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7 月 13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第
一届冬奥优秀音乐作品正式发布。发
布活动以“用歌声传递奥林匹克力量”
为主题，以电视节目结合云发布、云颁
奖、云合唱的形式，推出 10 首优秀歌
曲、20首优秀歌词，第二届冬奥音乐作
品征集活动同时启动。

发布活动由北京冬奥组委、中国文
联主办，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中
国音乐家协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同时得到
了中央歌剧院、中国交响乐团及知名音
乐人、文化学者、冬季项目运动员代表
等大力支持。

7 月 13 日 20:00 起，发布活动节目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多
个频道以及央视网、央视频、优酷、腾
讯、爱奇艺、抖音、快手、网易云等20多
家平台同步播出。节目时长1小时，采
用360度全景拍摄，通过现场表演与背

景视频的配合，穿插对10首优秀歌曲、
20 首优秀歌词的发布和点评，构成了

“线上+线下”用音乐激荡心灵、用歌声
传递力量的冬奥乐章。

据了解，2019年8月8日，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面向全球启动了
第一届冬奥音乐作品征集活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共收到应征作品
1137件。经过评审委员会专家的多轮
评选、研讨，最终，10首优秀歌曲脱颖而
出，分别是《冰雪冬奥》《银色花火》《冰
雪英雄》《冰在舞 雪在烧》《冬奥有我》

《冰雪情怀》《2022去北京》《冬奥阳光》

《相约北京》和《燃烧的雪花》；20首优秀
歌词分别是《约天下》《冰雪在燃烧》《让
世界骄傲》《梦想舞动》《冰雪之焰》《所
有名字都叫胜利》《冬天的火光》《北京，
冬之约》《有梦的人生注定不一样》《让
冬梦无瑕》《2022北京有约》《拼》《向梦
想靠近》《冰雪火炬》《北京冬奥》《点亮
冰雪梦》《相约飞翔》《相约北京 2022》

《冰雪情缘》（赵国伟作词）和《冰雪情
缘》（闫新超作词）。

活动现场启动了第二届冬奥音乐作
品征集，相关信息后续请关注北京冬奥
组委官方网站（www.beijing2022.cn）。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第一届冬奥优秀音乐作品正式发布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7月13
日从北京冬奥组委获悉，猿辅导在线
教育成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官方在线教育服务赞助商。至
此，北京冬奥组委已成功签约31家赞
助企业，包括10家官方合作伙伴、9家
官方赞助商、6 家官方独家供应商、6
家官方供应商。

猿辅导在线教育将发挥科技优
势、教育优势与平台优势，做好冬奥会
知识宣传工作，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
在冬奥与青少年之间，搭建一条崭新
的“在线”桥梁。北京冬奥组委将竭诚
为猿辅导在线教育搭建展示平台，提
供高效、精准服务，帮助企业获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和影响力，使企业充分享
受冬奥品牌带来的广泛收益。

再添一家官方赞助商

北 京 冬 奥 会
赞助企业达3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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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
莉）7月13日，省双拥办、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主办的河北省百城万店
拥军行活动启动，旨在动员社
会各界力量为军人军属、退役
军人和优抚对象提供更多优
先优惠优质服务，进一步发扬
光大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全
面提高新形势下的双拥工作
水平。

活动中，各地各部门将在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基
础上，一如既往地支持驻冀部
队备战打仗，同时加强协调、
服务、宣传工作，更好地组织
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双拥、参与
双拥。企事业单位将充分发
挥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推出各
具特色的拥军项目，开展“拥
军套餐”“惠军工程”等实实在
在的拥军活动，为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提供精

准服务。各地将积极协调、帮
助、支持社会拥军组织发挥特
有的优势和作用，把承诺服务
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各
级社会拥军组织将发挥桥梁
和纽带作用，积极拓展社会拥
军新领域、新平台、新途径，不
断优化拥军项目载体，用心用
情用力当好新时代我省拥军
志愿服务队。

启动仪式设石家庄主会
场和各设区市、各县（市）135
个分会场。在主会场，石家庄
市爱国拥军志愿者联合会作
为社会拥军企业代表，向全省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门店
商户及社会各界朋友发出倡
议，号召大家积极投身我省拥
军热潮，为军人军属、退役军
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承诺提供
优先优惠优质服务；引领和带
动更多同行、同业结合自身业
态、技能、知识或商业经营、业
务优势等实际情况，面向军人
军属、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提
供各类拥军服务。活动现场，
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北人集
团、石家庄市军粮供应有限公
司等16家爱国拥军企业代表
在拥军志愿服务承诺书上
签字。

我省百城万店
拥军行活动启动

河北日报讯（记者梁韶辉）河北省第四
届（邯郸）园林博览会会歌、吉祥物近日正
式确定，由邵源作词、赵梦鹤作曲的《绿水
青山不了情》被确定为会歌，“邯娃”和“郸
妮”成为吉祥物。

为切实做好省第四届（邯郸）园林博览
会筹备工作，邯郸市先期组织邯郸学院艺
术学院、邯郸音协、邯郸著名音乐制作人到
园博会举办场地进行采风，开展会歌创作
活动。经过有关音乐专家对创作作品评
选，最终确定《绿水青山不了情》为省第四
届（邯郸）园林博览会会歌。

该歌曲以宽阔的视野和满腔的热忱，
由衷赞美了燕赵大地的壮丽山河与园林风
情，突出展现了邯郸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邯
郸正复兴”的新时代风采。

面向全国的省园博会吉祥物征集活动
也于近日结束。通过组织相关专家对来自
北京、辽宁、山东、广东等地以及多所院校
的142个设计作品进行评选，“邯娃”和“郸
妮”设计作品入选，最终确定为本届园博会
的吉祥物。

“邯娃”和“郸妮”，形象颜色以蓝色、
绿色和红色为主基调，其造型、头饰、祥
云纹、波浪纹、叶脉纹融合了赵文化、丛
台、磁州窑等地域特色文化元素，遵循了

“生态、共享、创新、精彩”原则，突出了
“山水邯郸·绿色复兴”主题，寓意着在包
容中促进和谐，在传承中推动发展的美
好愿望。

邯娃 郸妮

□新华社记者 高 博

“李营村坐落在青河旁，环村的油路
通四方，花园村庄多美好，一年四季果菜
香……”一首李营村村民创作的村歌，道
出了这个小村庄的秀美富庶。

李营村位于唐山市滦南县，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李营还是一个“旱收蚂蚱涝
收蛙”的穷村。30多年来，在村党支部书
记李志刚的带领下，该村荣获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等70多项荣誉
称号，实现从“脏乱差”到“绿富美”的华
丽转身。

李营村全村 700 多口人，30 多年前
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今年50岁的村
民李卫民记得，小时候村里穷得叮当响、

也比较乱，每年失火 20 多场，村里隔三
岔五丢东西，周边流传着“有女不嫁李营
村”的俗语。

转变始于李志刚的“临危受命”。
1987年，32岁的李志刚被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他暗下决心“李营不能这么乱下
去，既然乡亲们信任我，一定要干出个样
子，让乡亲们过上富裕生活。”

治乱先治穷。当时李营村有耕地
1400亩，大部分是盐碱地，一亩玉米每年
只产三四百斤。村委会经过考察，决定
将旱地改成稻田，从改变种植结构入手
提高村民收入。

在外村人眼里，这是个败家的决定，
因为浇小麦水都不够用。李志刚憋着一
口气，带领百姓打井、修水渠，1988年开发

了800亩耕地，秋后水稻大丰收，亩产1200
斤，亩收入达1000多元。第二年，村里一
鼓作气又把剩下的旱地改成了稻田。

变则通。30多年来，李营村进行了
8次种植结构调整，走出了一条旱改稻，
再到稻菜双茬、拱棚菜、中棚菜、温室棚
菜、猪沼菜一体化生态棚菜、生态农业观
光的发展之路。村里现有设施棚菜2000
余个，人均年纯收入由300元提高到6万
余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村民的小家富了，村集体也得“家
底”厚。为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李营村
充分整合零散边角地，填平了村内大大
小小10余个垃圾坑，整理出300亩集体
用地，建成了包括北美海棠、金叶榆等高
档品种的绿化苗木繁育基地。去年一
年，李营村仅卖树一项就收入30万元。

“我家前院种的是海棠、后院樱桃，
春天开花可漂亮了。”村民刘丽娟说，“这

些花卉和苗木，不仅给大家带来好环境，
还给村里赚了钱。”

如今，行走在李营村，村在林中，房
在树中，人居在绿中。李志刚告诉记者，
李营村的良好环境都是通过激发村民的
主人翁意识，靠村民的双手一步一步建
设起来的。

“村民富了，环境好了，村民素质也
要提高。”李志刚介绍，这些年，村里先后
开展了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好邻居
及“十星级文明家庭”评选。如今，大伙
儿你争我赶，村里各街道宣传栏，处处展
示着李营村“生产能手”“致富能手”“孝
顺儿媳”“子女成才优秀家庭”等一系列
风采录。

“真正的乡村振兴除了经济发展，还
要让老百姓活出个精气神儿，有新面
貌。”李志刚说。

新华社石家庄7月13日电

昔日脏乱差 今朝美如画
——河北一个“后进村”的嬗变

推出10首优秀歌曲、20

首优秀歌词，第二届冬奥

音乐作品征集同时启动

7月13日，
迁安市扣庄中
学学生在进行
陆 地 冰 壶 训
练。2019 年，
迁安市扣庄中
学将陆地冰壶
运 动 引 入 校
园。目前，该校
成立了20余人
的陆地冰壶队，
学生们利用课
余及假期时间
进行训练，培养
了参与冰雪运
动的热情。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动员社会各界
力量为军人军属、退
役军人和优抚对象
提供更多优先优惠
优质服务

（上接第一版）
而在众多品种中，“南将石狮子头”因其

外表敦实饱满，筋纹如沟如槽，皮质厚实细
腻，把玩之后可达到玉化，格外受到核桃把玩
者的追捧。2005 年，随着文玩核桃市场的升
温，一对上等的“南将石狮子头”核桃价格达
上万元，在北京市场小有盛名。

2006 年，刘启全成为一名村干部。此时，
他早已不再承包老树，而是把精力放到培植
更多的文玩核桃树上。凭借30年前父亲嫁接
成活的一棵文玩核桃树，他发现，依托当地独
特的土壤气候，通过从老树上剪取枝条，可以
嫁接出更多的文玩核桃树。在他的带动下，有
少数村民开始嫁接文玩核桃树，但大多数村
民并没有意识到文玩核桃树的潜在价值，仍
靠外出打工为生。当时，村民房屋破旧、生活
拮据，只有56户116口人的南将石村，光贫困
户就有35户。刘启全发誓，一定要让村民过上
好日子。

“从一棵老树发展到一个规模化的产业，
如果没有各级部门的帮扶，没有党的脱贫攻
坚政策，是绝对不可能的。”环顾沟底坡沿上
一棵棵挺立的文玩核桃树，刘启全说。

科学技术犹如甘霖，百年老树
“开枝散叶”化身千万棵“摇钱树”

狭窄的道路通向幽深的山里，透过两侧
蓊蓊郁郁的杂树，不时可见一块块由土堰垒
就的废弃梯田，巨石巉岩不时从旁边横斜而
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资源匮乏，涿鹿县南
山区的自然条件，成为贫困地区发展所面临
的困境。

涿鹿县南山区组织部部长宋军介绍，由
于地处深山区，包括南将石在内的一些深度
贫困村，石多地少，过去人均仅有0.8亩地，只
能种点玉茭，但下一场大雨，庄稼就被冲没

了，有的村民只能以养羊为生。随着2003年全
部退耕还林，山上禁牧，养羊的村民只得另谋
生路。虽然村民还有一点杏扁，但也卖不上几
个钱。长期以来，当地村民生活非常贫困。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深度推进，如何找
到一种既能保护生态，又能让百姓致富的产
业，南山区干部用尽心力：由于生态保护，当
地不能发展工矿企业，不能发展旅游业。发展
什么？2012年，经过思考，南山区委区政府决
定将文玩核桃作为扶贫主导产业来发展。

发展文玩核桃产业，首先面临的是技术上
的难题。走访中，他们了解到，种植文玩核桃树
虽然效益可观，但树木嫁接成活率很低；核桃
花皮、白尖现象严重，每当秋天核桃下树时，一
棵大树数千颗果中能配成对的好核桃极少。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宋军介绍，当时，在南
山区的沟峪之间，几乎每个山村都驻有帮扶工
作队。一位在朱家峪村帮扶的驻村第一书记提
到，她跟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是同学，可
以邀请他来看看。听闻此信，大家欣喜不已，每
天都在期盼着这位“大山教授”的到来。

李保国教授来了。那是 2012 年 5 月的
一天。

当时，李保国的心脏病已经非常严重，所
以，爱人郭素萍也跟着来了。一下车，郭素萍
的第一句话是：“先找个清静的地儿让他歇会
儿，刚给他吃了药。”休息了一会儿，李保国教
授缓过劲来，就开始听取介绍，并很快上山给
村民现场指导去了。“从没见过像他那样的教
授，不说休息，只说工作。他不光讲解理论，更
重要的是亲手给你做示范。那天的晚饭是在
乡里吃的，但谁也没想到，吃完饭，李老师又
到村里来了，为村民又解答了好多问题。临
走，还把自己的电话留给每一个农民。”始终
在现场的刘启全说。

那之后虽然李保国没再来，但李保国科
技团队的成员，或前来或通过电话，一直提供

技术指导。
解决了技术之忧，接下来的工作是：建设

一处苗木基地，培植幼苗10万余株以供村民
栽植。

建设苗木基地，需要流转土地45亩，涉及
村民20多户。当时，沟坡上正长着一棵棵碗口
粗的杏树，虽然杏树不值钱，但长成不易。干
部们一遍又一遍做工作，村民们就是舍不得。
村干部白天做工作，晚上开会研究解决方案，
终于做通了村民的思想工作。

为鼓励贫困户嫁接文玩核桃树，南山区
政府出台政策，每个接穗补贴100元，每户平
均补贴 2000 元，目标是实现全区“人均 3 棵，
户均10棵。栽下文玩核桃树，全家来致富”。

为让更多贫困户嫁接文玩核桃树，刘启
全和村主任刘杰等组成技术小组，为村民提
供嫁接服务。到外村搞嫁接服务，他们每天可
得劳务费300元；但在本村搞嫁接服务，除了
管顿饭，他们不要一分钱。

八旬老人刘茂因为不懂技术，一直没有
种植文玩核桃树。现在，借助政府的扶持政策
和村党支部的帮助，通过实施高接换头，他也
有了一棵文玩核桃树。头年嫁接的一截接穗，
第二年就长出数尺长的枝条，第三年枝头就
见果了……

在南将石村的典型示范下，附近更多的
贫困村通过从南将石村购买接穗，以“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脱贫模式，发展起了文玩核
桃产业。

截至目前，涿鹿县南山区已有文玩核桃
树18万棵，覆盖82个村庄，年产值达2000余
万元。

扶贫政策东风频频，一棵老树
催生扶贫大产业

不见机械，没有厂房，道道山沟里是一棵

棵茁壮成长的文玩核桃树，一片片郁郁葱葱的
文玩核桃园。2015年，涿鹿县在南山区建设了
文玩核桃科技生态产业园区，加快推动文玩核
桃产业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产业。

2018 年 5 月，南山区成立文玩核桃研究
所，旨在推动文玩核桃科学种植、优选优育，
并在未来行业标准的制定上有所作为。自李
保国教授团队在这里开展技术服务以来，通
过实施花期授粉、施用钾肥等，这里的狮子头
文玩核桃树的嫁接成活率从原来的20%提到
90%以上，原有的果实花皮、白尖现象基本
消除。

种植没啥问题了，可销售却成了问题。在
南将石村邻近的241省道沿线，常年有人摆摊
设点兜售文玩核桃，无序竞争使“南将石狮子
头”的品牌美誉度受到影响。兴建一个专业产
地交易市场已成当务之急。

可建市场的资金从哪里来？
作为南山区的对口帮扶单位，中煤集团

累计投入文玩核桃产业帮扶资金495万元。
对于中煤集团挂职南山区副区长的韩友

永来讲，市场建设关键时期，无论是市场建筑
材质的选择，还是一块牌匾的设计，几乎每个
细节，他都要和刘启全讨论。

在中煤集团帮助下，仅用两个多月时间，
南将石文玩核桃产地交易市场就建成了。

2019 年 9 月 11 日，南将石村首届文玩核
桃节在新落成的交易市场举行。来自北京等
地的众多知名核商及400多名文玩核桃爱好
者纷纷到来，昔日穷困、落后、偏僻的小山村
沉浸在产业兴旺带来的繁华与喜庆之中。

今年 4 月 11 日，省委书记王东峰到张家
口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专程来到南将石村听
取当地文玩核桃树种植和产业发展情况。

在这里，他还巧遇接替李保国教授来此
开展技术指导的郭素萍。

见到郭素萍，王东峰亲切鼓励道：“广

大科技工作者要主动走出科研院所，服务
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
的科技支撑。”并嘱咐她要多注意身体。脚
上常年沾满泥土的郭素萍感谢王东峰的关
心，决心将更多科技成果更大力度、更广范
围地嫁接在贫困地区的果树上，早日让贫
困群众享受科技带来的累累硕果，稳步走
在小康路上。

历经沧桑，老树见证百姓美好生活

走进村民闫桂起家，洁净的农家小院里，
两棵文玩核桃树亭亭如盖。新翻盖的房屋漂
亮整洁，室内陈设一应俱全。作为贫困户，50
岁的闫桂起曾经长期在外打工，如今，他不仅
自家拥有文玩核桃树200多棵，还作为技术能
手，经常到研究基地嫁接文玩核桃树，每月工
资 2000 多元。问起家庭年收入，他低头想了
想，不好意思地说：“也就20多万吧。”旁边的
人笑着“揭底”说：“不止吧。”

穿行在整洁的南将石村，新修的道路
通到了家家户户门口。道路两旁、房前屋
后，到处都是文玩核桃树。每个庭院，都是
一个绿色画廊。通过栽植文玩核桃树，村民
不仅增收致富，还美化了生态环境。村党支
部书记刘启全自豪地说：“坐在家里，看着
树长，就能挣钱。这样的惬意和幸福，谁又
能想象得到？”

山坡下，那棵历经200多年风雨的野生老
核桃树，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象征已被保护
了起来。老树四周圈起了护栏，周围安装了
监控。

历经了贫穷，更目睹了富足。时光流转，
这棵老树在青山绿水中更加枝繁叶茂，满枝
的硕果，诉说着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故事，悄然
将一段段改变落后面貌的传奇刻入它的年
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