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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第四次出征奥运会的庞伟

放平心态，力争再圆冠军梦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开展
半个多月吸引众多参观者——

在红色文物里追寻百年风华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方寸天地，浓缩历史

100 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一件件红色文
物，让他们的精神代代传承，也让共产
党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特展”开展半个多月来，吸引了众
多参观者。1872 年德文版《共产党宣
言》、江西省永新县农民贺页朵的入党
誓词……多件满载红色记忆的革命文
物汇集河北博物院，带领参观者重温中
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给予观
者精神滋养和奋进力量，展览也成为我
省众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
动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展览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土地
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四个历史
时期为时间线索，分为“东方破晓”“星
火燎原”“中流砥柱”“夺取胜利”四个
单元，一件件饱含红色记忆的革命文
物，一张张定格历史瞬间的老照片，配
合多媒体呈现，凝炼地展示了从建党
到成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方寸天
地，浓缩历史，给参观者一种极佳的参
观体验。

“此次展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建党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历
史，揭示了党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谋
求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中所蕴含的精

神真谛。我们希望这个展览成为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园地，希望大家在
参观展览中深化对党史的认识，汲取奋
勇向前的精神力量。”河北博物院院长
罗向军说。

红船启航，草鞋守望

穿过仿上海石库门建筑的门洞，一
艘古朴的木船映入眼帘，不少参观者驻
足观看。河北博物院展览工作人员焦
鹏航介绍说：“这是仿制的嘉兴南湖纪
念红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
天辟地的大事件。”

向历史深处追溯，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开
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
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共产
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中央
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走进展览第二部分，一面展墙上
悬挂着草鞋，一位农妇做草鞋的画像
引人注目。画里面的这位女子叫陈发
姑，江西瑞金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
立 后 ，她 送 丈 夫 朱 吉 薰 参 加 红 军 。
1934 年，朱吉薰所在的部队奉命北上
长征，从此杳无音讯。但陈发姑始终
坚信红军和丈夫一定会回来，每年为
丈夫打一双草鞋，即使双目失明也从
未间断。直至 2008 年去世前，陈发姑

共为丈夫打了 75 双草鞋。她痴情守望
的故事令人动容，被誉为“共和国第一
军嫂”。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公告、战斗英
雄奖旗、新华社随军记者叶诚随渡江大
军南下时随身携带的采访证明书、开国
大典的影像资料……时代变迁，精神永
存，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
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
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
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
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
们党的红色血脉。

入党誓词，见证初心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一张张珍贵图片、一本本厚重文
献，让人们深受感染、触动和振奋，激荡
内心深处的红色基因。

展厅一角，一份入党誓词吸引众多
游客驻足观看：“牺牲个人，言首泌蜜

（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
（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这份收
藏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入党誓词

（复制品），其主人叫贺页朵。农民出
身的贺页朵，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义
无反顾地写下入党誓词，其中的 6 个错
别字丝毫不影响他对理想的执着。这
份誓词，成为无数农民党员在求解放
的艰难历程中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历史

见证。
朴素的桌椅、土黄的墙面，墙上挂

着三大战役作战地图。“展厅复原了西
柏坡中央军委作战室，希望能引领观众
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焦鹏航说。在
西柏坡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
役，那辆承载着人民伟力的小推车，不
仅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还推出了一
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百年大党，初心不改；征程万里，
本色依旧。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守信仰，不忘初心。陈
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刘少奇《论共
产党员的修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徽
章……展厅内的这些红色展品，记录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史，
也把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呈现在参
观者眼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
天成立了！”展厅最后一部分，大屏幕上
播放着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时隔70多
年，这掷地有声的宣告，仍让人心潮澎
湃、热血沸腾。

“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血与火的战
场，让我感受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以及
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在现场观展的石
家庄市民郭文君说，回顾革命历史，更要
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把对
党和祖国的热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巨大
动力，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我曾三次来巨鹿参加钓鱼比赛，
这里的垂钓基地条件优越，赛事组织
得也很规范。”7 月 5 日，看天气不错，
来自天津的钓鱼爱好者穆瑞崎，兴冲
冲地驱车来到巨鹿老漳河垂钓基地
钓鱼。

穆 瑞 崎 上 一 次 来 巨 鹿 是 5 月 4
日。当天，在巨鹿举行的 2021 年中华
垂钓大赛暨第三届“印象巨鹿杯”全国
钓鱼大奖赛，吸引了来自 13 个省市的
192名钓鱼爱好者参加。

“我们原计划 6 月初举办冀南国
际大圆塘千人垂钓大赛、72 小时钓鱼
拉力赛等 5 场国家级赛事，因为疫情
原因均推迟了。”巨鹿县体育局局长
高少儒介绍，该县已连续三年举办中
华垂钓大赛。2020 年，巨鹿县举办了
20 余场垂钓赛事，包括国家级四类
赛、商业赛、黑坑赛、路亚公开赛等，
吸 引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钓 鱼 爱 好 者
5000余人。

几年前，巨鹿县垂钓产业几乎还
是 空 白 。 这 个 曾 经 的 国 家 级 贫 困
县，是怎样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全国
垂钓高手纷至沓来的“北方垂钓名
城”呢？

“首先是因为我县水生态变好，具
备了发展垂钓产业的基础。”高少儒介
绍说，近年来，巨鹿县认真贯彻新发展
理念，治理了县域内四河八渠，对全县
700余个大小坑塘进行综合治理提升，
积极打造“冀南水乡，垂钓名城”。盛
夏时节，驱车行驶在该县，只见沿途大
大小小的不同水域碧波粼粼，令人十
分惬意。

水生态好了，怎么将其开发利用
起来？经过多次请进来或走出去考

察、调研，2019年 9月，该县出台《关于
打造国家级钓鱼基地加快全域旅游发
展的实施意见》，决定利用水域优势，
建设国家级垂钓基地，大力发展平原
地区淡水养殖业，创建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区。

根据河渠坑塘特点，该县优化、改
造 300余个坑塘，初步形成了 5种垂钓
模式：大圆塘和老漳河竞技性垂钓，洪
溢河水利风景区北湖区黑坑钓，洪溢
河大麓桥以北河道休闲河钓，西大韩
水域路亚钓，以及县城东侧七星湖巨
物垂钓基地大鱼钓。

目前，该县老漳河垂钓基地正在
建设完善中，建成后将成为华北地区
唯一具备举办大型冬季垂钓比赛的基
地。不远处，可容纳 2000 人同时开赛
的华北地区最大的国际大圆塘已基本

完工，具备比赛条件。而依据自然坑
塘景观改造的洪溢河水利风景区北湖
区每天都有垂钓爱好者前来光顾，县
城东侧的七星湖巨物垂钓基地更是受
到大鱼钓高手们青睐。

赛事是聚集人气的“杠杆”。该县
坚持高起点，2019 年 10 月首次举办的
垂钓赛事——与中国钓鱼协会合作举
办的 2019 年“印象巨鹿杯”中华垂钓
大赛，就出手不凡，不但被列为国家
级四级赛事，而且得到众多参赛选手
的好评。

开门红引得合作者纷至沓来。除
了中国钓鱼协会、省钓鱼协会，四海钓
鱼、快乐垂钓等全国知名垂钓赛事运
营公司和赛事直播平台也纷纷前来考
察，将多项赛事落户巨鹿。

“不同钓组钓具如何规定？”“比赛

饵料有哪些要求？”……5月17日，河北
省钓鱼裁判员培训班在巨鹿举办。为
更好地服务本地垂钓基地打造和垂钓
赛事举办，该县积极与省钓鱼协会合
作，举办钓鱼裁判员培训班，同时聘请
中国钓鱼协会竞赛委员会专家等前来
授课，截至目前，已培训国家一级钓鱼
裁判员97人。

垂钓赛事带火了相关休闲旅游。
洪溢河水利风景区和老漳河垂钓基地
坐落的老漳河农业休闲园区，已成为
众多垂钓爱好者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能钓鱼还能旅游观光，品尝当地特色
美食，不虚此行。”来自山东的钓手王
忠领满意地说。

“现在一有比赛我们的住宿量就
爆满。”该县华丰宾馆经理蔡挺建表
示。据介绍，该县今年计划在国际大
圆塘举办的千人比赛，根据报名统计
有住宿需求的大约有 3000 人，不仅县
城的宾馆订满了，就连县城附近的宾
馆也得以分享“蛋糕”。

众多垂钓基地及比赛对鱼的大量
需求，也带旺了当地渔业养殖。“仅新
建成的国际大圆塘，用鱼量就在 20 万
公斤左右，比赛时还需要经常进行补
充。”高少儒介绍说，以前举办比赛需
要从天津、唐山等地购鱼，成本高、运
费贵。为此，该县大力发展渔业养
殖，以加州鲈鱼为例，目前共放养 38
万尾，预计年可产生经济效益 200 多
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发展鱼
饵、渔具等产业。目前，已有渔具品
牌和我们达成合作意向，一些本地
企业也正在考察厂址。”高少儒高兴
地说。

巨鹿积极打造“冀南水乡 垂钓名城”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连续 12 枪，最低环数 10.7
环。近日，北京奥运会冠军、我
省运动员庞伟在朋友圈晒出自
己的一张成绩单，并配文表示：

“（东京）奥运会比这好一点点
就行了。”

东京奥运会将是庞伟第四
次参加奥运会。2008 年，庞伟
在北京奥运会登上了最高领奖
台。此次东京之行，庞伟的目
标无疑是再夺金牌。他表示，
将以一种更为老练的姿态，争
取再圆一次奥运冠军梦。

北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
首日无金牌进账。次日，赛前
默默无闻的庞伟爆冷获得男子
10 米气手枪金牌，帮助中国射
击队一扫阴霾。然而，2012 年
伦敦奥运会，庞伟只获得了第
四名；2016年里约奥运会，他也
仅仅收获一枚铜牌。

“2008年参赛的时候，我感
觉奥运会只是一场比赛而已，
拿奥运冠军没那么难。”庞伟直
言，“伦敦、里约两届奥运会，自
己每次赛前都感受到了一些压
力——心里想要去夺冠，但当
有意识去这样做的时候，比赛
过程就没有 2008 年那么自然，
有一种失控的感觉。”

里约奥运会之后，庞伟一
度淡出国家队，还曾尝试转型
做教练。然而面临东京奥运
会，中国射击队在男子 10 米气
手枪项目上的后备力量还无法
挑起大梁，这最终坚定了庞伟
坚持下去的决心。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

个项目再带一带，让年轻队员打
出更好的水平。”庞伟解释说，

“另外，还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希
望自己能再圆奥运冠军梦。”

事实上，此前庞伟的心从
未离开过射击，他一直在总结
三届奥运会的得失。再次回归
训练场，他似乎找到了东京奥
运会的“正确打开方式”。他
说：“我感觉还是要把心态放平
和，对结果看淡一些。”

或许是因为心态越来越平
和、心理越来越成熟，已经35岁
的庞伟依旧保持着一流的竞技
状态。在从去年开始的中国射
击队4站奥运选拔赛上，他成为
男子 10 米气手枪和 10 米气手
枪混合团体两个项目表现最稳
定的运动员，最终以两个第一
名的成绩顺利获得东京奥运会
参赛资格。

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庞伟
可能面对来自印度、俄罗斯、韩
国等国强手的竞争。在男子10
米气手枪项目上，除了老牌劲
旅韩国队、俄罗斯队之外，印度
队近年来上升势头也很快。近
几年的亚洲和世界赛场上，印
度运动员经常站到最高领奖
台上。

“奥运会和其他任何比赛
都不一样，运动员心理变化会
更大。所以还是尽量做好自
己，对于对手不用太多顾及。”
放眼东京奥运会，庞伟说，“第
四次参加奥运会，我会全力以
赴，争取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升
国旗、奏国歌。”

100年前，从上海石库门到

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了

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

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

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

轮……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

风华。近日，“从石库门到天安

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特展”在河北博物院开

展。92件（组）重要藏品，150余

幅珍贵历史图片，直观而浓缩地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

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直至

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在这

些红色革命文物里，观众可以追

寻党的百年风华。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河北博物院供图

在巨鹿县举办的2021年中华垂钓大赛现场。（资料片） 巨鹿县体育局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龚正龙）“让书写在
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7 月 13 日，记者从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召开的汇报会
上获悉，出土近半个世纪的我省“定县汉
简”现代化修复保护工作启动，约15000枚
残缺、碳化、变形的竹简将采用当今最先进
的信息技术予以修复保护。这项为期5年
的保护工程，将为这批珍贵竹简的进一步
整理释读奠定基础，为进一步校勘破译中
华传统典籍作出巨大贡献。

1973 年，定州八角廊 40 号汉墓，即西
汉中山怀王刘修墓，发掘出土一批竹简。
该墓早年被盗被焚，竹简出土时散乱残断，
且碳化严重，表面完全呈黑色，与墨迹相
混，字迹察辨十分困难。鉴于当时我省的
文献整理能力不足，竹简被送往国家文物
局古文献研究室进行破译解读。李学勤、
张政烺、顾铁符、于豪亮等将部分竹简做了
释读，发现这竟然涉及《论语》《礼记》等内
容，其文字和当今流传的颇有不同，可以更
正谬误、梳理中华文化典籍。后因唐山大
地震而中途停顿。

1980 年，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
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成
立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出《论语》

《儒家者言》《太公》《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
月起居注》等八种古籍。后来，河北省文物
研究所成立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在李学勤
等人的指导下，先后于 1995 年、2001 年在

《文物》杂志上发布了《文子》《六韬》。此
外，《论语》则单独成册，于 1997 年由文物
出版社出版。

“这批竹简价值非凡，自出土后，海内
外翘首以盼。”汇报会上，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研究员胡平生，以及清华大学出土文
献保护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均明、赵桂芳
等人激动不已。曾参与过文字整理工作的
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韩立森告诉记者，这
批竹简本身就是汉代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研
究的珍贵文献，对研究汉代仪礼制度有重
要价值，更令人瞩目的是，其对传世古籍的
校勘、整理与研究价值不可估量，譬如定县
简《文子》证实今本《文子》是经过后人窜
改，为《文子》的证明和研究提供了宝贵依
据；定县简《论语》约有传本《论语》文字的一半，有些篇章可达传本
百分之六七十，分章与传本有差异，这些可以与海昏侯墓出土的

《论语》互校；《儒家者言》等篇与传世典籍的相关内容相似，但保存
了更为古老的原始资料，可以校正不少传世典籍的谬误，又是研究
儒家、兵家学说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国有史，方有志，家
有谱。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用文字记载历史的优良传统。从古老的甲骨卜辞、青铜
铭文、碑铭石经，到书写在简帛、纸张上的书籍，中华民族在数千
年的岁月里创造出浩如烟海的典籍。这些文字与典籍，镌刻着
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是民族之
灵魂。

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定县汉简共有 15000枚左右，其
中尚未整理的残简约11000余枚，已分篇单放的4000余枚竹简中，
五分之一左右保留较为平整，五分之三竹简已发生弯曲变形，五分
之一左右竹简严重弯曲变形。为了让这批饱经沧桑极其脆弱的竹
简得到更好的保护、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2019年起，河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保护
与研究中心、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对定县汉简开展科技保护和信息
提取前期调研工作。经过反复测试，利用目前最先进的影像技术
和设备基本能够获取较为清晰的竹简文字图像。同时，通过先进
的保护修复技术，也可有效改善竹简本体状况，为信息提取创造有
利条件。2020年，联合编制的《河北定县汉简保护修复方案》经过
国内最权威的专家们函审论证，并通过河北省文物局审批。2021
年6月，该项目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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