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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的冉庄，沉浸在
初春的喜悦之中。

日前，2021 年全国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
目、优秀团队、服务标兵名单
公布，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
战纪念馆红色文化宣传队榜
上有名。

“站街头、想当年，古槐的
钟声声震天；警钟长鸣励后人，
勿忘国耻忆英贤……”那棵有
名的老槐树下，18名装束干练
的讲解员整齐列队，正在练习
自编的快板《地道战精神代代
传》。“这是新编的，主要讲咱们
冉庄的抗战故事，朗朗上口，非
常押韵，有时代意义。”冉庄地
道战纪念馆馆长周明慧说，这
支由 18 名讲解员组成的红色
文化宣传队，已成为冉庄的红
色名片。

冉庄之红，源自先辈的浴
血奋战。华北平原上，有很多
村庄，但冉庄分外有名。这个
地处保定西南的小村庄，在抗
战时期威震敌胆，曾让日军留
下“ 宁 绕 黑 风 口 ，不 从 冉 庄
走”的哀叹，书写了冀中地道
战波澜壮阔的斗争史，颂扬了
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不屈不挠
的斗争精神。如今硝烟散去，
旧貌换新颜，冉庄不仅成为红
色历史的见证，也成为闻名中
外的红色文化景区，更成为带
动周边地区发展的红色资源
宝库。

“遗址是静态的，可通过
保护而留存，但是红色文化
却需要鲜活起来，通过传承
才能历久弥新。”走在冉庄的
道路上，历史氛围扑面而来，
20 万 平 方 米 的 遗 址 保 护 区
内，仍保留着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的环境风
貌。周明慧告诉记者，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是记录革命历
史的实物“教科书”，是传承
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如何
利用抗战遗址，传承我们坚守
初心、牢记使命的红色基因？
如何让这段历史，转化为不断
奋进的动力？如何让尘封的
过往，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红
色引擎？

让历史活起来，让资源流动起来，让红色基因传承下
去——2018 年，在持续推进冉庄地道战遗址保护建设的同
时，冉庄地道战纪念馆红色文化宣传队也成立起来。这支
由纪念馆讲解员组成的宣传队，在做好日常红色旅游接待
工作的同时，仔细翻阅冉庄历史资料，聘请专业导师编导歌
伴舞《支前民谣》、情景剧《地道战》等，最终形成了一支能
够自编、自导、自演的流动的宣传队伍。

“讲什么？怎么讲？去哪儿宣传？一切都是在摸索中
进行。”宣传队成员王静宇告诉记者，宣传队成立之初，大
家摸索着利用快板、手语、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
传地道战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此后，经过不断地探索
和改进，创作了“地道战精神宣讲报告会”。这一红色文艺
汇演节目涵盖地道战主题展览、抗战知识竞答、红色故事、
快板、舞蹈、歌曲、民谣、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呈现形式，演
出时长可达 2 个多小时。同时，还从电影《地道战》中提取
片段，进行现场互动，并与革命烈士遗属及电影《地道战》
中的老艺术家现场连线，通过灵活多样的互动形式进行宣
讲，增强感染力和号召力，教育引导更多的人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

为了助力疫情防控，宣传队还创作了多个文艺作品，快
板《战疫情 谋复兴》《众志成城 中国必胜》，被省广播电
视局、“学习强国”河北学习平台和保定市委宣传部收录为
优秀“纪录一线”原创网络视听作品。“为了使疫情期间的爱
国主义教育不断档、不掉线，我们的宣传队还开拓思路，变

‘坐等’为‘走出去’、变单纯向内看为主动向外延，变线下为
线上，组建了‘一队一班一团一课’，多角度、多渠道、多方式
宣传红色文化，充分发挥了教育引导职能。”周明慧说。

中 小 学 校 、基 层 社 区 、敬 老 院 、部 队 院 校 、单 位 团
体 ……记者了解到，自冉庄地道战纪念馆红色文化宣传
队成立以来，先后开展了“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跟着
老电影学党史”、红色文化“七进”等系列活动。仅 2021 年，
宣讲受众就高达 255.36 万人次，入选了中宣部“宣教工作创
新实践”案例，先后被评为宣传思想工作优秀创新实践
案例。

“此次再获殊荣，我们很激动，更感到责任重大。”周明
慧说，作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批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如今每年约有 150 多万游人慕名来参观感
受。饱受战火的老区人民，现如今也建起了农家院、小饭
店、采摘园等，正在依托着红色旅游带来的红利，助力乡村
振兴。作为红色文化宣传队，将继续深扎这片热土，努力用
自己的宣讲，为更多的人鼓足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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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庄地道战纪念馆红色文化宣传队进行演出。
周明慧供图

刚刚闭幕的北京冬奥会上，我省8名运
动员入选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
人数、参赛项目、参赛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

竞技冰雪运动的跨越式发展，有赖群众
性冰雪运动基础的夯实。根据国内权威统
计机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
中心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我
省参与冰雪运动群众达 3479 万人，参与率
达 46.6%。其中，直接参与冰雪运动群众
2119 万人，为我国实现“带动 3 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的“零”基础，
到冰雪运动在燕赵大地生根开花，这巨大的
变化是如何实现的？“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
以来，作为全国唯一的创新冰雪运动发展体
制机制试点省份，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发展冰雪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省市县三级冰雪运动会为牵引，创新思
路，系统谋划，攻坚克难，持续推进，打造了党
政有力组织、社会广泛支持、群众积极参与
的冰雪运动蓬勃发展新格局，高质量地实现
了‘全省3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省
体育局一级巡视员张绰庵表示。

破解“去哪儿滑”
●冰雪运动场馆设施水平跃居

全国前列

冰雪场馆是群众冰雪运动推广普及的
基础条件。

聚焦“去哪儿滑”，我省明确以“县县建
设室内滑冰馆”为突破口，同步带动滑雪场、
轮滑场、季节性场地建设的思路。坚持政府
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全省各级
财政累计投入近17亿元，吸纳社会资本5.02
亿元。坚持新建和改扩建并举，利用新增建
设用地建设45座、盘活存量用地或建筑等建
设157座。坚持三年任务一年完成，2020年
全省冰雪运动场馆建设任务全面完成。

这是一组让人振奋的数字：河北省在全
国率先实现县县都有滑冰馆，室内滑冰馆有
202 座，其中标准冰面滑冰馆 22 座，冰面总

面积 13.5万平方米，总量居全国首位；滑雪
场馆有62座，规模和品质居全国首位，其中
崇礼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高端和优质滑雪场
聚集区。

建好，更要用好。我省推动各级政府加
大购买服务力度，对冰雪场馆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给予经费支持。发放1500万元冰雪专
用消费券，全省冰雪场馆面向广大群众特别
是青少年推出一系列冰雪运动体验优惠活
动。协调发改、税务等部门推动落实水电气
热等优惠政策，降低场馆运营成本。打造省
市联网的冰雪场馆信息服务平台，方便群众
线上预约预订，不断提升场馆运营效能，最
大限度激发群众热情。

破解“谁去滑”
●推动冰雪运动往基层走往群

众身边走

深入推动冰雪运动往基层走、往群众身

边走。
自 2019 年起，我省连续三年成功举办

省市县三级冰雪运动会，构建起以冰雪运动
会为塔尖、冰雪联赛为塔身、校园和基层冰
雪赛事为塔基的“金字塔式”赛事活动体
系。在全国首创冰雪联赛，各级各类学校、
俱乐部、冰雪运动协会和社会团体均可参
赛，实现“一人参赛、全家观赛”的良好效
果。通过举办省市县三级冰雪运动会，直接
带动超过700万人参与冰雪竞赛。

青少年是冰雪运动主力军。省体育局
和省教育厅持续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实
现大中小学冬奥会知识、观赛礼仪、冰雪运
动技能常识进校园全覆盖，去年录制播出
的网络冰雪知识公开课覆盖学生人数超过
1000万。实施农村中小学轮滑鞋配备三年
行动计划，确保每所农村学校可以班为单
位开展轮滑课教学。积极举办校园冰雪运
动会，构建了“教会、勤练、常赛”的校园冰雪
竞赛体系。

针对城市居民，通过“3项冰雪竞赛+若
干项群众喜爱的全民健身项目”，融合亲子
运动、趣味比赛等特点，举办社区冰雪运动
会，实现社区全覆盖。在公园、商场、企业
门店打造超过12700处冰雪运动体验区。

针对农村群众，广泛开展“冰雪大篷
车”百城千乡万村巡回体验活动，组建“冰
雪大篷车”900 余辆，走遍所有乡镇、走进
16000 余个行政村，掀起基层冰雪运动新
高潮。

2021 年，全省共开展各类冰雪运动推
广普及活动43000余场次。

破解“谁来教”
●增强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技

能和热情

冰雪运动专业性强，难度大，要求高，
需要“师傅领进门”。聚焦“谁来教”，我省
实现冰雪运动协会建设全覆盖。目前，省
市 县 三 级 冰 雪 运 动 协 会 有 216 个 ，其 中
市、县级冰雪运动协会实现全覆盖，协会
数 量 、会 员 规 模 、工 作 覆 盖 面 位 居 全 国
首位。

河北体育学院、河北北方学院、张家口
学院等15所院校开展冰雪专业人才培养工
作，增加相关专业点52个，其中本科专业40
个、高职专业3个、中职专业9个。河北体育
学院2015年就成立了冰雪运动系，现设冰雪
运动等三个本科培养方向，全系在校生1700
多人，规模居全国首位，成为我省冰雪人才
培养“排头兵”。全省累计培养冬奥会及冰
雪运动急需冰雪专业人才35025人。

为提供科学实用指导，我省在国内率先
编制大众滑雪、大众滑冰地方等级标准，编
写大众冰雪项目科学健身指南和《冰雪运
动》读本，填补国内空白。实施中小学体育
教师冰雪项目培训三年计划，超过1万名体
育教师掌握冰雪运动技能；培训 2.8万名冰
雪社会体育指导员，3600 余人获得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居全国前列，为群众参与冰雪
运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零”到3479万
——我省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目标是如何实现的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先拿刷子给雕版着墨，把宣纸覆在雕版
上，再拿搪子均匀按压。”国家级非遗项目武
强年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康英勤，手把手教
现场一位小观众给勾好墨线的老虎年画上
色。不一会儿，一张色彩艳丽的年画制作完
成。康英勤将完工的作品送给小观众。看着
一张宣纸在自己手上变成栩栩如生的年画，
孩子开心地看了又看。

活动现场，武强年画工作台前聚集了不
少观众，康英勤鼓励大家上手试试年画印刷
操作。因为难度不大，一两分钟即可完成上
色，不少观众纷纷一试身手。康英勤说：“让
观众自己动手，就是一个让大家深入了解非
遗的最好机会。让更多的人认识非遗，才能
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展厅内，不少非遗传承人把在工作间的
工艺流程搬到现场，进行“活态展示”。乐亭
皮影、蔚县剪纸、深泽面塑等都有固定的活态
展示席位。

从了解到喜欢。这条路径清晰而明确，

缺一不可，既是非遗保护的必由之路，也是非
遗大众化的必由之路。

“非遗源自生活，是一定的生活方式和生
产方式的产物，要想从根本上保护它，就要把
非遗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河北省非遗保护中
心数据信息部副主任赵丽苹说。因此，今年
非遗会客厅系列活动突出活态传承，注重互
动体验。通过非遗传承人的演示讲解，观众
亲身体验制作，增强广大群众对我省非遗项
目的历史渊源、特色风格、工艺流程以及当代
保护传承情况的认知度和体验感，直观感受
我省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魅力。

据悉，2022年“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系
列展示展演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通过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态展演展
示和研学体验活动，不断打造集学习、体验、
娱乐、互动、购物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空间，
努力提升社会大众、青少年群体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知水平，加强我省非遗保护、传承和
传播。

日前，“春满燕赵”非遗会客厅展示展演活动举行——

用非遗之美点亮百姓生活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方寸戏台上热闹开唱的乐亭皮影表演，仿古书房内武强木版年画、蔚县剪纸等非遗

项目传承人指导观众互动体验……2月26日、27日，“春满燕赵”非遗会客厅展示展演

活动在河北博物院举行。该活动现场不仅静态展示非遗项目，更有非遗传承人现场演

出，观众还能沉浸式体验非遗制作技艺。沉浸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享受丰盛的非遗大

餐，让人们看到古老的民俗技艺与百姓日常生活的融合。

三尺戏台，白幕一丈，灯映三两画皮开腔
唱。活动现场，乐亭县文化遗产传承中心组
织乐亭皮影剧团现场演出皮影戏《火焰山》。
白幕后，皮影传承人们挥舞影人辗转腾挪，上
演着《西游记》经典桥段中的武打戏。白幕
前，观众目不转睛，掌声阵阵，气氛火爆。不
时有小朋友跑进后台，想一睹皮影齐天大圣、
猪八戒的真容。曲终戏散，不少观众来到后
台体验皮影戏表演操作，围着传承人听皮影
戏背后的故事。

2月26日，乐亭皮影剧团共演出了《火焰
山》《荣归》《鱼水情》《三变精迷》《为了明天》
等剧目。2月 27日，上演了《鹤与龟》《鹤童》

《火焰山》《鱼水情》《剪窗花》等剧目。连续两
天的演出，吸引大量观众驻足观看。而这样
的连台好戏都是免费观看的。

突出文旅融合，培育惠民空间，是此次展

示展演活动的特色之一。赵丽苹介绍，作为
大众走近非遗、认知非遗的一扇窗口，非遗会
客厅在河北博物院内“安家”并进行长期展
出，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集非遗学习、体
验、娱乐、互动、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新型文
化空间。非遗会客厅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旨在培育社会公众的文化休闲打卡地，打
造具有开放、多元、互动等特点，观赏、研学、
体验、消费等文化休闲功能，为公众免费提供
乐享文化旅游发展成果的惠民空间，让群众
在活态情境化、沉浸式体验中了解河北非遗
丰富的品类、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为助
力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据介绍，该活动将覆盖全年，每逢传统节日、
国家法定节假日，都会组织不同形式、内容的
活态展示展演，为广大观众带来常态化的文
化体验和享受。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更是未来
的。此次展示展演现场，记者看到，“90后”

“80后”新生代传承人从老一辈手中接过接
力棒，薪火相传，成为非遗传承、保护的新生
力量。

作为年轻一代非遗传人，常常被期待着
有所创新、突破。这样的问题，国家级非遗
项目蔚县剪纸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高阳也被
多次问及。出生于 1990 年的高阳，是蔚县
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高佃亮的儿子。自
幼浸润在家庭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他对
剪纸艺术的感情透进骨子里。就读于中国
矿业大学时，他就频繁带着蔚县剪纸参加全
国各类文化艺术节，并走进北京林业大学、
中央美院等高校传播非遗。在立足中国传
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登上更高平台的高阳进
一步开拓了国际化视野，不断在剪纸理论研
究和剪纸技艺方面进行突破。

提到非遗创新，高阳说，任何一门手艺
如果没有创新，就注定要被时代淘汰。蔚县
剪纸也是在不断创新中传承发展的。比如
题材方面，以蔚县剪纸展现北京冬奥会主题
便是一次全新的探索。另外，在人物造型方
面，很多作品借鉴了西方绘画原理，用光线

的明暗体现人物整体构图。
艺术起于至微，很多细节的进步见证着

发展。“以前蔚县剪纸中戏人的眉毛是不刻
出来的，而是用笔画上去。随着技艺更高
级、工具更精细，现在表现人物时，眉毛都要
刻出来。”高阳说，很多技术上的进步，都是
基于前辈们数百年来总结的精湛技艺。

国家级非遗项目乐亭皮影雕刻技艺县
级代表性传承人宋晓东，是一位“80后”，从
事皮影雕刻十多年。谈及乐亭皮影的传承
和创新，宋晓东拿起两件戏曲人物皮影作品
进行对比：“传统的乐亭皮影最突出的特色
是‘通天鼻’，雕刻人物鼻子时，从鼻头到额
头是一条直线，现在有很多人物雕刻借鉴了
其他艺术表现形式，鼻子比较写实了。”

宋晓东认为，皮影戏演出越多，年轻人
对皮影戏的了解越深入，皮影雕刻技艺的
传承生态就会越好。近年来，乐亭很多中
小学开设了以“影韵动校园非遗入心田”为
主题的皮影特色课程，通过非遗传承人校
园授课、开发具有皮影元素的文艺节目等
形式，将传统文化精髓渗透到学校的素质
教育中，也为乐亭皮影雕刻技艺传承撒下
了种子。

沉浸式体验助力非遗走向大众

文旅融合培育文化惠民新空间

“90后”新生代接力非遗传承

日前，宁晋县第五中学冰雪运动队队员在进行陆地冰球训练。宁晋县第五中学积极推
进“冰雪运动进校园”活动，开设了陆地冰球、陆地冰壶、轮滑、VR滑雪等课程。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强年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康英勤（右），指导观众体验武强年画上色技艺。

本稿图片均由河北日报通讯员王建摄

◀2 月 26
日 ，“ 春 满 燕
赵”非遗会客
厅展示展演活
动现场，乐亭
皮影剧团演出
皮影戏《火焰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