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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涉路施工行政许可事项施工许可证【申报
号13000002110208000046】延期施工的批复，保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保公交【2023】82号文件，省道S529西演至肃宁公路高阳段改造工程
上跨沧榆高速桥两侧进行断交施工延期至2024年3月1日。断交期间
过往车辆请绕行：保沧线至肃临连接线至湘连口路。

特此公告。
高阳县交通运输局
2023年11月8日

断 交 施 工 公 告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敬照、刘剑英、
桑珊）分享调解中的感人故事，讲述化
解矛盾的“独门绝技”……近日，冀鲁豫
三省四县调解员擂台赛在邯郸市大名
县举行。

获评金牌擂主的周淑红是大名县束
馆镇调委会主任，从事调解工作 40 多
年。他说，三省四县的调解员以比赛的
方式坐在一起，探讨业务、相互学习，还
是第一次，“这场擂台赛更像是一场交流
会、联谊会，让我们调解员心更近了、劲
更足了。”

大名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全县
20个乡镇中涉边乡镇有10个。三省边界
村连村，经济、人员往来密切，由此引起的
跨省矛盾纠纷时有发生。

由于矛盾纠纷涉及的问题复杂多样，
再加上政策不一、沟通不畅，很容易形成

“三不管”难题，不仅影响三省群众团结，
而且容易引发信访或社会治安问题。

对此，周淑红感触颇深：“那时候，有
了纠纷经常是托亲戚、找熟人，通过私人
关系解决，这样往往时间长、绕弯路。”

跨省矛盾纠纷调解不能靠个人、靠人
情，而是要理顺工作机制，打破行政区划
壁垒。

2019年5月，大名县牵头与山东省莘
县、冠县和河南省南乐县共同签署《关于
建设冀鲁豫连接三省连通民心的“新枫
桥”实施意见》，共建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矛
盾纠纷综合化解平台。

四县分别成立跨区域调解中心，涉边
乡镇设立专门的调委会，制定调解台账，

统一调解流程，并印制通讯录，实现了跨
省矛盾纠纷调处“零障碍”。

很快，周淑红就体会到了综合化解平
台给工作带来的便利。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南乐县福堪镇
司法所所长张国庆的电话，让我帮助调解
一起离婚纠纷。”周淑红立马放下手里的
活，去女方的家里沟通情况、了解诉求。

原来，家住大名县束馆镇的唐某嫁到
南乐县福堪镇，结婚两年多后，与丈夫马
某协商离婚，但在彩礼返还问题上争执不
下，一气之下回到娘家。

一 开 始 双 方 都 憋 着 火 ，分 歧 也 很
大。周淑红和张国庆两个人齐心协力，

开展“背靠背”调解，从当事人利益最大
化角度出发，以民法典规定和两省习俗
为依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双方很快
达成协议。

“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是综合化
解平台把我们紧紧连到了一起。”周淑红
坦言，当时张国庆刚调到福堪，如果不是
通过平台，可能联系他都很费劲。

跨省矛盾纠纷综合化解平台不仅破
除了省域壁垒，还织密了隐患排查网络。

“我们与大名县张铁集乡定期召开沟
通协调会，并动员两个乡镇的司法所干
警、派出所民警、法庭法官、村干部、调解
员等力量，联合开展苗头隐患排查化解。”

参加擂台赛的莘县王奉镇司法所所长付
攀告诉记者，他们已经避免了多起“民转
刑”事件的发生。

今年春天，张铁集乡的王某带领建筑
队为王奉镇的罗某盖房子，但交房后罗某
发现有质量问题，要求王某赔偿 3 万元。
王某不同意，双方你来我往，矛盾不断升
级，甚至到了约架的地步。

得知情况后，张铁集乡调委会主任宋
资超主动介入，和王奉镇调解员周旭霞一
起实地查看房屋质量，并到双方家中劝
解，最终以王某赔偿8000元和解。

四县还在 30 个涉边乡镇成立 160 个
工作室，乡镇、村两级建立网格调解微信
群，吸收多方力量兼任调解员，社会矛盾
纠纷化解力量得到极大充实。

不仅如此，跨省矛盾纠纷综合化解平
台还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

三省四县先后建立起县级跨省域社
会矛盾化解数字指挥中心，整合环保、交
通等部门资源，打造数字止争“和事佬”，
使矛盾化解更精准、更高效。

有组织管事、有专人干事、有“地”理
事、有“法”解事，经过四年多的运行，大名
探索出了一条跨区域基层社会治理新路
径。2022年11月，这一新探索被评为“全
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

“破除省域壁垒，搭建调解平台，打通
为民通道，截至目前，三省四县累计化解
跨区域矛盾纠纷 2200 余件，调解协议资
金1.9亿元，为群众止损约5亿元，涉边乡
镇群众对此反映良好。”大名县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张少锋说。

我省大名县与山东省莘县、冠县和河南省南乐县共建矛盾纠纷综合化解平台

跨省“新枫桥”巧解“三不管”

今年3月17日，山东省莘县王奉镇调解员周旭霞（左三）带当事人到大名县张铁
集乡司法所进行跨省矛盾纠纷调解。 大名县张铁集乡司法所供图

品尝“蔬菜宴” 体验采摘游

司马庄村消费“朋友圈”又扩大了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

11月6日，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内热闹起来。由
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艺有限公司申请实施的国家
艺术基金2022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河北梆
子武戏人才培训”正式结业，来自全国各地的 35名
中青年武戏人才在这里学艺“出师”，进行了两场结
业汇报演出。

为啥要给全国武戏人才开班？作为此次培训的
教师，77岁的戏曲艺术家张志远感触很深：“武戏是
以武打为主要表现手段，兼用唱、念、做来表现格斗、
战争等内容的戏曲样式。武戏技术难度大、人才培养
周期长，而且对演员的练功频率、身体素质有着极高
要求，各种因素导致武戏演员的成材率相较其他行
当低，各戏曲院团的武戏人才尤为紧缺。”

“目前，我们团只有我一个武戏演员。”因为团里
武戏演员少，25岁的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一团武
戏演员王松感觉“相当孤单”。此次来石家庄参加“河
北梆子武戏人才培养”，让他有机会进行艺术技能的
提升、专业视野的拓展。在一个多月跟师学习中，他
抓紧一切时间跟着指导老师张志远学习了昆曲《时
迁盗甲》。学习期间，老师的教学录像、学习心得笔记
一个都不能少。他说，学习机会很珍贵，回团后还得
看着录像和笔记反复琢磨和练习。

事实上，全国各戏曲院团都存在武戏人才断档现
象。“我们自身的武戏演员也非常紧缺。”河北省河北
梆子剧院党总支书记、院长赵涛说，目前团里共有18
名武戏演员，这个数量对于演出整本文武带打的大戏
来说并不算多。为此，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联合河北
艺术职业学院开办了“河北梆子武戏实验班”，双方共
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剧目课程等教学标准，构建校
团“双主体”育人机制。如今，19名专攻武戏的学生已
经在河北艺术职业学院进入第3年学习，他们成为河
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延续武戏优势的底气和后备力量。

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申请实施的国家艺术基
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武戏人才培训已经是第二
次。此前，该院曾完成国家艺术基金 2016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河
北梆子武戏人才培训”，为各戏曲院团培养了一大批武戏尖子人才。

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武戏人才培训项目为何会“花落”河北？这与河北深
厚的戏曲文化底蕴密不可分。河北是戏曲大省，剧种丰富、院团众多、名家辈
出，素有“北方戏窝子”的美誉。而武戏又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一大特
点，该院创排的河北梆子《钟馗》《宝莲灯》《哪吒闹海》等经典传统戏，文武带
打，以武戏见长，承接武戏人才培训项目“专业对口”。此次培训中，77岁的张
志远、83岁的孟繁英等老戏曲艺术家“出山”，手把手指导学员学习传统剧目
河北梆子《寿州救驾》《马踏青苗》《扈家庄》和昆曲《林冲夜奔》《时迁盗甲》。

“两期培训班都是面向全国招生，覆盖剧种达到30多个，覆盖区域达到
近20个省市，我们在戏曲武戏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全国各
院团普及了河北梆子艺术，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赵涛说，希望通过此次培
训加强各地艺术院团武戏人才储备，完善武戏人才梯队建设，为全省乃至全
国戏曲院团培养武戏精英人才，为戏曲振兴、点亮“北方戏窝子”贡献力量。

来自全国各地的35名武戏人才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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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河北梆子武戏
人才培训”结业汇报演出在石家庄举行。图为学员演出河北梆子《扈家庄》。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摄

11月 7日 10时许，唐山玉田县一处
十字路口，一辆白色轿车突然自燃，司机
被困车内。正在路边等订单的美团外卖
骑手程学海和杨柳发现后赶紧冲上前，
拉开车门后，程学海伸手将司机安全带
解开，两人一起拽着司机的手臂，将他从
车里拉了出来，全程仅用了两分多钟。司
机被拽出后，赶紧将着了火的衣服脱下
来。这时候，一位交警也赶了过来，三人
合力扑灭了司机头发和身上的火苗。因
为杨柳没有戴手套，右手被烫了个大
泡。8日，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者了解
到，对于两人救人的义举，美团平台不仅
给予两人每人2000元的现金奖励，还将
两人纳入储备站长名单，此外，杨柳还获
得了免费上大学的名额。

对于自己的救人行为，两位外卖小

哥觉得很正常。他们告诉记者，看到车着
火之后，第一时间就想着救人。“下意识
就是先把人救出来，别的啥也没考虑。”
杨柳笑着说。
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者 张伟克报道

镜头里的故事

比接单还快比接单还快！！唐山俩外卖小哥火中救人唐山俩外卖小哥火中救人

▲11 月 8 日，玉田县委宣传部负责人
给程学海（右一）和杨柳（右二）送去锦旗和
荣誉证书。 玉田县委宣传部供图

▶11 月 7 日，程学海和杨柳将司机
从车内拉出。 视频截图

以前，清晨青县棚中菜，中午京津盘中
餐。现在，千年大运河畔，青县司马庄村正
把一桌“蔬菜宴”拓展到运河采摘游。

10月24日，记者来到司马庄村，感受
这个新变化。

在司马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建勋带领
下，记者来到村北的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

走进高效智能保温棚，只见一排排红
艳艳的樱桃番茄挂满枝头。“现在我们建成
了7个高效智能保温棚，里面种植的樱桃
番茄等瓜果已经进入采摘期。”正在采摘的
大司马现代农业园区经理潘艳笑着说，现
在，运河采摘游带火了瓜果蔬菜销售，今天
刚采摘下来的200多斤樱桃番茄，一斤卖
到12元钱，很快就被游客预订一空。

“以前，说起司马庄，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这里的‘蔬菜宴’，近百种特色叶菜、果
菜，让人垂涎欲滴。现在，游客除了吃‘蔬
菜宴’，更愿来这里的蔬菜园区采摘，体验
运河畔乡村田园的美好。”刘建勋说，“这
就是我们这几年大力发展运河采摘游带
来的可喜变化。”

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司
马庄村敏锐捕捉到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变
化，利用地处大运河畔的优势，大力发展运
河采摘游，在村里最好的土地上建设了大
司马现代农业园区，种植了拇指黄瓜、迷你
菜瓜、羊角脆、芝麻菜等适合采摘的特色蔬
菜1000余种。他们还同步打造了司马庄京
杭大运河观光带，观光游客连年增长。2022
年，司马庄接待京津等地游客达 42 万人
次。今年国庆假期，每天来这里采摘的京津
游客达2000人次。

“搞运河采摘游，要有真本事。比如，
我们这里的蔬菜就长有‘科技范’。”刘建
勋说，“就拿这个高效智能保温棚来说，瓜
果之所以产量高、卖得好，秘诀就在于园
区采用了水和空气双循环技术。”

潘艳告诉记者，高效智能保温棚，内墙
配备太阳能袋，与棚内地下铺设的地暖管、
地上设置的通风管相连通，实现了水和空
气双循环。同时，还配备了智能可移动天
窗、遮阳系统、升温系统等自动化设施，创
造出适合作物生长的环境，即使到了冬天，
这里也能产出高标准的瓜果蔬菜。

在高效智能保温棚旁边，占地 2400
平方米的菜博园更是让人大开眼界：三角
立柱栽培、旋转 A 字架栽培、链条墙体栽
培……仅先进栽培技术就有 15 种。采用
三角立柱栽培的圆叶薄荷“住”上了“高
楼”，绿油油进入采摘期，“楼下”的“邻居”
紫背天葵菜长势正旺；还有的叶菜和花组
合成植物迷宫，这面墙上是金边吊兰和苋
菜，前面，又变成了翠菊和油麦菜……

“真是没想到，这个小小菜博园里竟
然有这么多乐趣。”来自沧州市区的游客
张伟赞叹道。

2018年以来，司马庄村对运河堤坡进
行改造，在运河沿岸进行绿化美化，并设计
建造了纤夫码头，打造大运河历史文化长
廊。依托大运河水利资源及村庄水资源，司
马庄村还规划了村庄流动水系，投资1800
万元建设司马庄京杭大运河观光带。

“我们还在大运河畔建设了游乐场，购
置水上滑梯、遥控船等娱乐设施，并打造了
月亮湾等景点，让游客在休闲放松的同时
体验大运河的漕运文化。”刘建勋说，“运河
采摘游，火了村庄，美了运河，将成为今后
我们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主打品牌。”

10 月 24 日，
在青县大司马现
代农业园区，园区
经理潘艳（右一）
正在和游客一起
采摘蔬菜。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摄 （上接第一版）出动人力 300 余人

次，动用大型机械 12 台连续作业，
清理坑塘污水垃圾，消除卫生死角，
美化净化村内环境，共计清除垃圾
4100 多立方米。完善垃圾清运机
制，关键部位新配备垃圾桶 20 个，
村民门前‘三包’，确保垃圾日产日
清。更换倾斜电线杆 20 个，捋顺全
村电网线路。”该村党支部副书记华
国清介绍。

此外，该村通过“一事一议”等
方式，充分利用好上级灾后重建相
关优惠政策，新修村内街巷10条，面
积达 3000 平方米；对村内 2 条主干
道两侧绿化带重新整修，铺砖硬化
2010平方米，新栽海棠等树木100余
株，粉刷路旁、坑边树木500株。

“夸张点儿说，现在一些路上连
土渣子都看不到了，这哪还是农
村！”于国俊说，随着村子一天天的
变化，他也从“看着堵心”变得“归心
似箭”。“老母亲 93 岁了，大水来之
前转移出去，住在城里，总闹着要回
村住。原来我们担心村子脏、乱，生
活不方便，但现在看环境这么好，就
想着早一点把房子重新盖起来，让
老母亲搬回来。”

为了尽快回到村里居住，于国
俊选择了水泥板拼装式房屋。“10

月4日开始动工，100多平方米的房
子现在已经盖起来了。接下来是装
修，修整院子。”于国俊说，为了方便
他盖房子，村里在硬化道路时对他
家所在的胡同推迟了硬化，同时，还
为方便大车进出，改修了门口的燃
气管道。“村里有水、电、燃气3个微
信群，我们有事只要在群里说一声，
就会有人主动上门。”

“我们组织党员成立了‘B、C级
房屋修缮小组’‘D级房屋拆除先锋
队’，建立 D 级户一户一策档案，结
合房屋地理位置、结构类型等要素，
合理制定方案，主动帮助困难群众
联系工程队修缮房屋。”华国清说，
10 月 19 日前，该村 16 户 D 级房全
部完成拆除，189 户 B、C 级房屋修
缮完毕，并且根据 D 级户家庭的实
际情况，逐户制定了过冬方案，确保
村民温暖过冬有保障。

走在孙马庄村西的大路上，看
见一些工人正在铺砖硬化水泥路旁
的便道，一边的绿化池内，新栽的海
棠沐浴着阳光。

“接下来，我们还要在村内建一
座公厕，方便群众，同时建一个孝行
小院，为村内老人提供养老休闲场
所。”华国清说，“等到明年春天，一
定能看到一个全新的孙马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