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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作品

﹃
双推

﹄
活跃河北文艺评论

以非遗人才培训、非遗衍生品开发为突破口，我省在非遗扶贫领域作出积极探索——

“非遗+扶贫”开拓文化致富路
□记者 曹 铮

“河北省高校众多，艺术科研院所
建制较为完善，积累了一批年龄结构
合 理 且 富 有 理 论 功 底 的 文 艺 评 论 人
才。”在近日举行的全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 2019 年度工作会上，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建忠介绍了我
省依托高校和研究机构打造文艺评论
阵地，通过推人才、推作品促进河北文
艺评论进一步活跃发展的做法，在与
会者中产生强烈共鸣。

文艺评论既有促进创作、多出精品
的功能，也有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责
任。经过对全省文艺评论资源进行调
研和评估，我省立足本土资源培固评论
基础，突出调研和基础性研究，依托高
校和科研单位，以评论促创作，在创研
一体中发挥评论的导向作用。近年来，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省艺术研究所、河
北影视集团等单位合作，对我省的舞台
剧目、影视作品，从创意到大纲，从剧本
到舞台演出、银屏上映进行全程跟踪，
在创作的同时注重评论的引导性，打通
创作与评论的壁垒。与此同时，我省不
断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2017 年 12
月，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河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成立省内首个文艺评论
基地。此外，依托河北大学和河北传媒
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基础，积
累了一批热切关注现实创作的青年优
秀人才。

“事实证明，只有那些具备真知灼
见和专业解析能力的观点和文字，才
能让创作者有振聋发聩之感，进而提
升创作水平。”陈建忠认为，文艺评论
需要以守正把握方向，也需要以创新
激活生命，引领方向。这就要求广大
文艺评论家做时代的同行者，做文艺
风向的观察者、发现者和先导者。为
此，2018 年，我省通过与中国文联、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等单位沟通协调，
策划召开了北戴河文艺峰会，以“人民
与英雄——中国影视主旋律发展的使
命与初心”为题，凝聚老中青三代影视
艺术家共同聚焦影视发展。今后北戴
河文艺峰会将每两年举办一届，立足
京津冀，辐射全国，打造成为全国性高
端学术品牌。

实施推人才推作品的“双推工程”，我省一批优秀
人才和作品脱颖而出。“随着我省各级文艺评论家协
会的建设逐步推进，一批中青年评论家积极关注现
实、深入生活，在创作实践和基础研究方面作出有益
探索。”陈建忠表示，未来，我省将积极推动各级文艺
评论家协会组织成立，进一步推动我省文艺评论阵地
建设、队伍建设，为出人才、出精品奠定良好基础。

日前，在河北
博 物 院 举 行 的 河
北省“非遗+扶贫”
手 工 技 艺 创 业 就
业成果展，吸引了
众多观众。

记者 田瑞夫摄

□记者 曹 铮 见习记者 吴安宁

我省拥有特色突出、数量众多的非遗
资源，如何让这些非遗资源变为文化产
业，在扶贫攻坚中惠及当地百姓，成为值
得思考的课题。近年来，以非遗人才培
训、非遗衍生品开发为突破口，我省在非
遗扶贫领域做出了积极探索与尝试，越来
越多贫困户依托当地特色非遗产业走上
了致富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
物馆、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了

“传统工艺振兴交流对话活动”，来自全省
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我省“非遗+扶
贫”模式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期待进一
步推广和完善。

激活非遗“老手艺”

迈出扶贫第一步

日前，在河北博物院举办的河北省
“非遗+扶贫”手工技艺创业就业成果展
上，精美的定兴京绣龙凤盘金绣褂裙、手
绣牡丹旗袍等非遗创意服装吸引了大批
观众的目光。

“中式服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现在来找我们订制京绣服装的客户越来
越多了。”定兴京绣展位前，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传承人——定兴县南
大牛村的梁淑平，热情地向观众们介绍着
京绣作品。

将传统工艺产品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继承、创新和转化，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产品，是“非遗+扶贫”工作的基础环节。为
了让精美刺绣艺术走进百姓生活，惠及当
地民众，梁淑平的燕都刺绣工艺品制造有
限公司将传统纹样与时尚元素相结合，开
发出许多新品。该公司推出了民族服装、
中式礼服、披肩等现代京绣服饰，还有壁
挂、靠垫、箱包等手工艺品上千种，在保持
尊贵典雅风格的同时，又展现出端庄时尚
的品位，深受消费者喜爱。“越来越多传统
工艺产品在与时尚、生活接轨，不是简简单
单的老样子。我们愿意将这些产品作为一
种新的时尚向社会推广。”梁淑平说。

“传统工艺的继承是重要的，但创造出
有时代精神的艺术产品更为重要。”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宏复认为，纵观我省“非
遗+扶贫”的成功实践，首先要激发更多新
生力量，丰富创新形式，激活非遗“老手

艺”，让民间传统工艺品成为时尚新宠。
近年来，我省在“非遗+扶贫”模式探索

中，注重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和创
新。一方面坚持传统技艺的保护继承，另一
方面也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加强产品的创意
设计，加强技术改进，保证产品对路、产销两
旺。比如承德丰宁将剪纸元素运用到陶瓷、
铁艺、文化衫、沙发垫等日常生活用品的开
发中，既让非遗走进百姓生活，又让当地贫
困户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做好非遗技术培训

人才支撑助力扶贫

邯郸魏县传统棉纺织技艺远近闻名，
为助力精准扶贫，郭家坊土纺土织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挨个走访了周边 11 个乡镇、
50 多个村庄，入户了解贫困群众的愿望，
为 112 名贫困人员建档立卡，开展合作。
采取“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免费传授纺织技艺，送线上门、
收货到家。

“贫困人员以在家加工为主，时间自
由，干得多挣得多。平均每人每年收入最
多能达到一万多元，现在已经帮扶周围乡
村脱贫 93 人。”郭家坊土纺土织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说。

“非遗扶贫关键在于让第一线从业者
获得切实的实惠，而不单纯是形式上的扩

大影响。”云南艺术学院产品设计系主任
游峭认为，河北拥有丰富多样、特色鲜明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无疑是广大群众脱
贫攻坚的重要资源，而非遗扶贫首先要做
好贫困人员的技术培训，作为人才支撑助
力“资源变资产”。

为了让贫困群众实现“守着娃、学着
艺、养着家”的愿望，丰宁满族自治县制定
出台了《关于推进“非遗+扶贫”试点、设立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实施方案》，把振兴
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作为切入点，以
丰宁满族剪纸、布糊画为龙头，逐步确立
了在县城建立非遗扶贫工作站，在有条件
的乡镇和村庄建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的
工作思路，积极推进传统工艺传承保护与
贫困村脱贫致富有机结合。截至目前，该
县建立起非遗扶贫剪纸就业工坊 5 处，由
各级传承人每周开展辅导培训并定期集
中培训。已开展培训 100 余次，培训学员
200余人，其中贫困人口超过30%。

搭建文旅平台

提升非遗市场竞争力

搭建集宣传展示、旅游体验、运营就
业等功能于一体的文旅平台，是打通非遗
扶贫“最后一公里”的好办法。近年来，我
省各地积极搭建扶贫综合平台，有效促进
传统工艺振兴的同时，助力精准扶贫。

邢台市广宗县成立广宗柳编协会，成
为柳编扶贫的重要平台。广宗柳编由小
作坊发展成为集科研、生产、加工、培训、
教学、体验、销售、推广等多种形式的文化
产业体系，吸收和培训大批贫困家庭成
员，给体弱年迈人员安排适当工作，为周
边贫困户致富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丰宁满族自治县不仅通过线上线下
电商平台进行产品销售，还在大滩镇的景
区内设立了“非遗+扶贫”产品销售专区，
通过旅游带动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产品销
售。“如今，丰宁已被列为国家‘非遗+扶
贫’试点地区，成为国家级平台，充分利用
旅游景区全方位展示具有丰宁本土特色
的非遗项目产品，在满足游客购物需求的
同时，进一步推动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
合，扩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传统手工艺产
品的销售面，推动贫困群众实现就业增
收。”丰宁满族自治县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丰富、创新更多的渠道和平台，
是提升非遗衍生品市场竞争力的突破
点。”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章莉莉说，
全国各地建立的非遗工作站联合众多品
牌企业，利用企业成熟的现代管理和产销
机制有效实现成果转化，不失为一个良好
的尝试。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工作站，更便
捷地汲取传统工艺的养分，滋养和提升品
牌价值。这些成功实践，为“非遗+扶贫”
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王伟宏

北京时间 6 月 18 日凌晨，法国女足世
界杯 B 组小组赛末轮，中国女足凭借顽强
的防守以 0∶0 逼平西班牙队，得以按照“4
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规则小组出
线。高接低挡力保城门不失的彭诗梦，赛
后被评为当场最佳球员。

这是一场场面极其惨烈的比赛。面
对身体、技术都好于自己的对手，中国女

足的姑娘们没有硬碰硬，而是选择了防
守。整场比赛，中国女足只有1次射门，还
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几乎完全没有进
攻；而西班牙女足 24 次射门，有 9 次在门
框范围以内。在控球率上，中国女足也以
39%对 61%处于绝对下风；传球次数上，中
国女足的318次几乎只有对手的一半。

即便如此，她们也不得不经常疲于奔
命，尝试化解对手一次又一次的攻势。为
了不让对手进球，她们一次次把球踢出边

线，甚至不惜 8 次把球踢出底线。不得已
的时候，就用身体去挡对方的传球或者射
门，让人想起电影《少林足球》中惨烈的防
守场面。

这是一场毫无技战术可言的比赛。
然而，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却用她们“努力
到无能为力”的顽强意志，赢得了出线机
会，更赢得了尊重。赛后，中国女足主帅、
号称“铁帅”的贾秀全泪洒场边。盘点比
赛时，他多次使用“顶住”这个词，足以证

明这场比赛在他心中的难度和压力之大。
尽管中国女足用一场令人动容的比赛

暂时征服了外界，但世界杯还在继续，她们
依然不得不面对自己、对手和未来。一个
残酷的现实是，这次以小组第三出线，是中
国女足 7 次参加世界杯（2011 年未能跻身
决赛圈）小组赛战绩最差的一次。另一个
残酷的现实是，淘汰赛除了防守，还需要进
攻，但谁能解决锋无力的问题？

虽然中国女足在八分之一决赛避开
了世界第一美国队，但她们的对手不管是
潜在的意大利队还是英格兰队，实力都比
中国女足要强。凭借 3 场小组赛只进 1 球
的效率，中国女足在淘汰赛上更进一步难
度很大。被寄予厚望的王霜能否在淘汰
赛上“苏醒”？贾秀全是否考虑变阵？这
一系列问题都在考验着中国女足。

凭借钢铁防守世界杯小组出线

中国女足淘汰赛该怎么打

6 月 15 日，2019 年石家庄市小篮球 U6 联赛在省会
拉开帷幕。石家庄市小篮球 U6 联赛全部比赛将进行网
络直播，孩子们在 U6 联赛的球场上将尽情享受篮球带
来的快乐。 记者 耿 辉摄

（上接第一版）
这个团队里，一直埋头作记录的

是总场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的张海
军。他一边凝神倾听大家喊出的每
一个数字，一边迅速地填写到手中的

《中幼抚调查设计调查表》上。
当天的调查设计结束后，他的工

作也不能结束。回到场部，他还要做
内业，把当天的外业调查数据输入到
电脑上，计算，做图，加班到晚上十点
是常态。

一直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眼前这
块标准地的调查才结束。队员们收拾
起工具，向着更高更远的密林里走去。

塞罕坝有多冷？北曼甸林场的
90 后许颖第一次上山作业就体验
到了。

那是 2016 年 12 月，她到营林区
的 楞 场 清 点 登 记 堆 放 在 那 里 的 木
材。正是坝上最冷的时候，带着硬茬
的风刮来，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她
全副武装，穿了两件棉衣、两条棉裤，
脚底、膝盖、肚子上都贴着暖宝，一边
用笔作记录，一边不停地跳着“踢踏
舞”。“当时眼睫毛上都是冰，帽檐上、
口 罩 上 接 触 到 呼 气 的 地 方 也 都 是
冰。这种冷，能冷到骨头缝里，我以
前从来没有经受过。”

坝上冬天不光冷，风也大，有时
赶上大风天，脸被刮了一天，火辣辣
的，好像发烧一样；夏天日头也大，紫
外线强烈，暴晒在烈日下，仅仅一天，
脖子上就能晒掉一层皮。

去年 5 月，阴河林场的 80 后技术
员赵宁在山上造林，半个多月没回
家。回家后，推开门，3 岁的女儿看见
他，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大黑人
回来了！”

走近塞罕坝，来往的游客，看到
的是塞罕坝的美。

扎根塞罕坝，年轻的“林三代”，
尝到的是塞罕坝的苦。

问他们，为什么自讨“苦”吃，选择
到远离城市、依然艰苦的塞罕坝工作？

他们说：“这片林子到了我们这
一代人手里，不能给干砸了，只能让
它更绿更健康。”

他们说：“不会有人为了吃苦而
选择事业，但会有人为了事业而选择
吃苦。”

“前人栽树，后人不能只乘
凉。守护好、发展好这片林子，
我们要担起闯关的担子”

5 月 24 日清早，塞罕坝机械林场
大唤起林场副场长尹海龙起床从宿
舍走到林场苗圃。一畦畦苗圃里，绿
油油的落叶松苗挂着水珠，在朝阳下
闪着光。

50 多年前，就在这块苗圃，以当
年大唤起林场副场长李兴源为代表
的一批林业技术人员一改“遮阴育
苗”为“全光育苗”，主动对幼苗进行
强光“烤”验。结果，育出的新苗根系
发达、木条敦实、抗旱抗虫，使塞罕坝
落叶松树苗成活率从不足 8%，一下
子达到了90%以上。

50 多年来，由于苗圃一直重茬使
用，土壤明显退化，病虫害增多，过度
增肥造成树苗主根发达侧根少，成活
率低。育苗——大唤起林场这块响
当当的金字招牌迎来新的考验。

今年，他们和中国林科院合作，
试验一套轻基质育苗扩繁系统，有望
让大唤起林场育苗的金字招牌再次
亮起来。

苗圃西侧，十几名工人正在搭建
温室大棚框架。尹海龙走到近前，逐
个摇动钢管立柱，查看是否牢固。

1982 年出生的尹海龙在河北农
业大学学的经济学，2005年到塞罕坝
工作后却爱上了技术岗，一头扎进了
造林、营林一线。

猫下腰，在苗圃中拔出一株约 20
厘米的树苗。“这株树苗已经生长两
年多了，还要移植到营养杯中再培育
一年多才能种到山上。”尹海龙向我
们介绍说，将来运用轻基质育苗扩繁

系统，采用扦插法培育，这个培育周
期将缩短一半。

不仅仅是培育周期，按照试验数
据，树木生长周期也有望缩短一半。
尹海龙自豪地说，林场的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均能实现翻番。

“今年年底建成，明年投入使用。”
他憧憬着试验成功后，也建上一座和
林业发达国家一样的工厂化育苗车
间，“那时候塞罕坝育苗名声更响！”

“老一代塞罕坝人攻克了引种
关、育苗关、造林关。”塞罕坝机械林
场总场党委书记、场长刘海莹介绍
说，如今塞罕坝依然在闯关：良种引
育关、资源结构优化关、森林质量提
升关、林业可持续发展关⋯⋯

以 80 后、90 后为主的“林三代”，
如今已成为闯关的绝对主力。

穿过泥泞，钻进林海，5 月 23 日
下午，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科研所的
工程师付丽华和同事来到千层板林
场羊场作业区。

“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打一块样板
地。”付丽华对我们说，总场申报的《塞
罕坝典型林地生态恢复与经营技术研
究》项目已经立项，需要抓紧实施。

拿出卷尺，按 20 米×30 米圈定
一块样地；掏出锤子、钉子，给每棵树
订上号码牌；用小尺测量准每棵树的
胸径和树与树的间距；瞄着标尺，记
录下每棵树的相对位置。付丽华和
同事们忙得满头大汗。

“我们今天主要在进行前期数据
采集，下一步，我们会对样地林进行
人工干预，通过多次采集数据，最终
得出科学结论。”她向我们解释说，眼
前这个项目可以明确塞罕坝地区森
林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规律，为自然
保护区人工生态林经营，石质山地与
沙荒地退化植被森林营建及低效天
然次生林的转化奠定生态学基础。

2008年，付丽华从中国林科院硕
士研究生毕业，在城市工作三年后，
她来到了塞罕坝。

2016 年底，她参与的《冀北困难
林地攻坚造林综合配套技术》顺利结
项，为提升华北地区困难立地造林水
平，促进北方森林生态效益更好发挥
提供了技术支撑。

“前人栽树，后人不能只乘凉。
守护好、发展好这片林子，我们要担
起闯关的担子。”付丽华说。

5 月 21 日下午，北曼甸林场四道
沟营林区的一处山坡上，一株一米出
头的落叶松，蒙着面纱，迎风摇摆。

袁中伟轻轻解开纱罩，指着一根
枝条说：“看见了吗？那个黄色的就
是落叶松鞘蛾幼虫。”

我们凑过去，费劲看半天，才看清
了这个和小米粒大小差不多的幼虫。

“这里边有一千多只幼虫呢。”袁
中伟在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场森防站
工作，他告诉我们，因为缺乏塞罕坝
地区落叶松鞘蛾生活史资料，今年 5
月 8 日，他们在阴河林场红水营林区
取来落叶松鞘蛾幼虫样枝，放在这个
监测点进行人工饲养。“在虫态转变
时，需要一天观察一次。”

只有 8 个人的总场森防站，近几
年主持完成《松线小卷蛾、落叶松线
小卷蛾预测预报技术规程》《松线小
卷蛾、落叶松线小卷蛾防治技术规
程》《白毛树皮象预测预报技术规程》

《白毛树皮象防治技术规程》《云杉阿
扁叶蜂预测预报技术规程》5 个省级
地方标准，在全省组织的森防联合检
查中多次获得第一名。

“不仅能吃苦，而且能从现
实的苦中咀嚼出甜”

一双胶鞋，两双登山鞋，洗得干
干净净，摆放在门口。

这间16平方米的小屋，是北曼甸
林场 90 后李爽和爱人刘阳的宿舍。
独立卫生间，一米五宽的双人床，一
个衣柜，一个书桌，屋内的陈设，简单
而整洁。

2017 年相识，2018 年结婚。“别

看我俩在一个林场工作，也常常见不
着面。这不，他 4 月 12 号去营林区造
林，到现在5月19号了，中间就回来一
趟。”李爽说，她每月 1 号都要去营林
区进行考勤登记。5月1日，她专门捎
了苹果、饼干和两身衣裳给爱人，回来
时，则多了三双沾满泥的脏鞋。

“山里打电话没信号，但营林区
有 WiFi，我们约定好，每天中午和晚
上吃完饭的点儿，在微信里视频或者
语音聊会儿天。”李爽说着，笑了。

来到塞罕坝，与青山为伴，与绿
树为友，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年
轻的“林三代”，像一株株松树幼苗，
在坝上扎下根来，开始舒展开嫩绿的
枝叶。

“塞罕坝林场有句老话，献了青
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扎下根
来，你才会懂林场，懂林场人。”他们
说，这大概是从上两代塞罕坝人那里
继承的“基因”——“不仅能吃苦，而
且能从现实的苦中咀嚼出甜。”

在三道河口林场，宋彦伟身挑数
担。因为三道河口林场相比其他林
场小，所以在部门设置上也简单些。
名义上他是生产股股长，实际上还兼
着像别的林场森保股、资源股、自然
保护区管理的工作，造林、调查、监
测、防疫，这些活他都得干，而且手下
的“兵”只有一个。

但是采访中，他一直乐呵呵的，
无论言语还是神情，没有透出一丝压
力山大的抱怨。相反，记者听到的感
受到的，是他发自内心的满足——

“今年春天我们计划造林 1100
多 亩 ，现 在 已 经 超 出 了 计 划 ，造 了
1300多亩。”“为什么多出来啊？是这

样的，一些边边角角有空的地方，虽
然没有在计划之内，但是我们造一次
就把它造齐了。”

“2014 年我买了一辆大众速腾，
从那以后，每逢儿子放寒暑假，我们
一家三口，都会自驾到周边城市或景
区旅游，保证每年一次。”

他 们 的 快 乐 ，如 此 简 单 、如 此
温情。

说起刚刚一周岁的儿子，阴河林
场副场长彭志杰脸上乐开了花，每天
晚 饭 后 视 频 看 看 儿 子 ，就 是 他 的
快乐。

说起上幼儿园的女儿，赵宁一脸
期待。4 月 26 日是星期五，山上的活
干完得早。他回到围场县城后，直接
去幼儿园接孩子。孩子看到是爸爸
来接，高兴地举起小手让他看：“爸
爸，我今天得了一个小贴画。”能多接
女儿放一次学，就是他的快乐。

5 月 18 日，星期六。许颖从北曼
甸林场到阴河林场看望她的男朋友
郗建坤。

她是搭同事的车过来的。两个
林场挨着，但是坐班车绕道乡镇得两
个多小时。

披肩长发，红色卫衣，灰色外套，
涂着口红，染着指甲，记者眼前的许
颖，时尚爱美。

“周六日，我值班他去看我，他值
班我来看他。不过忙起来的话，基本
上不歇节假日。”许颖打趣道：“虽然
只隔着一座山，却感觉像是异地恋。”

“好在一样的工作，容易相互理
解。”她告诉记者，俩人已经在围场县
城买了房，今年年底就能搬进去，“到
时候我们结婚！”

（上接第一版）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

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的谆谆告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我们人生难

得的际遇。每个青年都应该珍惜这个
伟大时代，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奋斗是
最美丽的青春誓言，让我们一起向奋
斗的青春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