窗口对外开放。此
外，还有“我爱你 中国”迎
新春年画展、“册府千华 文
献撷珍”——迎新春京津冀
珍贵古籍书影展等展览供人
们参观欣赏。

省图书馆馆长李勇介绍
称，春节假期来图书馆的人
流量每天能达到三千人次。

本报讯（记者焦磊）
春节期间，由国家图书
馆（国家典籍博物馆）、
省委宣传部、衡水市委
市政府共同主办的“迎
春送福”武强年画专题
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
开展。截至目前，累计参
观达到 2.2 万人次。这
是我省首次与国家图书
馆联合举办武强年画专
题展。

据了解，作为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首批国家传统工艺
振兴项目，武强年画已
成为衡水乃至我省文
化的靓丽名片。此次年
画专题展以新春时令
为 线 索 ，共 分 两 个 板
块。第一板块包括春节
溯 源 、开 门 迎 年 两 部
分，简要介绍春节的起
源和历史演进，叙述其
文化历史，溯年节之源
流。第二板块主要展示
武强年画精品及其制
作工艺。此次共展出武
强年画精品百余幅，包
括明、清、民国及近现
代珍贵藏品，对武强年
画的历史脉络、传承发
展和艺术风格进行了
系 统 展 示 ，其 中 20 余
幅精品为首次展出。

开幕当天，武强年
画、冀派内画等国家级
非遗项目传承人进行了
现场技艺演示，观众们
还现场体验了武强年画
制作，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和其中蕴藏的智
慧。“没想到，在这里能

看到这么多绚丽多彩的年画，我要把
年画挂在家里，让今年的年味儿更浓
一些！”北京游客任超拿着自己制作的
年画兴奋地说。

同时，衡水市委、市政府向国家图
书馆赠送了 20 种共 30 幅武强年画藏
品，包括寓意吉祥的《平安富贵》《五福
临门》《九九消寒图》《连年有余》，民间
信仰的《门神》《钟馗》《灶神》《财神》及
弘扬中华美德的《二十四孝》等年画代
表作。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
馆馆长饶权表示，除了联合举办武强
年画展，还将与河北省委宣传部、衡水
市委市政府在年画等传统文化资源共
享、整理保护、人才技术交流、学术研
究、新品研发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春节假期，省图书馆接待到馆读者
突破3万人次——

书香开启新一年

我省首次与国家图书馆联办武强年画专题展

图 为
省 单 板 滑
雪 队 教 练
潘 蕾 在 训
练场。

记者
赵 杰摄

本报讯 （记者龚正龙）“通过文物
调查勘察，白洋淀的文化价值正在一步
步凸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对这一
区域的考古调查，延续历史文脉⋯⋯”
省文物局日前召开媒体座谈会，在提到
雄安新区文物保护工作时，省文物局局
长张立方如此表示。

2018年，全省文物系统坚持新发展
理念，积极推进与国家重大战略对接，
以雄安新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冬奥
会沿线文物保护工作等为主线，努力提
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在雄安新区文物
保护领域，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总体部
署，完成了雄安新区文物调查报告和雄
安新区文物调查专题报告。容城南阳勘
察和遗址发掘项目稳步推进，对城址进
行复探，对北部夯土区域进行考古发
掘。不仅完成了雄安新区遥感及机载激
光考古调查外业工作，还基本完成 100
平方公里起步区的考古勘察工作。此
外，还对雄县双堂遗址进行了发掘，确
定此前勘探出的“地道遗存”实为明代
或宋元时期砖体建筑遗存。

“以往提到文物保护，一般理解都
是地面上的遗存，地下的文物等，对于
雄安新区来说，我们在努力推动这些领
域文物保护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周边的
白洋淀。因此，我们在 2018 年启动了
雄安新区环境考古调查和白洋淀区域文
化遗产调查，重点是白洋淀及周边区域
的河湖水系演化，以及人居环境、聚落
分布、生业模式和人文历史等领域。”
张立方介绍，目前雄安新区考古调查工
作成绩斐然，不仅发现了仰韶早期的遗
址文化层，而且还发现一些散见于古代
典籍中的历史记载实物印证。

张立方表示，2019年，将协调相关
单位区域内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继
续推动雄安宋辽边关地道 （邢村段） 保
护展示工程、南阳遗址考古发掘、燕南
长城考古调查、白洋淀区域文化遗产调
查、鄚州城遗址考古勘察试掘等五项重
点工作。

省文物局召开媒体座谈会提出全力做好雄安新区文物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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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郭帆执导、吴京等主演的影片《流浪地球》。
图② 宁浩执导，黄渤、沈腾主演的影片《疯狂的外星人》。
图③ 韩寒执导、沈腾主演的影片《飞驰人生》。（均为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