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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唐山市丰南区岔河镇四神庄小学
640 多名小学生全部集中在操场上，开始他
们的每日阳光体育大课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
撷，此物最相思……”伴随着欢快的古诗音
乐，同学们在领操员的带领下，高声跟念一首
首古诗，时而挥舞双臂，时而扭动腰部，时而
踏步，时而跳跃。

为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1小时体育活
动时间，四神庄小学每天上下午各有30分钟
大课间活动。课间操学生们做的并非传统的
广播体操，而是该校老师自创的以“诵读经典
诗词 舞动青春年华”为主题的古诗韵律
操。这套韵律操节奏明快，动作简单，又不失
时尚。

该校校长宋晓林告诉记者，学校一直想
创新课间活动模式，因为有传承国学经典的
浓厚氛围，自去年起，他们开始琢磨把课间操
和古诗结合起来，自创古诗韵律操，既能帮助
学生强身健体，又能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和喜爱。

以遵循运动规律、达到锻炼效果为出发
点，该校体育老师选取了《长歌行》《清明》《晓
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相思》《送元二使安西》
等18首古诗，根据不同诗文所表达的意境配
上相应的音乐，结合广播体操动作，认真揣摩
研究网上其他中小学的韵律操视频，努力编
创符合该校学生年龄和身心特点的古诗韵
律操。

“如果全校学生一起跳韵律操，难度太高
一年级的练不了，难度过低六年级的学生可
能会没兴趣。”该校参与韵律操创作的体育老
师曹颖说，兼顾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需求，他们
反复商量设计，编改了很多网上学到的韵律
操动作。“比如手臂伸展运动，网络视频中的
一些动作，一会儿从左边开始，一会儿从右边
开始。考虑到低年级学生的学习难度，我们
就统一改成从左边开始。”

经过不断研究改进，这套 5 分钟左右的
古诗韵律操终于和学生们见面了，孩子们可
以跟着音乐节奏边诵诗、唱诗，边做各种课间
操动作。

从去年9月开始，该校利用大课间，组织全体学生在操场上进行培训。
经过两周左右时间，学生们掌握了古诗韵律操动作的基本要领和艺术要
求。随后，各班又充分利用每周体育活动课的时间进行了进一步培训。

为激励孩子们做好韵律操，该校每天对大课间的韵律操情况进行打分，
动作标准的孩子可以成为“领操员”。

当天，热身韵律操后，孩子们进入二十来分钟的自由体育活动时间，或
跳绳，或跑步，或踢球，操场顿时变成了欢快的海洋。“这套课间操非常欢快、
有趣，又能增强体质，我和同学们都非常喜欢。”该校五年级三班学生袁艺瑄
说，他们也因此更爱大课间。

“下一步，我们将对韵律操不断改进，在动作选取上增加更多时尚元素，
让孩子们更喜欢。”宋晓林表示。

6月8日，2022赛季中甲联赛拉
开战幕。在唐山市南湖城市足球广
场进行的唐山赛区第一阶段首轮比
赛中，石家庄功夫以 0∶0 战平广西
平果哈嘹。

本赛季中甲联赛扩军为 18 支
球队，同时升降级名额变为 3 升 3
降，即不再通过升降级附加赛来决
定冲超球队和降级球队，排名前三
的球队直接进入到下赛季中超联
赛，获得第16名到第18名的球队则
直接降入下赛季中乙联赛。

除石家庄功夫外，唐山赛区还
有南通支云、淄博蹴鞠、苏州东吴、
广西平果哈嘹、青岛青春岛 5 支球
队，其中，石家庄功夫、广西平果哈
嘹、青岛青春岛为“升班马”。这意
味着，唐山赛区的竞争会非常激
烈。作为中甲联赛新军，石家庄功
夫本赛季力争在联赛中站稳脚跟。

石家庄功夫足球俱乐部总经
理、曾担任国家男子足球队队长的
徐弢介绍，球队由亚足联教练员讲
师张辉担任主教练，今年又邀请到
前“国门”安琦担任守门员教练。为
征战第一个中甲赛季，通过转会和
租借，球队门将、后防和锋线等也都
进行了针对性补强。

通过首场比赛来看，新加盟的
前国脚汪嵩虽然已 38 岁，但其脚
法、意识依然出众，不仅成为了中场
组织核心，还承担了球队所有角球

开球任务。他还将发挥传帮带作
用，帮助年轻队员把训练中的收获
在比赛中体现出来。

曾征战过中超的门将隋维杰，
本赛季加盟后成为球队场上队长。
首场比赛中，他曾扑出对手颇具威
胁的射门。张辉在赛后表示，隋维
杰在后防线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
用，他的呼应指挥在很大程度上帮
助球队稳固了防线。

第一个中甲赛季，石家庄功夫
仅引进了一名外援，即澳大利亚籍
华裔球员黄振声。这名 24 岁的前
锋此前曾为中甲球队北京人和、内
蒙古中优效力。作为石家庄功夫队
史上第一名外援，黄振声首场比赛
的表现可圈可点。

此外，石家庄功夫本赛季还引
进了南小亨、谢梓峰等球员，上赛季
表现出色的石家庄球员张浩等也得
以留队。首场比赛，球队继承了上
赛季较为多变的战术，攻守也较为
平衡。

张辉在赛后表示，面对整体实
力强于自己的广西平果哈嘹，石家
庄功夫的球员们顽强拼搏，拿到一
分，无论是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还
是比赛结果，都令人比较满意。希
望球队尽快适应中甲联赛的比赛节
奏，稳扎稳打，在第一阶段就取得较
好成绩，为在中甲站稳脚跟奠定坚
实基础。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5月31
日，2022 年“奔跑吧·少年”儿童青
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河北省小学生
课间操线上比赛启动仪式在石家庄
市东风西路小学举行。

随着轻快的广播体操音乐响
起，同学们踏着节拍，做起了广播体
操《七彩阳光》，弯腰、转身、跳跃，洋
溢着朝气与活力。随后，他们还进
行了自编操《听我说》以及武术操

《精忠报国》展演。
据了解，2022 年“奔跑吧·少

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暨河
北省小学生课间操线上比赛由省体

育局、省教育厅主办，旨在引导全省
小学广泛组织开展课间操活动，让
学生们在课余时间走向户外，走向
操场。比赛分为两组：各市（含定
州、辛集）、雄安新区直属小学及市
区直属小学组，各县（市）及所辖乡
镇小学组。要求每个学校参加课间
操比赛人数不低于全校在校学生的
70%（或推选一个年级、班级为代
表），鼓励师生共同展示。参赛内容
为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七
彩阳光》以及自编多彩课间操。截
至目前，全省共有近千所学校报名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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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赛季中甲联赛拉开战幕

石家庄功夫力争站稳脚跟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2022年“奔跑吧·少年”
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启动

漳卫合流济馆陶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史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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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陶 山 毓 秀 ，卫 水 钟 灵 。
行走 大 运 河 小 分 队 走 进 馆
陶 ——这座临河而兴的小城，
曾和邺城同步崛起，成为长达
四百年的区域中心。《畿辅安澜
志》记载：“卫河，古清、淇二水
所导也，汉为白沟，亦曰宿胥
渎，隋为永济渠，宋元曰御河，
明曰卫河。”长河落日，文脉如
水，古迹胜景和灿烂文化在这
片沃土上熠熠生辉。置身漳
河、卫河交汇处的徐万仓村，流
水打着漩涡悄然远去，仿佛诉
说着历史兴替、古村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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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佳奇、龚正龙、
史晓多、张晓华

漫步在馆陶县徐万仓村堤岸，细细寻
觅古运河的水声波影。

馆陶之名，源于一个古老地名：陶山。
相传尧曾被封陶丘，舜也曾在陶丘定居。
西汉初，始置县，曾是汉文帝之女馆陶公主
刘嫖封地。这位开启“文景之治”的节俭皇
帝，与河北渊源极深。然则，这父女二人，
均未见过大运河。

馆陶境内大运河，包括卫运河、古永济
渠（含今永济河）两部分。

古永济渠在馆陶境内流经 37.5 公里，
卫运河流经 40.5公里。前者，曾在历史长
河中淌尽沧桑，最初的故道或荒废或改道
或掩埋；后者，主要是指漳河、卫河在徐万
仓汇合后至四女寺枢纽河段，沿今河北、山
东两省边界，河北境内流经馆陶、临西、清
河、故城等县，全长约157公里。

馆陶县徐万仓村，在河堤之北，桑林成
片，笼罩村郭。水，在堤岸之南，宁静而舒
缓地勾勒出一个宽阔横卧的“人”字形。时
值春日，河水尚浅，但宽阔的河滩却在昭示
着曾经的体量。正因水之萦绕，静谧的徐
万仓村，在运河史上留下厚重一笔——漳
卫合流处。

千年前，在完成通济渠、山阳渎之后，
隋炀帝杨广决定在黄河以北再开运河。《隋
书·炀帝纪》载，大业四年（608 年），“诏发
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
达于河，北通涿郡”。大业七年（611 年），
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抵达涿郡。全
程 2000多公里，仅用 50多天，足见通航能
力之强。

这一切，均为此后的盛唐奠定了基
础。永济渠，也成为今河北大运河基础
河段。

杨广，谥号为“炀”，其意了然。然而，
唐代皮日休曾题诗一首：“尽道隋亡为此
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
禹论功不较多。”这恐怕是历史上对杨广修
建贯通大运河较为客观的评价了，也恰是
诗家的可贵之处。

一壶浊酒，千秋功过。回溯，河北境内
大运河肇始之东汉末——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北征邺城（今
临漳）。翌年，北征袁尚，兴建“遏淇水入白
沟，以通粮道”的白沟水运工程。这些工程
使淇水脱离黄河，又使白沟从淇水获得较
丰水量，以利通航。建安十八年（213年），
曹操组织开渠引漳过邺入白沟，转通黄河，
渠名“利漕渠”。随后，又将滹沱、泒水联
通，是为“平虏渠”。再从泃河口凿通潞河，
是为“泉州渠”，首次使黄河以北的运河与
河南诸河相通。

白沟是曹魏旧渠，修治后成为河北水
运干线。隋炀帝之永济渠，正是以曹魏旧
渠为基础，将渠道拓展成大渠，至今天津市
境与沽河会合，是为永济渠中段。而隋代
所开运河，其实也大都是利用自然河道，或
开凿前朝留下的旧河道，加以疏浚。间隔
数百年，两位雄才，携手造就了中国大运河
的第一次全线贯通。

柳条轻垂，清风拂面。几只野鸭浮在
河心，悠闲惬意。当曹操把目光瞄向河北
境内的诸条河流，豪侠慷慨的燕赵底色更
增添了几许柔美之情。

从堤顶延伸到河面的一条狭长小路

雄安新区，这座承载着“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的“未来之城”，始终吸引着全
世界的目光。火热建设场景背后，一座

“文化大厦”一直在同步构建。五年来，在
村庄、田野，考古工作者不断寻根溯源，
层出不穷的重要考古发现，构建着雄安
千年历史文化时空框架。

“雄安新区是一块文化资源沃土，战
汉和宋金时期文物遗存丰富，尤其是有
城址类大遗址数量多、面积大、内涵丰
富、学术价值高的特点，我们调整工作思
路，抢抓机遇，主动谋划、精心组织、有计
划地实施了一批城址类大遗址考古项
目。”日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张文瑞接受采访时表示。

战国筒瓦、战国瓦当、青铜剑、水晶
环……位于容城的南阳遗址，是雄安新
区分布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自古称
为“燕赵”。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燕
国曾五次迁都。雄安考古，有一个重大课

题，就是进一步寻觅、梳理、发掘和印证
为中华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气质的燕文
化的源流。南阳遗址考古，是寻找燕国历
史踪迹的一把钥匙。

目前，考古调查发现以南阳遗址、晾
马台遗址为核心的、规模宏大的“南阳遗
址群”，自龙山时代延续至宋金时期，其
中晾马台遗址考古勘查发现龙山、晚商
和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填补了雄安西周
时期考古的空白，完善了白洋淀区域先
秦时期考古学时空框架体系。南阳遗址
由南北并列的大小两座战国城址构成。
现已确定南阳遗址文化面貌主体为东周
时期燕文化，文化遗存时间跨度近三千
年，文化演进脉络清晰，是一个重要标尺
性考古基准点。

“南阳遗址是迄今雄安新区考古发
现最早的城市文明。”南阳遗址考古队领
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雷
建红告诉记者，结合2017年发现西汉时
期“易市”陶文陶片，为寻找东周时期燕

国南部城邑“易”实现重大突破。南阳遗
址历史千年之城开启雄安新区城市时
代，是雄安新区千年历史文化缩影和重
要组成部分。

鄚州、古州城址考古，也探索着城市
发展历史轨迹。其中，鄚州城遗址西北毗
邻白洋淀，经考古勘探和发掘，了解城墙
边缘形态、顺城道路以及护城河附属设
施等城市平面布局，确定其主要文化内
涵为宋金元时期城址，结合鄚州城相关
文献史料，基本确定为五代、北宋时期莫

（鄚）州鄚县城址，金、元时期莫（鄚）亭县
城址。

古州城遗址南距鄚州城遗址3公里，
为“内城”“外城”双重城址结构。作为“燕
云十六州”城址之一，是研究冀中地区古
代城市、社会发展、民族融合的重要载
体。鄚州、古州城址考古工作，基本了解
了城市布局沿革、城市风貌、规划思想，
复原了白洋淀东部区域汉代以降古代城
市发展、变迁的脉络，体现了古代城市文

明与水协调发展的和谐生态，对于雄安
新区城市生态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五年来，还相继开展雄安新区考古
调查和勘察、雄安环境考古、白洋淀及燕
南长城调查等多项工作，共开展考古调
查、勘探、发掘工作 28 项，勘探面积 345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0555平方米，清理
各时期古墓葬 277 座，出土文物 809 件，
涉及时代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
清。在河北城市考古、保北地区史前考
古、白洋淀区域环境考古、宋辽边界历史
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复原
雄安历史文化演进脉络、实证雄安千年
历史文化积淀提供实物资料。

“一个新的城市要立得住，关键要传
承好历史文脉，注重对历史文物和历史
风貌的保护。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将再
接再厉，扎根这块热土，为坚持保护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而踔
厉奋进。”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张晓铮说。

五年来，文物部门抢抓机遇，主动谋划、精心组织、有计划地实施了

一批城址类大遗址考古项目——

雄安新区考古：增强课题意识 延续历史文脉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徐万仓村漳河、卫河交汇处。 馆陶县文广旅局供图

上，每隔一段便露出一个红色印记。“这
是我们去年防汛时留下的日期标记，现
在 成 了 历 史 记 录 。”当 地 宣 传 部 的 同
志说。

去年夏秋的几场强降雨，曾让水位大
涨。为了观测河水涨落，这条延伸到水面
的粗糙小路便成了水位标尺，便于防汛人
员观测和警戒。

历史上，徐万仓作为码头，基本是针对
卫河而言。因水源匮乏，明清时曾将部分
漳河水引入卫河，以保证南运河漕运。
1942 年，漳河决口，在馆陶县徐万仓村入
卫，形成了现在漳卫合流的态势。

水，曾带来苦难流离，也带来沃野千
里，更磨练着意志，衍生了繁盛。古渡口、
古码头、古村镇……依河而生，因河而兴，
大运河迎来钱粮舟楫，演绎着聚散离别。

翻过堤坝，我们步入徐万仓村。这个
总人口不足千人的小村庄，目前以农业为
主导，特色产业为大蒜种植。当年的酿酒
绝技和漕运生意，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
消逝。

“我祖上就曾在水上讨生活，那时运粮
船只随处可见。”七旬老者徐秀森自豪地讲
述着河南八府来徐万仓村兑粮的美丽
传说。

卫河，对中国北方经济发挥过重要作
用。大运河贯通后，漕运成为历朝大事。
直到清光绪年间，卫河水运犹能直达海
河。徐万仓村本就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
及至明清，更是成为航运中转站，建立了大
批粮仓，后世名之为“徐万仓”。

南来北往，商贾云集；酒肆勾栏，欢声
笑语……老人身后那株五百岁的古桑，遒
劲的树干伸向天空，嫩绿的枝芽迎风生
长，只一眼，便知它见证了往昔漕运的繁
华与熙攘。对于运河人来说，渴望富裕，
过体面生活，是一种本能。但在老人回忆
的桨声帆影里，分明还透着质朴的侠义之
气——

“当年，先祖捐出 5 万升粮食抗灾，还
为保护忠良，抛弃了万贯家财。这些年来，
我一直想为爱国爱民、重义守信的徐家先
祖立传。”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徐秀森想到
什么就立刻在手机上记下来。他说，这也
是一部运河两岸百姓的奋斗史。

桃花谢了又开，古桑枯了又生。有了
水，便有了不竭生命。

1958年，当地引卫运河水向西流入馆
陶，形成从南向北纵贯全县 37.5公里长的
卫运河干渠，2005年命名为永济河。1976
年，随着陆路交通兴起和上游水量影响，卫
运河馆陶段停航。2016年5月，“永济河公
主湖公园—羊洋花木小镇”5 公里段正式
通航，迈出恢复大运河馆陶段河道通航功
能第一步。

再回堤坝，天色向晚，天地一片氤氲。
漳卫交汇处水波晃动，依稀倒映着良田桑
榆，还有闪烁的灯火。北宋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曾赋诗《永济道中寄诸舅弟》，
首句便是“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初
高”——离开馆陶，尚晨光微熹；离开永济，
日已渐高。此处“永济”，有学者释为“永济
镇”。元丰四年（1081 年）之前，县治并未
变化。后来，永济镇迁至何处呢？

河水汩汩，没有答案。然而，在这晚风
沉醉的夜色下，相信必有一处是它，正与你
我共同见证着神州诗篇的千年巨变。

▼永济渠遗址。
馆陶县文广旅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