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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运动已成为河北人民的特色生活冰雪运动已成为河北人民的特色生活
下沉基层下沉基层，“，“冰雪大篷车冰雪大篷车””开到群众家门口开到群众家门口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近年来，河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筹办北京冬奥

会和发展冰雪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力做好冬奥会各项筹办工作基础上，加快冰雪运动普及推广，组建了

700多辆“冰雪大篷车”，走进1万多个乡村社区，传播冬奥知识，普及冰雪运动。随着“冰雪大篷车”下沉到基

层，冰雪运动不仅“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且落地生根，同当地旅游、文化、艺术等结合起来，成为河北人民的特

色生活。近日，笔者跟随“冰雪大篷车”深入吴桥、武强、雄安、涞源、永年、宁晋六地，体验当地的特色冰雪运动，

记录下多彩的冰雪特色生活。

吴桥以其源远流长的杂技历史、丰富多彩的杂技民俗、惊险
奇绝的杂技节目，被国内外誉为“天下杂技第一乡”，也成为此次

“冰雪大篷车”巡礼的第一站。
在沧州市吴桥县的杂技文化公园“冰雪大篷车”活动现场，一队

学生的表演引得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学生们穿着轮滑鞋，拿着草帽、
手技棒、水流星等杂技道具，熟练地表演着绝活。虽然都是传统杂技
节目，但结合上了冰雪运动，新颖的形式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即便是
看惯了杂技的吴桥市民也禁不住连连称赞。此次参加表演的小演员
是来自吴桥县职教中心杂技专业华艺杂技团的学生们。他们表演的
节目是将冰雪运动和传统杂技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浓郁吴桥特色的
冰雪杂技。目前，已经成形的冰雪杂技表演达10余项。

据了解，去年以来，吴桥县充分利用独特的杂技资源优势，将
传统杂技表演艺术与轮滑、滑冰等现代冰雪时尚运动相结合，实现了
速度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带动吴桥杂技艺术实现新的突破。

河北武强素有“年画之乡”的美誉，随着冬奥会日益临近，冰雪
元素悄然融入武强年画这一传统艺术。武强年画博物馆被誉为“民
间美术敦煌”，是“冰雪大篷车”巡礼第二站的举办地。走进年画博
物馆，呈现在眼前的是传统的艺术氛围与现代的冰雪运动完美融
合的和谐画面：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唯美的冰雪元素年画、生动
的冬奥知识展板、小巧的桌上冰壶、靓丽的陆地冰壶有机地融为
一体。

在博物馆小广场的正中，两幅年画吸引了不少同学的驻足
观看。博物馆的讲解员告诉同学们，这两幅画虽然是年画，但
内容都跟冬奥有关，BEIJING2022、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
“雪容融”、雪花和冰雪运动项目以及“冰丝带”“冰立方”“雪如

意”等冬奥会元素都融入其中，彰显了武强年画与冬奥会、冰
雪运动的充分融合。

据了解，这两幅画作是由河北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武强
木版年画传人康英勤指导学生们创作而成。康英勤大师
告诉笔者，该组画作共有9幅，均是以冬奥冰雪为题材，武
强年画为形式，在突出色彩鲜艳、线条简单、造型夸张、构
图饱满的武强年画特点同时，表达了武强县年画艺人与
学生们热盼冬奥、共享冰雪运动的心情。受到大篷车活
动氛围的感染，康英勤大师现场创作了一幅冰雪题材
的年画作品，引发现场市民的围观和点赞。

2017 年，雄安新区横空出世，作为千年大计、未来之
城，自诞生以来，就备受世人瞩目。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冰雪
运动融合未来与传承，成为雄安人民的特色生活。“冰雪大篷
车”开进雄安新区端村学校，也点燃了学生们的冰雪热情。

在学校科技楼的工艺美术室，几个学生分工协作，有
的剪芦苇，有的烙颜色，有的粘贴画……他们正在制作的
就是雄安的特色工艺品——芦苇画，选用的材料正是白洋
淀的特有资源——芦苇。据介绍，芦苇画是学校着眼于学
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而推广的一门特色教育课程，深受孩
子们的喜爱。

在田校长的指导下，老师们把发扬芦苇工艺画教学特长和
宣传冬奥知识有机结合在一起，将冰雪运动项目通过芦苇加工
展现在工艺画中。社团里的同学说，通过制作芦苇画，他们了
解了更多的冬奥知识，也学会了团结协作。目前他们已经创作
了以“身边的冰雪运动”为主题的数十幅作品。冰雪冬奥，芦
苇工艺，当“冷”遇上“热”，熨烫出的是孩子们对冰雪运动
的喜爱和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保定涞源位于太行山、燕山、恒山三山交汇处，素有“凉
城”之称，冰雪资源更是得天独厚，2020年被评为河北省雪
季冰雪运动示范县，冰雪运动早已植根于涞源人民的心中。随
着冬奥会的临近、“冰雪大篷车”的推进以及河北省第三届冰
雪运动会在涞源顺利召开，冰雪运动已经成为涞源人民的特色
生活。

福泽园社区是涞源县脱贫攻坚项目之一，也是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的社区之一。全社区共有来自全县17个乡镇145个村的
搬迁群众，4500多户，将近1.5万人。随着“冰雪大篷车”开
进涞源县福泽园社区，原本冷清的小广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冰
雪器材刚刚安装到位，就已经有居民迫不及待地体验起来，伴
着学生们助力冬奥的口号声、社区广场舞的音乐声、冰雪体验
区的叫好声，福泽园社区一片欢腾。

张大爷是一位搬迁户，他告诉笔者，之前家里条件很
困难，房子年久失修，住着特别担心。多亏了党的政策
好，不仅在有生之年住进了县城的楼房，还顺利实现了脱
贫。自己搬迁之后特别喜欢运动，锻炼之后，身体状况得
到改善，原来的高血压、颈椎病都有所缓解，吃药减少，
开支也降了下来，心情别提多高兴了。带着愉悦的心情，
老人将现场所有的项目体验了一个遍，彻底感受了一下冰
雪运动的魅力。

泥坑酒作为宁晋的特产，在河北家喻户晓。随着冰雪运动的下沉
推广，“冰雪大篷车”也开到了泥坑酒业的厂区内，当现代冰雪运动遇
上传统白酒文化，“冷”运动也“热”了起来。

2021年12月23日，在宁晋县泥坑酒业活动广场上，彩旗飘扬，热闹非
常。随着三辆“冰雪大篷车”的到来，陆地冰壶、桌上冰壶、陆地冰球、桌上
冰球、滑雪训练器等冰雪器材被摆放到广场上，新奇的器材瞬间吸引了一
大群职工前来体验，在飘荡着酒香的空气中体验着冰雪运动的乐趣。

赵大姐是酒厂的库管员，平时工作细致严谨，她说，任何一个小差错都
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工作时压力很大。大篷车进入厂区后，在同事
们的鼓动下，她也来到了体验区。玩了几次桌上冰壶以后，紧绷着的面庞也
露出了笑容。她说原来在电视上看过冰壶比赛，觉得很容易，没想到自己练
的时候还真不是那么回事，除了要掌握基本的投掷原则，还要懂得战术配合，
攻防有道才能最终取胜，这或许就是冰壶的独特魅力。她告诉笔者，虽然就
玩了一会儿，运动量也不大，但自己是彻底放松下来了，这样自己又能精神饱
满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做好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为冬奥会助力加油。

2021年以来，河北省紧紧围绕“全省3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在前两
届冰雪运动会带动实现冰雪运动会、室内滑冰馆、冰雪运动协会、冰雪联赛、冰雪
运动进校园“五个全覆盖”的基础上，以省市县层层举办冰雪运动会为牵引，持续
提高办赛品质，扩大参与规模，推进冰雪运动往基层走、往学校走、往社区走、往
乡村走。全省4500多个社区全部举办了社区冰雪运动会，“冰雪大篷车”开进1
万多个行政村开展巡回体验活动，建设公园、商场、企业门店（网点）冰雪运动体
验区3200多个，1.5万余所大中小学校全部开展了校园冰雪季活动。在这片燕
赵热土上，冰雪运动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河北人民的特色生活，河北也走出了
一条特色的冰雪运动发展之路。

（文/周强 图/焦宇飞）

邯郸永年是我国太极拳的中兴发祥之地，被誉为“太极拳之乡”。2008
年，承载着东方智慧和灵魂的太极拳与奥运结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由2008名太极拳爱好者表演的《和谐中华迎奥运》，气势磅礴，令人鼓舞，
让世界了解了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了解了古老的太极拳。北京2022年冬
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古城永年又掀起冰雪运动的热潮，蕴含太极理念的冰
雪运动逐渐成为永年群众健身运动的新风尚和特色生活。

2021年12月22日，在邯郸市永年区太极广场，数十名太极拳爱好者
汇聚成行，舒展衣袖，练太极拳，舞太极扇，以太极之乡特有的风韵参与
冰雪运动，喜迎北京冬奥。天气虽然有点冷，却挡不住队员们如火的热
情。表演队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在永年知名度很高，特别是领队的赵
现平师傅，更是一位响当当的太极拳大师。赵师傅是杨氏太极拳第五代
传人，有邯郸“太极七贤”的美称。“冰雪大篷车”活动开展以来，赵
师傅便积极投身冰雪运动的宣传，组织徒弟，利用太极拳表演的形式
宣传和推广冰雪运动。据他介绍，类似这样的演出已经多达10余场。

赵师傅说，其实太极拳和冰雪运动中的不少项目都有相通之处。
比如冰壶项目，要求用力沉稳，讲究战略战术，这就跟太极拳要求的
伸展、心静、稳重、求变化的思维不谋而合。再比如滑雪项目讲究
的是在运动中寻求平衡，这也符合太极拳的动静逻辑。太极理念融
入冰雪运动，让激情的冰雪运动也多了几分哲学思考。

吴桥：老杂技玩出新花样 雄安：未来之城迎冬奥

武强：冰雪运动入年画
涞源：示范县感受冰雪情

永年：冰雪融入太极古韵

宁晋：“冷”运动“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