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县所有学校都组建了滑冰队

日前，2020 年度河北

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范

项目等名单出炉，承德市围

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冰上龙

舟争霸赛成为4个体育产业

示范项目之一。作为地处我

省最北部的县，围场近年来

积极发掘冰雪“冷”资源优

势，大力推动冰雪运动普及

与冰雪旅游产业发展，取得

了明显成效。

▲刘景文退役军人优待证丢
失，编号：A07002842，声明作废。

▲ 王 君 辉 退 役 军 人 优 待 证
丢 失 ，编 号 ：A07001608，声 明
作废。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2009 届
会计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白逸
明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511771200906004246，声明作废。

▲王 璞 人 民 警 察 证 丢 失 ，警
号：100346，特此声明。

▲河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 2021 届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硕
士 毕 业 生 任 少 松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编号：2190064，声明作废。

▲ 张 国 明（ 身 份 证 号 ：
130524196303184017）退 役 军 人 优
待证丢失，声明作废。

▲王腾达退役军人优待证丢
失，编号：N81005528,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 2017 级临床
医 学 专 业 学 生 刘 宗 洋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17010010142，声 明
作废。

▲李志桥退役军人优待证丢
失，编号：N81008526，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8 级 儿 科 学 专 业 18 级 儿 科 班
学 生 赵 宗 瑞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8011270044，声明作废。

▲河北地质大学土地科学与
空间规划学院 2021 届城乡规划专
业本科毕业生王思凡就业协议书
丢失，编号：20211007702748，声明
作废。

今年 29 岁
的 赵 阳 ，是 沧
州市斯宝特旋
翼冰雪轮滑俱
乐部的一名教

练员。2014年，赵阳从吉林体育学院
冰雪学院毕业，进入沧州一所学校
从事文职工作。1 年后，凭着对冰雪
运动的热爱，他毅然放弃了安逸的

文职工作，在沧州创建起自己的冰
雪轮滑俱乐部，开启了滑冰教学工
作。在近 4年多的时间里，他所在的
俱乐部已培养出近3万名学员，其中
有 71 人通过学习，成功注册速度滑
冰运动员。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寻找优秀运
动员，自2016年起，赵阳和他的团队
启动了“冰雪进校园”轮滑滑冰教学

普及活动，从最初的四所学校，到如
今已覆盖3万多名学生。其间挖掘出
许多优秀的滑冰运动员，并输送到
河北省速度滑冰队及短道速滑队。

“用我们的奉献，让学生踩着我
们的肩膀奔向新的征程。用我们的
辛劳，让滑冰的快乐从我们身上延
伸。”这就是赵阳一直激励自己前行
的座右铭。

从文员到滑冰教练 他让更多人走上冰雪
“大众冰雪之星”人物宣传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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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发掘“冷”资源，做好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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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城考古博物馆在临漳开馆

12 月 14 日午饭后，围场御道口小
学的师生齐上阵，清理了冰场上覆盖的
积雪。随后，孩子们迫不及待地穿上滑
冰鞋，尽情地在冰场上“撒欢儿”。

御道口小学冰场是几名老师花了
两天时间，在学校轮滑场上浇冰而成
的。看着孩子们跟着老师一板一眼地练
习冰上动作，该校校长张忠友诙谐地
说：“我们这块场地夏季进行轮滑教学，
冬季开展滑冰运动，是名副其实的‘轮
转冰’场地。”

据介绍，近5年来，该校每年都在10
月底到11月初在轮滑场上浇冰，冰场可
以一直使用到来年三四月份。依托这块
面积达 600 平方米的冰场，三至六年级
学生冬季每周的 4节体育课中，将近一
半成了滑冰课。由此，该校在县内各项滑
冰、轮滑比赛中屡获佳绩，还被评为围场
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开展先进单位。

在围场的79所中小学中，如今有15
所可以在学校浇成的冰场上上滑冰课。

“学生们很喜欢上真冰，在真冰上
训练的效果也更好。”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刘国林说，近
年来，该县大力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依
托冬季高寒的优势，鼓励有条件的学校
以浇冰方式自建冰场，帮助无法自建冰
场的学校解决真冰场地问题，尽可能让
所有适龄学生接受真冰滑冰训练。

县城的学校没有场地可浇冰，但穿
城而过的伊逊河解决了大问题。从2013
年开始，伊逊河上筑起了 10座橡胶坝。
每年一入冬，每座橡胶坝拦蓄的水面都
会变成一个天然冰场。“这些天然冰场加
起来，面积相当于 200 多个标准公共滑
冰馆呢。”刘国林说，这里不仅是广大群
众的“冰上乐园”，还成了县城中小学生
的“训练基地”。过去的两年间，仅县教育
和体育局就以冬令营方式，组织了县城
各学校滑冰队队员 1200 多人次前来培

训提升滑冰技能。
今年，该县在围场二中建成了面积

为 480 平方米的仿真冰馆，县城附近又
新添了两座滑雪场，冰雪场馆条件更趋
完善。

以冰雪进校园为重点，围场在全县
中小学开展冰雪运动“六个一”活动，让
所有学生至少上一堂冰雪知识课、观看
一次冰雪运动比赛、参加一次冰雪知识
竞赛、参与一次冰雪作品创作征集、学习
一次冰雪运动知识、完成一次冰雪运动
竞赛或体验。截至目前，全县近一半学校
建立了冰雪社团，所有学校都组建了滑
冰队。全县7.9万名中小学生中，已有2.5
万参与到“轮转冰”活动中。全县中小学
正开展“真冰真雪”9项赛事活动，其中所
有赛事都安排在“真冰真雪”场地进行，
预计将有4.3万名学生直接参与。

同时，统筹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
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家
庭。为解决冰雪赛事活动“谁来组织”、
冰雪运动技能“谁来教”问题，成立县冰
雪运动协会，大力培养本地裁判员、教
练员和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

“我们还在22个深度贫困村培养了
44名陆地冰壶社会体育指导员，让村民
在家门口就可以参与到冰雪运动中。”
该县教育和体育局局长康学敏介绍。

兰旗卡伦乡二把伙村的赵海花今
年8月获得陆地冰壶社会体育指导员资
格后，借助附近学校的陆地冰壶器材，
已经教会了几十名乡亲。“我们村现在
如果组个队去参赛，让谁去不让谁去我
都犯愁呢。”赵海花笑着说。

2019—2020冰雪季，围场54万多人
口中，直接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达10.5万
人，间接参与人数达 13.2 万人，冬季户
外健身运动在这座北方冰城热了起来。
2020—2021冰雪季，参与人数无疑将再
创新高。

加快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样本解析③

2020年1月11日，承德市第五届冰上龙舟争霸赛上，参赛选手奋力划行。（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赵晓光摄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史晓多

“有多少演员来自河北？是不是都培养了
后备人才？精心创排的剧目，对咱们河北的创
作、编排和演出队伍，是否得到锻炼提升？”日前
召开的 2020 年全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对重点
剧目进行调度。来自基层的各个文艺院团分别
介绍了儿童京剧《少年英雄》、评剧《台城星火》

《相期吾少年》、晋剧《雪如意》等多部剧目的创
排情况。

“十三五”时期，全省艺术创作呈现出拼搏
奋进、精品迭出的发展态势，这期间共创排完成
新剧目 151部，举办大型展演活动 13项，138个
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特别是河北梆子

《李保国》荣获“文华大奖”，取得近17年来的重
大历史性突破；评剧小戏《月缺月圆》、丝弦小戏

《村官三把手》荣获全国“群星奖”；话剧《塞罕长
歌》等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全国梆子声腔优秀
剧目展演、河北省戏剧节、“走进太行”美术创作
等品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小剧场演出季”、全
省现实题材优秀剧目展演、戏曲文化进校园活
动、“七进”文化惠民演出等主题性惠民演出活
动影响深远，涌现了一批年演出场次 300 场以
上的优秀院团。

成绩喜人，未来依然充满挑战。比如，艺术
创作生产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有“高原”缺“高
峰”现象依然存在；艺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门
类不全；艺术创新创造能力还不够，文艺院团可
持续发展水平不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
视的问题。要遵循艺术创作规律，以改革为动
力，按照‘出精品、出人才’的总要求，落实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推出异彩纷呈的文
艺精品。”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一是围绕出精品，大力实施文艺作品质量
提升工程；二是围绕建机制，大力推进艺术领域
改革创新；三是围绕出人才，大力实施全方位艺
术人才培养计划。

据了解，我省将紧紧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北京 2022年冬奥会等重要时间
节点和重大主题，突出抓好重点创作，推出话剧

《青松岭的好日子》《多瑙河之波》、河北梆子《歌
唱祖国》《保定红二师》、晋剧《雪如意》、杂技剧

《冬奥进行时》、交响乐《冬奥交响曲》等一批重
点选题；突出抓好全国民族器乐展演、中国吴桥
国际杂技艺术节、评剧艺术节、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河北省
戏剧节等一系列品牌文艺活动；突出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全省中
青年专业艺术人才库和艺术专家库，加强对中青年艺术人才的培训培
养……通过各层面的奋发作为，努力推出异彩纷呈的文艺精品，推动我
省艺术创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12月
17 日，邺城考古博物馆在临漳县
正式开馆，展出邺城遗址出土的
珍贵文物178件（组），其中150件

（组）为首次正式展出，为专家学
者和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研究
交流邺城文化的学术平台。

邺城考古博物馆主要展示的
是邺城考古队30余年考古发掘的
重要成果。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
所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开启了邺
城 30 余年的考古发掘历程，取得
了丰硕成果。2002年，北朝皇家寺
院塔基的发掘，入选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之一。2012年，北吴庄佛造
像埋藏坑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
土数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是
近半个世纪以来三次佛教考古重
大发现之一，出土文物 2985 件

（块），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
隋和唐代。“褒衣博带”“秀骨清像”

“曹衣出水”等中国佛教造像的代
表性特征，在这里都有呈现，并出
现了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龙树背
屏”造像，展示出多元文化交融。

据悉，目前，邺城考古博物馆
展出文物多数为2012年邺城遗址
北吴庄佛造像埋藏坑出土佛造像
等邺城遗址考古文物。其中，北魏
谭副造释迦像、铜鎏金造像，东魏
思惟菩萨像，北齐覆钵塔及隋唐
时期佛造像等精美绝伦，2013 年
核桃园北朝皇家佛寺遗址出土的
舍利石函及后赵等时期的建筑构
件弥足珍贵。

开馆当天，邺城考古博物馆
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河
北工程大学、中国考古学会分别
定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实
践教学基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实践教学基地”“河北工程大学文
法学院实践教学基地”“中国考古
学会专业委员会考古研究基地”。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围场伊逊家园小区63岁的居民
王春晓，对今年 1 月 11 日小区附近
伊逊河天然冰场的热闹场面记忆犹
新——冰面上鼓声咚咚，参赛选手
奋力划行；河两岸站满了人，加油
助威声此起彼伏；河畔的庙会上人
头攒动，各式冰雕晶莹剔透，花灯
异彩纷呈，各种民族特色小吃香气
四溢……当天，承德市第五届冰上
龙舟争霸赛在这里举行。

依 托 伊 逊 河 的 冰 场 资 源“ 宝
库”，结合满族溜冰车的传统，2015
年，围场引入新兴的冰上龙舟运动，
举办了首届冰上龙舟争霸赛，吸引
了县内外460多名运动员参赛，引发
了诸多关注，可谓“一炮而红”。

“这让我们备受鼓舞，下定决心
要将其打造成品牌。”刘国林说，5年
来，冰上龙舟争霸赛的比赛器材、浇
冰技术不断改进，内容更是不断
丰富。

为吸引更多人特别是外地游客
前来，围场逐步为冰上龙舟争霸赛
融入了花灯艺术节、冰雕雪雕展等
文化元素。后来，干脆在伊逊河畔
办起了庙会，重点打造伊逊河冰上
民俗特色运动带。

“我们这个庙会依然主打冰雪
特色，除了传统庙会的各项内容，还
有冰上相亲、雪地摩托车体验、冰上
亲子运动会等。”县教育和体育局社
会体育股股长赵晓光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5 年来，
冰上龙舟争霸赛累计吸引12万人次
参与，其中近三分之一来自外地。
该赛事还得到国际冰上龙舟联合会
的关注和支持，每年都有多家媒体
报道，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尝到了“冰雪搭台旅游唱戏”的
甜头，2016年以来，围场又承办了五

届全国雪地摩托车越野赛，希望借
助这项国家体育总局汽车摩托车运
动管理中心主办的高级别赛事，依
托塞罕坝这一全国知名的旅游品
牌，打造一个民族化、特色化、产业
化的冰雪赛事品牌，通过品牌赛事
带动，促进体育和旅游融合发展，吸
引 更 多 外 地 游 客 前 来 领 略 大 美
冬韵。

充分依托品牌赛事，围场旅游
加快从一季游向四季游转变。2019
年 ，该 县 冰 雪 旅 游 消 费 突 破 500
万元。

诚然，对于长达几个月的冰雪
季来说，仅仅几场赛事活动的“火苗
儿”，带动力未免仍显单薄。而随着
河北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的
落户建设，围场终于具备了做“火”
冰雪季的“龙头”。

“基地的国家冰上项目训练中
心马上就要完成制冰，本月底就具
备训练、办赛条件了。”承德市御道
口牧场管理区社会事务局局长李汝
斌告诉记者，按照计划，基地将建设
成为集训练、比赛、科研功能为一体
的亚高原训练基地，为越野滑雪、冬
季两项、北欧两项等项目国家集训
队提供优质驻训场地。

在康学敏看来，这个国字号“招
牌”的能量将是巨大的。他表示，围
场将借助基地举办承办国家级乃至
国际级赛事，争取来驻训的国家集
训队明星运动员为围场代言，充分
放大其广告效应。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副县长
李伟光说，接下来，围场将继续拓展
冰雪旅游业态，增加冰雪旅游的文
化内涵，提升服务品质和产品丰度，
吸引更多的京津冀游客前来赏冰
乐雪。

（上接第一版）
巩固脱贫、防止返贫，广大党员干

部要强化责任担当。从“五级书记抓扶
贫”层层立下军令状，到在全国首创市
县党委、政府履行脱贫攻坚主体责任

“擂台赛”；从管好育好用好农村“领头
羊”队伍，到广泛开展“亮身份、上一
线、当先锋”活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
定性胜利的背后，涌动着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苦干实干拼命干的磅礴力量。今
后，更要以这种韧劲、拼劲和干劲，切
实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落到实处，
挑战更多“不可能”，书写更多奋斗故
事，决不让一个脱贫群众返贫。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
在后头。”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
不能掉队”的目标，一鼓作气、乘势而
上，保持攻坚态势、强化攻坚责任，我
们就一定能用真情和汗水书写一份合格
的答卷。

（上接第一版）如今，三友化纤的高白
纤维占国内市场份额的40%左右，并
出口到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0 年 9 月，被印上三友标记
的莫代尔纤维开始走向市场。三友
化纤用 7 年时间破解了国内同行 40
年未攻克的难题，填补了国内空
白。2013 年，三友化纤竹代尔纤维
问世，实现世界首创。

2019 年，三友化纤又成功研发
出被誉为 21世纪“绿色纤维”的莱
赛尔纤维，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可同
步生产第一代普通粘胶纤维、第二
代莫代尔纤维、第三代莱赛尔纤维
的企业。三友产品的出现，让莱赛
尔纤维的市场价格从每吨 23000 元
降到了17000元左右。

历经无数次“想”与“试”的
千锤百炼，从建厂初期普通纤维的

“单腿跳”，到现在高端化、绿色
化、差别化纤维“多线并进”，三友

化纤再生纤维素纤维产品形成了六
大类、百余个品种的群体优势。“中
国再生纤维素纤维创新基地”的牌
匾，高悬于三友化纤位于唐山市曹
妃甸新区南堡开发区的厂区内。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位于下游的国内外纺织市场低迷，
化纤行业也受到了冲击，上半年三
友化纤出现了亏损。

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聚焦疫情防控需求抓创新，
三友化纤持续改善高白纤维等高附
加值产品性能，满足医疗卫生用非
织造产品的用料需求。抗菌纤维、
艾草纤维、蛋白纤维、甜茶纤维等
功能性产品相继实现定制化生产。
前三季度，高白纤维产品的销量同

比增长37%。
未来，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

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
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
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
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
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
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
拓展投资空间。”

三友化纤意识到，近年来，化
纤行业的下游领域消费已经从统一
标准品转化为个性化产品的定制，
纤维生产企业应该打通整个供应
链，使之从原材料、产品创新到整

个供应链实现有效对接。
作为上游企业，他们开始以品

牌带动向下游延伸，近距离触摸市
场需求的脉搏。

今年 9 月 23 日，2020 唐丝®新品
发布会暨 2019唐丝中国国际生态纤
维面料（色彩花型）设计大赛颁奖盛
典在上海举行，两款新型可持续再生
纤维素纤维——环保纤维 EcoTang®

和再生纤维ReViscoTM引起在场纺织
企业和服装企业的兴趣。

“唐丝”品牌是三友化纤推出的
以“科技、绿色、时尚”为内涵的
高端纤维素纤维品牌，主要产品包
括唐丝®莱赛尔、唐丝®莫代尔、唐
丝®彩纤、唐丝®定制等，这是中国
首个高端纤维素纤维品牌。

环 保 纤 维 EcoTang® 正 是 三 友
化纤与世界四大时装零售集团之
一、ZARA 的母公司 Inditex 的合作
成果之一，三友化纤自此也进入
了 Inditex的采购名单。

原本隔着纱线、面料等环节的
上游和终端企业连在一起了，解决
了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
节现象，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
关联畅通。

而最近的那通国内知名棉纺织
企业主动寻求合作的电话，正是想
与三友化纤合作开发一款再生纤维
素纤维新产品面料，以高质量供给
引领新的市场需求。

采访结束时，赵秀媛告诉记者，
“加快莱赛尔纤维等一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布局，确保投资、数量、规模创新
高，着力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
业格局”，已被列入唐山三友集团“十
四五”的发展计划中。

让国产“会呼吸的面料”走向世界

冰上龙舟争霸赛累计吸引12万人次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