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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绣“百子戏冰雪”，剪纸“玄女跃高
台”，铁板“虎娃传火种”，古韵新声唱冬
奥……激情四射的冬奥元素与我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不断交融互鉴，向世界展现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为冰雪奥运书
写出具有河北特色的新篇章。

众多外国运动员爱上河北非遗

北京冬奥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
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盛会。在各国运动
员居住的张家口冬奥村，广场展厅内，
以河北非遗为展示主体的“文化中国”
展示活动，成为外国运动员的热门“打
卡”地。

走进展厅，以张家口地标大境门为主
视觉的布展陈设，带着浓郁的“中国风”扑
面而来。文化长廊、传统民居、传统戏台
以及冬奥故事等板块分别展示着河北精
品非遗手工技艺、生活中的传统美术作品
和家居物什、传统戏曲表演道具以及冬奥
会奖牌、火炬文化内涵鉴赏，给各国运动
员在冬奥赛事之余体验中国文化提供了
便利。

“外国运动员对这些带有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的非遗作品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喜
庆精致的丰宁铁艺灯笼、色彩鲜艳的蔚县
剪纸。”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活动处展厅
运行负责人李阳介绍。

冬奥会期间，张家口冬奥村下沉广场
的展厅，共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
员、工作人员等700余人次。“很多外国客
人在现场咨询工作人员，希望能够购买这
些非遗作品，想把中国文化带回自己的家
乡，其中包括来自奥地利、英国等许多国
家的运动员。”李阳说。

“这次展示活动由北京冬奥组委文化
活动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河北
省非遗保护中心参与实施，共展出河北非
遗30余项目近百件作品。”河北省非遗保
护中心数据信息部副主任赵丽苹介绍，冬
奥期间，“文化中国”展示体验活动在北
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冬奥村同步举办。
三地的展示既有关联，又各具特色，通过
不同视角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让观众获
得更加丰富的体验感受。活动将一直持
续到冬残奥会结束，让来自世界各国的运

动员、媒体和工作团队能够在冬奥会、冬
残奥会期间领略河北的风土人情，感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新一代传承人彰显青春力量

右手高举“飞扬”火炬，左手抱着铁板
浮雕作品《虎娃迎冬奥》，省级非遗项目郭
氏铁板浮雕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郭墨涵，脸
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2 月 3 日，作为火
炬手，郭墨涵参加了北京冬奥会的火炬接
力传递，见证荣耀时刻的同时，也身体力
行传播非遗文化。

年轻的面孔，创新的作品，创意的展
示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传承中的青春
力量。

“《虎娃迎冬奥》是一个系列作品，与
以往采用烧色和蜡染烫彩方式着色不同，
这次创作我跟父亲商量了很久，最终确定
以丙烯颜料着色。这样作品色彩非常鲜
艳，而且经过反复的防氧化处理，不会掉
色，也不怕生锈，可以永久保存。”自2012
年正式跟着父亲——郭氏铁板浮雕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郭海博开始创作，郭墨涵一
直以年轻化表达和创新性发展探索着非

遗传承之路。
国家级非遗项目定兴京绣第五代传

承人田丽，是一名“90 后”。自幼目睹母
亲——定兴京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梁
淑平在绣架前飞针走线，大学毕业后便在
京绣研究院从事设计、制作和推广工作。
北京冬奥会期间，她和母亲共同设计制作
了“旺狮踏雪”马甲、“百子戏冰雪”围巾两
件作品，借助非遗艺术为北京冬奥会加油
助威。

面对北京冬奥会这一宏大的创作主
题，年轻的非遗人带来了新的思路。“百子
戏冰雪”围巾上，中国传统图样《百子图》
中的顽童，在冰雪中玩耍冰壶、冰球等冬
奥比赛项目。“孩童形象是中国传统题材，
将其与冬奥会融合起来，充满童趣又积极
向上，体现出青少年的蓬勃朝气。”田丽
说，创作之初，她参考了众多古代绘画作
品，从中汲取灵感，同时加入冬奥运动元
素，最终创作出的作品兼具典雅古韵与时
尚之风。从母亲那儿学会了最传统的京
绣针法，她希望让美轮美奂的传统京绣作
品更具时尚韵味，这次冬奥题材创作就是
一次探索和创新。

交棒，接力；守正，创新。非遗技艺

传承如同一束束薪火，在坚守与创新中
不断发光，让一项项技艺都焕发出新
活力。

线上展示让非遗变“网红”

今年初，为挖掘冬奥文化内涵，展现
河北文化形象和艺术魅力，由河北省群众
艺术馆（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主办的“多
彩非遗 激情冬奥”非遗作品主题展，在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开展。展览同时也在

“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上进
行线上展览。截至目前，共推出 11 期线
上展览。

蔚县剪纸作品中，十二生肖娃娃脚踩
滑雪板在雪地驰骋，身着滑雪服的冰雪健
儿腾空而起、翻转跳跃；武强年画上，独特
造型与晶莹的雪花等冬奥元素交融相通；
衡水内画里，运动健儿的力量、速度与激
情，都在跳跃、追逐、飞翔里尽显眼前……
轻触手机，精美雅致、地域特色浓郁的非
遗作品映入眼中，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着
冰雪运动之美。

“这次展览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以
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为表现
形式，以冬奥文化、冰雪文化、春节文化
为题材，遴选全省各地非遗传承人新创
作的 200 余件（组）作品进行展示。”赵丽
苹介绍，随着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大众
对文化生活的各种需求也从线下逐步转
为线上，尤其是“90 后”“00 后”年轻人
群，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方式更受他
们的青睐。因此，冬奥之前以及冬奥期
间，我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线上非遗活
动，给大众带来一系列冬奥题材数字非
遗新体验。同时，各地非遗传承人也纷
纷开通网上直播，让曾经的传统非遗不
断“涨粉”。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经
典浓缩，因此最能引发人们的共鸣。有
传承人认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搭上网络“快车”，以
优质的非遗内容创作为基础，既丰富了
网络平台内容建设，又创新了非遗传承
的传播途径，让非遗文化火热“出圈”，同
时 也 应 对 了 疫 情 之 下 带 来 的 压 力 和
挑战。

冰雪奥运助非遗文化火热“出圈”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河北日报讯（记者龚正龙）日
前，记者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获悉，有河北积极参与的“考古中
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
目”启动会于不久前举行线上会
议。与该项目紧密相关的辽宁、内
蒙古、河北三省（自治区）文物部门
对“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表
示肯定，认为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
研究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
部分。

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乃
至东北亚地区最著名、最具影响力
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河

北省东北部与辽宁省、内蒙古自治
区相邻，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区
域，经过以往工作发现有与红山文
化祭坛类似的西寨祭祀遗址。河北
省文物部门将和多家科研院所、高
校合作开展河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
研究，支持“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
究项目”的实施。

据悉，2022 年，该项目将全面
启动大凌河流域、辽河干流流域、柳
河上游、老哈河上游、教来河流域、
滦河流域等八个地区一般性考古调
查，开展牛河梁遗址周边区域系统
性考古调查。

河北日报讯（记者龚正龙）记者
从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获悉，不
久前，邯郸市广平县南阳堡镇李白
庄村发现一北齐墓葬，出土大量红
陶人物俑。据悉，这是广平县首次
发现北齐时期墓葬。

2022年1月，李白庄村一村民在
该村东北角一取土大坑内取土时，发
现这处古墓葬。当地考古专家迅速展
开抢救发掘，发现该墓葬为单墓道单
室粗绳纹砖墓，近方形墓室。该墓南
北长6米，墓室顶距地表约5米，顶部
已坍塌破坏，室内被扰土填充，墓道

顶部暴露。经过紧张的抢救性发掘，
发现珍贵文物多件。其中，出土红陶
人物俑形象栩栩如生，面貌饱满自
然，服饰、发型符合北齐时代特征和
风格。尤其是胡人武士骑马俑分外威
武雄壮。还出土有陶粮仓、陶井、陶
圈、陶鸡、陶羊、陶狗等，以及青釉瓷
碗、青釉豆足、白胎陶碗，“五铢钱”和

“常平五铢”铜钱多枚。根据墓内出土
文物特征和精美铜钱初步判定，此为
南北朝时期北齐墓葬。

目前，出土文物正在进行全面
清理和修复。

河北日报讯（记者肖煜）2月23
日，2021年度河北文学榜揭晓。河
北文学榜依据文学体裁分为小说、
诗歌、散文三个榜单，每个榜单各有
10篇（部）作品上榜。

本次小说榜作品包括：阿宁《舅
舅在母亲心中》、刘荣书《眷属》、徐广
慧《麦海》、王秀云《凤凰于飞》、左马
右各《万有酒家的六巧》、梅驿《晕床
症》、贾若萱《李北的一天》、夜子《太
阳上的父亲》、焦冲《吴焦氏》、张雅丽

《长坂坡》。诗歌榜作品包括：韩文戈
《开花的地方》、孟醒石《封龙获鹿》、

北野《凝视者》、青小衣《梦里的镜
子》、幽燕《万家灯火》、宁延达《新诗
经》、刘厦《大风天》、高英英《履历
表》、高梁《补豆集》、阿步《新鲜的弧
度》。散文榜作品包括：丁庆中《平原
之河》、杨辉素《一诺七十载》、刘萌萌

《褚兰花的消息》、刘云芳《给树把脉
的人》、翟英琴《大山里的音乐会——
共产党员邓小岚的故事》、刘亚荣《与
鸟为邻》、李婍《纳兰容若传——谁念
西风独自凉》、绿窗《民间五月的风》、
朱阅平《金花鼠铸魂记》、康志刚《贾
大山：奉献正定的文化使者》。

“考古中国：红山社会
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启动

邯郸广平首次发现北齐墓

2021年度河北文学榜揭晓

社会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小厕所，大
民生。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改
厕工作，连续4年将之纳入河北省20项民
生工程。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全省累计完

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1048.2万座，卫生厕
所普及率达到 81.1%，越来越多的农户用
上了干净卫生的厕所。这是记者从省委
宣传部前不久召开的“河北省‘我为群众
办实事’——20 项民生工程推进落实情
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省委、省政府去年确定的农村户厕改
造任务是 100 万座，规划建设公厕 2 万
座。截至目前，全省共改造农村户厕
141.11 万座，建设公厕 2.15 万座，均超额
完成年度任务。同时，我省坚持农村改厕
与长效管护一并推进，累计建设农村厕所
粪污处理站 3690 座，覆盖村庄 41132 个，
覆盖率86.3%；累计配备抽粪车12890辆，
覆盖村庄 42404 个，覆盖率 88.97%；累计
建设厕所维修站1820个，覆盖村庄39467
个，覆盖率 82.8%，基本实现了厕所坏了

有人修、粪液满了有人抽、抽走之后能
利用。

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中，我省重点抓
了四个方面工作。

科学选择模式。我省充分考虑地理
气候、水源水量和污水处理等实际情况，
根据防冻、节水实际要求，因地制宜、因
村而宜选择改厕模式，合理规划农村公
厕布局。印发《农村厕所革命技术指导
手册》《厕所革命 50招》《厕所粪污处理 9
种典型模式》，推出了一批“少花钱、易操
作、好推广”典型范例，供各地选择推
广。其中，邱县和武邑县农村厕所粪污
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模式入选农业农村
部、国家卫健委、生态环境部联合遴选的
全国典型范例。

严把改厕质量。改前把好产品和施

工队伍准入关，选择质量合格的厕具和技
术过硬的队伍；改中把好施工监理和群众
监督关，对关键环节特别是地下工程进行
全程监督；改后把好竣工验收关，兜住底、
收好口，确保不遗留问题。

引导农民主动参与。摒弃“大包大
揽”的传统行政思维，坚持农民的事情让
农民干，通过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
积极引导农民投工投劳，组织群众全程参
与产品确定、质量检验、施工监理、工程验
收和后期管护，有效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注重长效管护。探索建立厕所维修、
粪污清运和粪污无害化处理利用“三项机
制”，设立维修、抽粪、举报三个服务电话，
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农
民用得放心、用得安心。

厕所坏了有人修、粪液满了有人抽、抽走之后能利用

河北累计改造农村厕所1048.2万座

河北日报讯（记者黄清标）“俺全
家人都受政府照顾，你们还几次来家
或打电话问寒问暖，俺挺知足！”春节
期间，邢台市信都区北小庄乡石槽村
76岁农妇张景仁，感激地向祥和社工
服务中心巡访人员表示。

离异多年的张景仁与家境困难
的小女儿一家在本村同住，均享受低
保。截至春节前，信都区共有类似的
特殊困难老年人 3089 名成为被巡访
对象。

“需有所应，困有所助，难有所
帮，孤有所慰。”为及时准确、用足用
好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切实帮
助60岁以上老年人解决实际困难，去
年夏天，信都区民政部门以购买服务
方式，探索建立了特殊困难老年人定

期巡访关爱模式，委托祥和社工服务
中心对该区失能、重病、独居、留守、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城乡特殊困难
老人每月至少巡访一次，对缺乏亲人
陪伴的重点巡访对象每周至少巡访
一次，及时发现问题并因人而异提供
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安全监护、权益
维护等关爱服务。

祥和社工服务中心主任王占辉
告诉记者，他们中心 11 名专职巡访
员都是持证社会工作者，在实施心
理疏导等方面具备优势。据了解，
这个中心对信都区民政部门提供的
相关人员名单逐一入户核实，已发
现并新增 271 人。按照相关要求，巡
访员重点了解被巡访对象的健康状
况（表达能力、行动能力和疾病状

况）、精神状态（情绪、思维及压力状
态）、安 全 情 况（燃 气 、取 暖 、用 电
等）、卫生状况（个人、家庭及周边卫
生）、居住环境（室内、室外及邻里关
系）等五方面现状，并分别建立巡访
台账。

南石门镇大石头庄肢体一级残疾
的郭某想申请坐便器，巡访员王桂梅
协助到本镇申办；团结路街道泉南社
区计生困难家庭人员马某家里暖气不
热，祥和社工服务中心及时联系相关
专业人员去维修……该中心“巡访发
现问题台账”显示，巡访员们对被巡访
对象提出的各种需求，尽最大努力帮
助解决，现已重点巡访15990人次、一
般巡访20197人次，为276人次提供了
具体服务。

引入社工助老团队 每月至少巡访一次

邢台信都区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巡访关爱服务模式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利）省教育
厅日前发布《关于2021年对县级人
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结果的通
报》，对无极县等 15 个 2017 至 2020
年度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成绩突出的
县（市、区）予以通报表扬和奖励。

据了解，去年省政府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了24个评价组，
对石家庄新乐市等47个县（市、区）
2017 至 2020 年度履行教育职责情
况进行了实地检查和综合评价。

通报显示，四年来，各受检县
（市、区）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强化社
会资源配置，积极破解教育改革发
展难题，县域教育事业呈现出良好
的发展态势。各县进一步健全教育
经费投入机制，努力实现教育投入
的“三个增长”和“两个只增不减”。
其中，无极县等 19 个县（市、区）用
于改善办学条件的教育经费支出均
在5亿元以上。

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明显
改善。47个县（市、区）教育资源不断
得到扩充，新建或改扩建学校（幼儿
园）2854所，有效缓解了教育资源紧
张的问题。其中，迁安市新增学位

1.27万个，阜平县四年来新建学校、
幼儿园27所，改扩建学校、幼儿园82
所。与此同时，共投入37亿元用于购
置教育装备等，教育装备水平发生
了很大变化。师生学习和生活环境
更加优化，实施了明厨亮灶工程，寄
宿制学校大通铺现象基本消除，操
场塑胶化程度有了较大幅度提升，
开展了中小学幼儿园“厕所革命”。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四年来，47
个县共招聘教师 36072 人，扣除自
然减员因素，新增教师 16891 人。
其中，献县招聘 1870 人，13 个县招
聘教师人数均在 1000 人以上。各
县（市、区）为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
力和水平，通过国培、省训、跟岗、交
流等方式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从检查的情况看，47个县（市、
区）已消除65人以上的超大班额，55
人以上的大班额也基本消除，个别县
的大班额占比按照要求控制在5%以
内。各县积极做好小学生免费托管
工作，构建了以学校教职工为主、家
长志愿者等社会多方参与的托管服
务机制，小学生免费托管工作实现
全覆盖，推动“双减”工作落地生效。

我省公布教育督导评价结果
15个县（市、区）履行教育职责成绩突出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
铭）从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
开的“河北省打击侵权假冒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去
年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在全省
开展了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铁拳”行动，共查办各类民
生领域案件 35627 件，罚没
金额 2.63 亿元，移送公安机
关案件230件。

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分析
全省 12315 热线投诉举报情
况和近年来我省市场监管舆
情热点，以群众反映强烈、社
会舆论关注度高和市场监管
风险压力大的民生领域为切
入点，综合考虑箱包、毛巾、日
化、农资化肥等我省特色产业
品种，重点查处药残超标食
品、“山寨”食品、劣质钢筋线
缆、劣质儿童玩具、中介乱收
费、翻新气瓶、侵权假冒箱包
服装、“神医”“神药”广告等
12 类违法行为。“铁拳”行动
涵盖了食品安全、产品质量、
民生收费、特种设备、知识产
权、广告宣传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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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主办的“多彩非遗 激情冬奥”
非遗作品主题展，在河北省群众艺术馆开展。 省非遗保护中心供图

经过多年努力，全省累计

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

1048.2 万座，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81.1%

累计建设农村厕所粪污

处理站3690座，覆盖村

庄 41132 个 ，覆 盖 率

86.3%

■

■

河北日报讯（记者桑珊）近日，省
教育考试院发布2024年拟在我省招
生的普通高校招生各专业（类）选考
科目要求，供2021年进入高中一年
级的普通高中学生选科参考。学生
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及特长，结合
选考科目要求，合理确定选考科目。

2024 年我省普通高考继续实
行“3+1+2”模式，除语文、数学、外
语 3 门统考科目外，考生首先在物
理、历史科目中选择 1 门作为首选
科目，再从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
理科目中选择 2 门作为再选科目。
高校提出的选考科目要求可分为四
类。第一类对首选科目和再选科目
都未提出要求，第二类只对首选科

目提出要求，第三类只对再选科目
提出要求，第四类对首选科目和再
选科目均提出选考要求。

同时，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
考生，高校报送的招生专业选考科
目要求，为高校在所有实施高考综
合改革省份的选科要求，招生当年
并非所有编报的专业都会在我省安
排招生计划，并非都会在我省安排
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招生
计划。因此，2024年在我省实际招
生的高校、专业及选考科目要求，以
及高校相关专业是否在我省分别安
排物理科目组合和历史科目组合招
生计划，以招生院校当年在我省公
布的招生计划为准。

我省公布2024年普通高校
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