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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体操热武安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一座座民居古朴静美，一曲曲戏剧悠
扬悦耳……这是当下井陉很多古村落的
真实情况。传统村落保护，不仅注重保护
好古村外观，也在内涵的深挖上下功夫，
让村子真正“活”起来，让过去无人问津的
古村落，变身旅游“网红村”，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

在井陉，有一条旅游环路，它犹如一
条飘动的玉带，将该县秀林镇、天长镇、
于家乡、南障城镇的 26 个古村落串珠成
线，形成了“一带三舍串九景，寄乡情山
居，忆梯田农耕，观山石林翠”的独特景
观，当地群众亲切地称这条公路为井陉
太行“天路”。

井陉县南障城镇吕家村就是这条“天
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我们村村民全都
姓吕，姓氏文化是我们这里最大的特点，
吕玉峰院和吕俊庭院等建筑都是这一文
化的体现。”吕家村党支部书记吕军介绍，
目前，依托姓氏文化、闲置民居等，村子经
营起了民宿，并以石村街巷、石头老宅为
真实布景，打造写生基地、影视基地，游客
住宿体验文化，村民收房租、当“管家”，吃
上了“旅游饭”。

一路山水美景、一路民俗风情、一路

访古探幽……井陉太行“天路”已成为一
条致富之路，为传统村落保护、描绘“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画卷
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拯救、保护、利用，让古村落平添
“新资源”。如今，井陉县以“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整体发展”为引擎，构建天路
民俗风情体验带、绵河古韵文化旅游带
等，并结合各传统村落资源禀赋，分类
保护利用，打造“有文化、有故事”的特
色旅游片区，不断促进历史建筑的活化
利用和县域传统村落及乡村地区整体
发展。

“微观层面，我们还全面深化改革，努
力探索‘多类型’的传统建筑活化利用方
式。”李会平介绍，通过加强建设特色民
宿，展现村庄的山居风情；根据传统建筑
空间结构特点，细化古村落餐饮、住宿、体
验等功能；采用传统村落原有的石雕、农
耕器具，开发文化旅游生活用品；将民俗
戏曲与现代服务相结合，构建新型古村生
活元素等。

“古”与“新”的结合，一个个古村落，
正以其独有的北方民俗文化特色，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日前，2022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公布，我省井陉县入选

古村新韵 留住乡愁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晓多

于家乡于家村清凉阁。 井陉县住建局供图

练习霹雳舞技术动作，中间穿插体能
训练……6月7日，在法国当地酒店隔离的
于子昂，仍不忘在房间内进行训练。

2004年出生的于子昂，是泊头市第二
中学学生。前不久，在法国诺曼底举行的
第 19 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男子霹雳舞比
赛中，他发挥出色，摘得金牌。这是我国
中学生在霹雳舞国际赛场取得的首枚
金牌。

于子昂4岁时与霹雳舞结缘。因为他
当时性格腼腆，父母希望他能通过练习舞
蹈变得外向一些，而“跳起来感觉很帅气”
的霹雳舞深深吸引了于子昂，一跳起来他
就仿佛变了一个人，活力四射。

看到于子昂喜欢跳霹雳舞，父母后来
专门给他请了老师一对一指导。放学后，
于子昂要到练功房至少练习两个小时，完
成几百个动作。虽然苦和累，但他坚持了
下来。

付出总有回报。练习霹雳舞不仅让于
子昂的性格逐渐开朗了，他的成绩也开始

“冒头”：2015 年，11 岁的于子昂参加炸舞
阵线全国少儿 Breaking 比赛，获得了个人
第一个冠军；随后，他又获得了国际少儿霹

雳舞赛事冠军。
2019 年 6 月，国际奥委会原则性同意

巴黎奥运会增设霹雳舞等项目。得到消
息，于子昂心潮澎湃。他回忆：“那时候冲
击奥运会的种子就开始种在心里了。”

然而，由于面临中考，他不得不暂时放
下喜爱的霹雳舞，全心备考。中考一结束，
当他重返心心念念的练功房，却备受打击：
像“托马斯”这种以前可以很轻松完成的动
作，竟然都成了问题，体能、力量和基本功
训练也都要从头再来。

于子昂没有灰心，而是迎难而上，每
天都要训练 6 个多小时，从压腿拉筋的基
础训练到难度动作的逐步恢复，一遍又
一遍地重复。恢复训练仅一个月，他就
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获得了一枚
铜牌。

得知凭借这一成绩有望参加世界中学
生运动会，于子昂训练更加刻苦。一次在
挑战一个高难度技术动作时，他的左手意
外骨折，去医院的时候不禁哭了，“不是因
为怕疼，而是担心不能继续跳舞”。所幸伤
无大碍，得知自己能够继续跳舞后，他又开
心地笑了。

今年 4 月，于子昂进入国家中学生集
训队，开始备战第 19 届世界中学生运动
会。在教练组的悉心指导下，他的体能、
力量、技术和
即 兴 表 演 能
力 得 到 了 全
方位提高。

赛前，教练
组为于子昂确定了冲击金牌
的策略——从海选开始就拿出
最具竞争力的难度动作，以获
得靠前的名次，为接下来的循
环赛争取更有利的分组。通过
不懈努力，海选于子昂排名第
二，紧接着顺利从循环赛中突
围，最终在决赛中以 2∶1 战胜
对手，获得冠军。

“登上冠军领奖台的时候，
我真的很自豪。”于子昂说，赛前曾跟父母
笑言要争取拿块奖牌回来，没想到梦想“超
额”实现了。在国际赛场听着国歌奏响，那
种自豪感更是刻骨铭心。

还有不到两个月于子昂就将成年，杭
州亚运会延期，为他增添了叩开国家队大

门的机会。“我会对标国内最顶尖的舞者，
更加努力地训练。”于子昂表示，希望能进
入国家队，继而获得参加巴黎奥运会的
资格。

摘得我国中学生在霹雳舞国际赛场的首金，于子昂——

希望能参加巴黎奥运会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雅静）
6 月 9 日，记者从 2022 京津冀台
球大奖赛暨 2022 张家口台球联
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张家口
市体育局主办、张家口全季体育
产业发展集团公司承办的该比赛
开始报名，将于6月中旬开赛。

台球是一项具备群众基础的
体育运动，尤其是中式八球深受
大众喜爱。作为张家口市最高水
平的台球赛事，2022京津冀台球
大奖赛暨 2022 张家口台球联赛
将为广大台球爱好者搭建起相互

切磋的舞台。
本次比赛时间长，预计群众

参与人数多。为了兼顾竞技性及
群众参与性，联赛设置社会组，采
取无级别、短赛制的竞赛办法。
参赛运动员可通过微信关注“乐
动全体育”公众号或在各大应用
商店下载“乐动全体育”APP并注
册，完成实名认证，75 岁以下均
可报名。为保证此次联赛顺利进
行，张家口市体育局在赛前组织
裁判员培训、安全培训等一系列
相关保障活动。

伸展运动、体侧运动、跳跃运
动……5 月 24 日，武安市富强小
学学生袁欧宸网课一结束，便打
开手机上的“悦动圈”APP，伴随
着动感音乐和动作提示，开始“打
卡”第九套广播体操。

袁欧宸参加的是“健康中国
我行动”全国智慧社区AI广播体
操积分大赛。今年 4 月，国家体
育总局群体司和中华全国体育总
会群体部推出了 20 多个大项、
100 多个小项的“全民健身线上
运动会”，AI 广播体操积分大赛
是首批推介项目之一。武安市全
部乡镇都参加了此次线上打卡做
操积分活动。其中，西关街社区
报名参加比赛的已超3000人，截
至 5 月 27 日，该社区以超过两百
万分的团体总分，高居全国参赛
社区排行榜榜首。

众多推介项目中，武安市为
何首选“打卡”AI广播体操，并迅
速取得良好的参与效果？这得益
于该市多年来对广播体操的推广
和普及。

该市出台了《武安市机关事
业单位开展工间操活动方案》等
文件，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由市
教体局抽调体育指导员进行培
训后，在本单位推广普及工间
操；充分发挥市老年体协的作
用，通过带动广场舞群体学做广
播体操，推动广播体操在群众中
的普及。

青少年是广播体操普及的重
点。该市举办了四期广播体操骨
干教师培训班，培训了 400 余名
体育教师，覆盖了全市所有中小
学校。这些体育教师再回到各自
学校对学生进行培训，确保覆盖
到全市所有中小学生。

“我们学校所有一年级新生，
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广播体
操。除了在体育课上教授，还录
制了视频，让学生们利用课余和
周末时间练习。”武安市富强小学
校长刘世凯介绍说，该校每天上、
下午大课间会进行课间操集体展
示，并设置课间操最美舞台展示
环节，挑选优秀或进步班级到学

校大舞台进行集中展示。每学期
还会定期开展一次全校广播体操
大赛。

多年来，武安市把广播体操
列入全市体育日常专项比赛项目
之一，将广播体操作为“市操”进
行推广，全市普及人数目前已达
25万余人。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以体
育在线的方式满足群众居家练习
广播体操的需求，也是该市教体
局着力思考的方向。借此次全国
智慧社区 AI 广播体操积分大赛
契机，该市多措并举，进一步深化
广播体操在该市的普及。

他们充分动员各学校各社
区，通过“小手拉大手”等方式带
动家长参与，发动教职工通过“一
帮（带）N”活动带动家庭成员、亲
朋好友参与。

在袁欧宸的带动下，她的爸
爸妈妈也加入到“打卡”AI 广播
体操活动中。“每天陪着孩子做运
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强了亲子
互动。”袁欧宸的妈妈胡佳月说。

刘世凯告诉记者，富强小学
3200 余名师生全部参加了此次
AI 广播体操积分大赛，带动了
3200 多个家庭参与。学校每个
月进行统计，为表现优秀的学生
颁发电子奖状。

同时，该市在全市中小学生
中同步开展“我是运动小健将、小
明星”评选活动；在社区群众中开
展了社区健身“运动标兵”“运动
家庭”评选活动。对获评武安市

“运动小明星”的学生，将发放全
市体育场馆免费通用卡；获得“健
康运动家庭”的，将奖励居家锻炼
器材一套。通过晒一晒、比一比
和政策奖励等，该市形成了人人
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

“目前，AI 广播体操积分大
赛全国前十名社区中，有九个是
我们武安的，进一步激发了大家
做操的积极性。”武安市教体局局
长郭向军说，接下来，他们将积极
发挥各体育协会作用，带动更多
的人参与，让广播体操成为更多
群众的健身选择。

京津冀台球大奖赛暨张家口
台球联赛 6 月中旬开赛

初夏时节，行驶在井陉大地上，一路
美景映入眼帘——起伏连绵的山峦，
宽阔顺畅的马路，绿意朦胧的梯田，古
香古色的传统村落，让人流连忘返。走
进井陉县南障城镇的大山深处，大梁江
这个历经千年风雨用石头筑起的神秘古
堡，处处都会让你记起悠远的乡愁……

在井陉，还有很多像大梁江这样的
历史文化名村，吕家村、梁家村、宋古城
等，一个个散落在井陉乡间的传统村
落，是镌刻在太行山上的历史印记，也
是岁月留给井陉的宝贵文化遗产。“我
县地处山区，隋唐至明清时期的传统村
落格局及其历史遗存完整保留，国家级
传统村落数量居河北省首位。”井陉县
住建局局长李会平介绍，全县千年以上
的行政村共 73个，500年以上有 147个，
拥有国家级传统村落44个，具有很强的
示范性。

深 山 古 陉 ，古 村 古 宅 ，古 树 古
刹 ……井陉传统古村落根据所处山势
变化可划分为四面环山、背山面水等多
种形式，一座座古村落展示着农耕文明

的辉煌，充盈着纯朴厚重的气质。
“传统村落分布较为集中，这是入选

2022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县的重要原因。”李会平说，井陉44个国
家级传统村落有26个集中分布在县域中
部的天长镇、于家乡、秀林镇、南障城镇4
个乡镇。一条旅游公路将古村落串联起
来，在沿线传统村落地段设立观景台、山
居民宿等特色场所，奠定了传统村落及周
边地区集中连片的发展基础。

井陉先民在留下一座又一座古村落
的同时，也传承下来了十分丰富的文化
资源。这里有 4 家国保单位、17 家省保
单位，4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2项省级非
遗项目。省非遗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井陉窑遗址、苍岩山福庆寺、秦皇古
驿道，井陉拉花、南张井老虎火、桃林坪
花脸社火等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脉传
承，让井陉县先后获得“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中国庙会文化之乡”“中国拉花
艺术之乡”等，也使得这里的传统村落成
为华北地区和太行山区古村落的典型
代表。

“村连幽径拖青黛，门瞰群山拥翠
微。”井陉县天长镇北关村，不仅是一处
隐藏于太行山深处的传统村落，更是一
座千年古城。唐家垴古墓群、玉峰山寺、
府君庙戏楼等文保单位是其厚重底蕴的
体现。凭借这些，2016年北关村入选第
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近年来，在上级文物部门的支持
下，北关村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对古
戏台、古建院落实施文物本体修复，通
过更换瓦片、栏杆，修复墙面、门窗等，
使古村重焕生机。“一座座古建筑被修
缮，既保存了村庄原有风貌，又发展起
了新兴业态。”北关村党支部书记解风
霞说，目前他们在完整保护历史遗迹的
前提下，着手规划宋朝风情的商业步行
街区，有效激发传统村落的活力，为传
统村落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打下重要
基础。

北关村传统村落的保护，只是井陉
县一个缩影。2016年以来，国家文物局
支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实施的传统
村落保护公益项目——“拯救老屋行
动”在各地推进。为更好地保护传统村
落中的古建、文物，井陉县在各乡镇选
出有一定文物知识、责任心强的人，建
立了文保员队伍，组织乡镇文物负责

人、文化站长、文保员参加文物法律、业
务方面的培训，提升文物保护意识与能
力，建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问题台
账，对古建消防、文物隐患、文物保存等
情况进行摸底，积极做好专项检查，减
少文物安全隐患。

“在充分进行古村落现状调查，对
建筑年代、建筑风貌和建筑质量等因素
综合判定的基础上，我们探索出了‘保
存、保护、整饬、更新’四种传统村落保
护模式。”井陉县文保所工作人员康金
喜说，该模式即保存建筑原样，保护建
筑原有风貌，对建筑立面和形体上不符
合历史风貌的部分进行强制性整饬，对
影响传统建筑风貌较大的建筑进行
更新。

此外，井陉县编制《传统村落片区保
护规划》等，探索实施了以名镇名村和传
统村落为主的“连片保护工程”，被评为
全国第一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区；建立
线上展示平台，通过拍摄专题片、印制书
籍画册、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激发村民
自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统筹中央、省级
补助资金和美丽乡村资金、社会资本等
7亿多元。一系列举措让传统村落焕发
新生，为研究古代社会、思想、文化、民俗
风情等留住了历史根脉。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传统

村落，承载着人们绵长的情思乡愁，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和文化景观。日前，住建部、财政部印发通知，正式公布

2022年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

单。井陉作为我省唯一入选的县域，近年来，井陉县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不仅留住了最美乡愁，更

激发出乡村发展新活力。

拯救“老屋”，激活村落

乡村“网红”，助力振兴

河北日报讯（记者龚正龙）6月 11日，是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和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主办的考古研学活动，走
进雄安新区，走进南阳遗址，积极推动雄安新区文
物保护，推动文物工作“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

“文物保护人人有责，文明薪火代代相传。我
们扎根雄安，就是为了寻觅这块热土上的文明源
流，是在寻根护魂。”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张文瑞说。

2017年5月28日，河北雄安新区文物保护与
考古工作站成立。五年来，河北省文物部门以服
务雄安经济建设大局、解读雄安千年历史文化为
目标，踔厉奋进，全面推进河北雄安新区文物保护
与考古工作。层出不穷的重要考古发现，为构建
雄安千年历史文化时空框架，为雄安新区文化遗
产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设立雄
安新区提供了重要文化支撑。

遗产日当天的考古研学活动以南阳遗址为
重点，同时辐射沙窝墓群、午方遗址、东牛遗址、
白龙遗址等考古遗址群。活动邀请了容城县南
阳中学的学生们进行实地探访、亲手触摸、体验
修复以及视频解读等环节，让参与者较系统地了
解五年来的发掘成果，体验考古发掘，并了解出
土文物的相关知识，从而燃起人们对公众考古的
巨大热情，形成以学生群体为主，带动大众参与
的公众考古热。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旨在打造雄安考古遗
址群公众考古及考古研学文化名片。南阳遗址也
成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正定开元寺南遗址
考古研学之后布局推进的又一处大型考古研学基
地集群。

“在家乡这片土地上，接受考古第一课。学
到了知识，了解了文化，感觉新鲜又自豪！”参与
活动的南阳中学孙思雨表示，希望这样的考古研
学活动越多越好，让家乡的文脉焕发新生，在人
们的精心呵护下，成长为一棵棵根深叶茂的
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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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于子昂在训练中。 本人供图

古村新韵，文脉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