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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条休闲农业线路
带你“春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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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王习三内画博物馆举办非遗民俗
精品展、桥东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举办文化
培训辅导活动、深州市文化能人张占礼的

“乡野梨园”文化大院举行文艺汇演……
最近，衡水市多个文化名家工作室“好戏
连台”，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去年以来，衡水市全力推进文化名家
工作室建设，通过常态化开展文化沙龙、
艺术鉴赏、培训讲座、展览展演、研学实
践等文化活动，使这些文化名家工作室成
为文艺创作“能量场”、文化惠民“新阵
地”和城市形象“新名片”，不仅丰富了
群众精神生活，也让城市文化韵味越来
越浓。

贴近群众
400 余个文化名家工作室

建起来

探索虫蚀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参观各
种虫蚀艺术品的制作流程和用途，认识虫
子的分类和啃食过程……走进武邑县陈永
顺虫蚀艺术工作室，只见枣木、榆木、槐
木等虫咬蛀蚀的枯木病株，经过冲洗、定
型、打磨等工序，加工成精妙绝伦的虫蚀
艺术品，令人大开眼界。

工作室如何选址，引入哪些名家？去
年初，该市在深入走访调研、反复会商研
究的基础上，确定市区首批 22 个文化名
家工作室。入选的文化名家均为专业领域
内领军人物或代表性人物，涵盖文学、书
法、美术、摄影、舞蹈、非遗技艺、工艺
设计等10余个艺术门类。

同时，创新开展市县“联创联建”，
组织各县 （市、区） 建设一批公共文化空
间，引导当地文化名家入驻开展活动，市
直文化部门提供培训指导。枣强县大营裘
皮非遗传习所、武邑县观津书院等一批公
共文化空间挂牌运行。随后，市县“联创

联建”扩面增量、提质增效。
这些文化名家工作室因地制宜，分为

两大类。一方面，对位置便利、可正常运
行的文化名家个人工作室进行改造提升、
统一挂牌，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另一方
面，依托既有文化场馆、街道社区活动
室、文明实践中心等公共文化空间，根据
群众需求组织不同艺术门类文化名家入
驻，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文化名家工作室建设之初，该市便确
定了就近就便、服务群众的原则，按照有
标识、有名家、有简介、有制度、有活动
的“五有”标准精心打造。截至目前，全
市已建设文化名家工作室400余个，开展
各类线上线下文化活动 5700 场，参与群
众286万人次。

相遇相融
群众文化活动热起来

前不久，衡水湖、孔颖达公园的两
个城市书房策划组织了“小候鸟”自然
课堂、约“绘”春天主题绘画、“走进盛
世鸿儒孔颖达”研学实践、书香下午
茶、新书分享会、阅见“悦”美好、名
家微讲堂、侯店毛笔制作体验课等特色
活动，活动日成为读书爱好者们向往的
幸福时光。

在文化名家工作室建设中，衡水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通过形式创
新、精准惠民等做法，与群众相遇相融、
教学相长，满足群众多元化精神文化
需求。

该市文化名家工作室的场所位置选
择，坚持群众便利性与区域均衡性相统
一，尽量建在街巷路边、社区周边、群众
身边，最大程度便利群众，同时注重均衡
布局，合理设置空间点位，防止出现扎堆
或盲区，力求最大范围服务群众。同时，

注重发挥各类文化名家在临街及社区工作
室的辐射带动力，支持他们以公益小课堂
形式抓好“传帮带”，推动专业艺术资源
转化为社会美育资源。

——每逢节假日，位于滏阳河畔的田
茂怀虎文化博物馆便门庭若市，“走进水
浒时代之武松打虎”“每个孩子都是小画
家”“走进大师的艺术世界”等研学实践
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众多青少年踊跃参
加，通过“参观研学+绘画写生+手作体
验”，领略书画艺术的博大精深。

——书法名家杜长荣、美术名家张玉
生、摄影名家康同跃领衔的工作室常态化
举办重点书法作者培训班和美术、摄影讲
座，培训艺术骨干3500余人。

——景县新华书店公共文化空间推出
“新华小剧场”，在表演老师指导下，孩子
们通过演课本剧、情景剧加深对学习内容
的理解，锻炼语言表达和表演能力。

依托遍布城乡的文化名家工作室，衡
水市大批文化名家业已成为文化惠民主
力军。

双向奔赴
文化强市建设有了新活力

一个水晶壶，一支弯毛笔，凝神聚
思，手随心动，勾描点画，方寸之地具千
里之势……去年以来，王习三内画博物馆
举办“内画进校园”大师课等活动100多
场，推动内画艺术传承弘扬。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宋君杰从“古兵器
古拳谱成果展”“非遗戳脚研学游”到

“衡湖论剑演武大会”“青少年热辣滚烫拳
王争霸赛”，其工作室组织的活动让更多
人近距离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

衡水职业技术学院聘请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内画名家黄双水，国家级非遗武强
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马习钦，国家级非遗深

州形意拳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林，河北省民
间工艺美术大师、剪纸名家秘青亚等，在
学院设立名家大师工作室，对学生进行培
训授课，进一步拓展了文化空间新外延。

如今，通过跨界融合、资源共享，一
个个高标准文化名家工作室走进衡水城乡
群众生活半径，为群众带来“文化+”新
体验，合力绘就生活美、精神富的同
心圆。

——刘现辉工作室打破单一门类的艺
术壁垒，将民俗画与剪纸、扎染、动漫、
皮画等艺术形式结合，并将民俗画刻印于
衡水老白干酒瓶和各种创意摆件上，“一
画多用”，实现了多种艺术形式的跨界
融合。

——衡丰社区积极探索建设“名家共
享空间”，聘请市内多位文化名家，常态
化举办相关艺术培训，“一室多用”，扩大
工作室半径外延，最大限度提高空间利
用率。

——武强周窝村音乐大集以村民自编
自演的方式火爆出圈。“这些天吃住在周
窝，和当地演员零距离接触，同‘草根明
星’成了朋友，深深体会到：艺术家只有
深接地气、扎根人民，才能获得不竭的创
作灵感，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力作。”导演
郑广义说。

文化名家在与群众的互动交流中激
发创作灵感，去除浮躁之气。群众在文
化活动中焕发创作热情，展示艺术才
华。通过文化名家工作室建设，衡水市
的一批文化名家与普通群众之间双向奔
赴、双向滋养、双向赋能，为这座城市
播撒了文化种子，为文化强市建设注入
了新活力。

“出门就到，推门就进”，文化名家工
作室正在成为湖城群众身边的“文化客
厅”。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个个触手
可及的“文化圈”逐渐融入百姓生活，公
共文化服务的阳光遍洒城乡。

最美人间四月天。和煦春风吹绿了柳
树，也吹红了桃花。4月 7日，在深州市穆村
镇西马庄村万亩蜜桃观光园，朵朵桃花迎春
怒放，热烈地向人们传递着春天的气息。

西马庄村地处滹沱河故道，堆积而成的
土壤层，适宜桃树生长。独特的地理结构，让
这里种植的蜜桃肉质细腻，汁甜如蜜，有了

“桃中之王”的美誉。
四月，正是深州蜜桃的花开时节。此刻，

惊艳绽放的桃花将万亩桃林染成一片粉红，
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为迎接慕名而来的
赏花客，深州当地在观光园内搭建了可以远
眺花海的观花台和独具特色的中华寿桃、人
面桃花等特色景点，还准备了精彩的歌舞和
民俗文化表演。

桃园里，桃花竞相绽放，花香沁人心脾，
游客们尽情感受桃花纷飞的诗情画意，兴之
所至，不少人还与桃农们一起为桃花授粉。

中午时分，观光园主干道两侧，车辆依旧
排着长龙。桃园深处，一处名为“三结义客
栈”的农家饭店设在地头，两个炉灶柴火正

旺，铁锅里飘出阵阵菜香。
“十元一碗大锅菜，馒头管够。”“不吃饭，

进来歇歇脚也行。”正热情招呼游客的中年人
叫李朝炯，是这个农家饭店的老板，也是当地
的桃农。

这几年，深州蜜桃观光园名气越来越大，
来看桃花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却少有歇脚和吃
饭的地方。李朝炯萌生了在自家桃园开办农
家饭店的想法。“不为赚钱，就为让大伙儿来
了，吃好玩好，帮咱们把深州蜜桃宣传出去。”

闻着阵阵花香，吃着香喷喷的大锅菜，听
着李朝炯绘声绘色地讲深州蜜桃的历史，游
客们有了别样的体验。桃农的热情留住了客
人，也让不少赏花客成了购买蜜桃的客户。

田野里，桃花满园。而兵曹乡普乐村于
旭东家庭农场的10座大棚里，毛桃、油桃、蟠
桃等各种鲜桃已挂满枝头。

管理员于江舟和桃农们忙着疏果、套
袋。“大棚里种桃，可让桃提前一个多月成
熟。错季上市，就能卖个好价钱。今年桃树
长势好，估计一个棚能产3000多斤。”于江舟
介绍，“五一”假期，其他品种的桃没成熟时，
他们这里就可以采摘了。

近年来，深州市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建
立合作关系，加大科技投入，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设施水果种植，目前已发展设施桃种植
600余亩。“春有大棚蟠桃、油桃尝鲜，夏有毛
桃上市，秋有蜜桃争艳，冬有晚熟桃供应。在
深州已基本实现一年四季有桃吃。”深州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近日，衡水市公布 5 条“春
观花”系列休闲农业线路，分别为冀州区湖城之春线路、
畅游春天到阜城赏花线路、春游踏青多彩衡水湖线路、安
平县金灿灿万亩油菜花海线路、衡水高新区采摘赏花游
线路。

冀州区湖城之春线路为：冀州皇家小镇—岳良村—田
园棉文化园—石与木艾草文化园。其中，岳良村按照“文
旅小镇”的建设定位，参照北魏时期的建筑风格，建成“一
馆（岳良展览馆）”“一里（文明里）”“一中心（村民活动中
心）”“一巷（体物巷）”“一苑（岳良戏苑）”的中心轴线精品
路线。

畅游春天到阜城赏花线路为：张家坊油菜花田—张家桥
冬桃—百年梨园—云农玫瑰芳香园—大白乡万亩油菜花
海。当前正是春花烂漫时，走进阜城县，金灿灿的油菜花、深
红浅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娇艳的玫瑰次第开放，游客们可
徜徉花海、拍照打卡，尽情感受春天的气息。

春游踏青多彩衡水湖线路为：衡水湖——和美采摘园—
世外桃源家庭农场—仕红家庭农场—绮苑农庄。游客们可
体验大田作物种植、采摘、垂钓等。

安平县金灿灿万亩油菜花海线路为：万亩油菜花海—农
业科普研学基地。春风吹拂下，油菜花竞相开放，游人可置身

“金色海洋”，尽情放松身心。
衡水高新区采摘赏花游线路为：景芝源灵芝种植专业合

作社—鼎坤现代园区—康晟采摘园。其中，景芝源是河北省
首个大型灵芝盆景种植基地、鼎坤现代园区获评“衡水市现代
农业园区”，康晟采摘园内种植了月季、丁香、小雏菊等观赏性
花卉，是踏青游玩的好去处。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日前，衡水市 2024 年退役军
人及军属春季专场招聘会在市区上海公馆广场举办。80 余
家企业带来 1200 余个岗位，吸引 470 余名退役军人及军属
参加。

此次招聘会，由衡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桃城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衡水高新区平安建设工作部、滨湖新区公共事业
服务局主办，衡水市聚才人才市场承办。招聘会采取“线下
面对面交流+线上直播带岗”的形式同步进行，现场还设立
政策咨询区、求职服务区、就业指导区等专区，为参会企业和
退役军人及军属提供全方位服务。冀州区退役军人曹秉帅
早早与朋友一起赶来，两人都在现场就心仪岗位与相关企业
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在今后工作中我将退伍不褪色，发扬
好军人的优良作风，在新岗位为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曹
秉帅说。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凤来）4月7日，河北省2024年“爱鸟
周”在衡水湖畔的马拉松广场启动。活动主题为“完善保护体
系、护佑候鸟迁飞”，旨在进一步提高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号召
全民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代表宣读爱护鸟类倡议书，并通过摆
放展板、分发宣传册等形式，向市民和游客介绍爱鸟护鸟知
识，普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相关法律法规，促使更多人形
成保护野生动物的共识。在衡水湖中的樱花岛上，前来研学
的学子们也接受了爱鸟护鸟教育，并与岛上的鸟类互动，感受
人与自然的和谐。

眼下，正值候鸟北迁时节，大批候鸟纷纷在衡水湖停
留、繁育或中转，游客们常能看到天鹅、东方白鹳、黑鹳等候
鸟的身影。为有效保护候鸟安全，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委员会通过加大日常巡查巡护、常态化开展爱鸟护
鸟知识宣讲等形式，创新开展研学游、摄影展、观鸟大赛等
多种活动，使保护理念深入人心，爱鸟、识鸟、护鸟成为社会
共识。

河北日报讯（记者孟宪峰）4月2日，衡水市2023年度“争
做衡水好网民”工程总结会暨2024年度网络文明主题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在衡水市工人文化宫举行。

今年该市将开展 10 项网络文明主题活动，分别为推出
“云上学‘习’·持之以‘衡’”网上理论宣传专栏；开展“网络中
国节”主题宣传活动；举办“创作者沙龙”网络作品创作技巧分
享会；开展“我是家乡代言人”网络直播活动；开展“网络媒体
衡水行”主题采风活动；开展“e法护航 e路同行”网信普法系
列活动；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衡水活动；开展网络举报辟
谣主题宣传活动；推进“清朗”“净网”“护苗”等系列专项行动；
开展衡水市2024年度“双争”有我·争做“衡水好网民”评选展
示活动。活动由省委网信办指导，衡水市委网信办、市文明办
主办。

近年来，衡水市坚持守正创新，推出“云上学‘习’·持之
以‘衡’”网上理论专题，打造“我心永‘衡’”网络文明品牌，
在全省首创网络文明城市展厅，网络空间文化培育创新开
展、道德建设蔚然成风，网络空间的正能量更加充沛、主旋
律更加高昂。去年，衡水市委网信办在全市范围选树了一
批“网络文明素养实践教育基地”，并会同衡水市文明办先
后开展“‘双争’有我·争做‘衡水好网民’”评选展示和“‘双
争’有我·‘网络文明家园’”推选展示活动，社会各界积极
响应。

桃花朵朵开 游客随春来
——深州市穆村镇西马庄村万亩蜜桃观光园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4月7日，在深州市穆村镇西马庄村万亩蜜桃观光园，游客在桃花间拍照。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衡水市400余个文化名家工作室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打造群众身边的“文化客厅”
河北日报记者 孟宪峰

左图：3月24日，孩子
们在衡水王习三内画博
物馆参观内画展览。

河北日报记者
孟宪峰摄

右图：4月15日，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宋君杰指
导孩子们练习戳脚。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