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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曹铮）“孤封你杨
府为天波府，盖一座天波楼就在你府门
前……”7 月 23 日上午，一曲保定老调

《潘杨讼》选段回荡在河北博物院非遗会
客厅内，锣鼓铿锵、唱腔激越，让现场观
众真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像
这样的演出应该再多些，让更多人了解
和热爱戏曲艺术，传统戏曲才能更好地
发展下去。”走下舞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定老调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杜振
忠说。

当天，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河北博物院、河北新闻
网、保定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
2022年“乐享河北 非遗会客厅”系列活
动——“古城雅韵”保定专场非遗展演展
示活动，在河北博物院非遗会客厅举行。

一腔一调演绎世事百态，一招一式
尽展非遗魅力。在展厅正中的舞台上，保
定市传统音乐、戏剧、曲艺三大类别的9
个国家级和省、市级非遗项目轮番进行
着精彩表演。扈家吹歌《百鸟朝凤》，戏曲
联唱保定老调《潘杨讼》、奚派京剧《焚绵
山》、新派评剧《金沙江畔》等经典选段，
陶埙演奏《相思曲》，评书《八宝菜传奇》，
王派西河大鼓《论规矩》等节目地域风情
浓郁，不时引来阵阵掌声与喝彩声。

在活动现场，非遗文化变得“触手可
及”，观众可以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沉
浸式了解非遗。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清苑传统制香技艺体验
区，河北古城香业香文化总监杨雪艳手
把手教观众打篆香，吸引了众多观众的
目光。“将香料做成篆文形状的第一步是
将香灰压平，这一步非常考验耐性，一定
要平心静气。”跟着杨雪艳的讲解，来自

石家庄市联盟路小学的 10 岁女孩杨紫
濛，将一炉香灰压得平整如纸，光滑细
腻。看着孩子沉浸其中，妈妈李红梅说：

“体验式的学习过程让孩子既能感受到
乐趣，又能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很有收获。”

非遗“潮”起来，才能更好地“活”在
当下，走进生活。京绣老虎肚兜、京绣图
案车载香薰盒、双面京绣团扇……为了

推陈出新，国家级非遗项目定兴京绣代
表性传承人梁淑平与女儿田丽，创新推
出了系列文创、伴手礼京绣工艺品，很受
市场青睐。此次展示，田丽还专门穿上自
己制作的京绣连衣裙。作为一名“90后”
京绣非遗传承人，田丽考虑得最多的是
如何在传统和现代审美之间找到平衡，
让传统文化“老树开新花”。

活动现场，国家级非遗项目定瓷烧
制技艺，选料讲究、色彩鲜艳、绣工精巧
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定兴京绣，保定“三
宝”之一的省级非遗项目铁球制作技艺，
具有香化环境、杀菌除味、养生保健的省
级非遗项目麻子石陶器烧制技艺，集装
饰性、实用性于一体的易县绳结编织技
艺等展示，让观众大饱眼福。

“2022 年以来，‘乐享河北’非遗会
客厅已陆续举办了‘春满燕赵’非遗展示
展演活动、端午非遗康养主题活动、‘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展演展示暨河北
非遗·老字号购物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主题活动，让人们近距离感知非遗、爱
上非遗。”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接下来，还将在传统节日和节假日
期间，组织传统戏剧、曲艺、舞蹈、武术、
美术、技艺类非遗传承人举办非遗活态
技艺展演展示和研学体验互动，为社会
公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

“古城雅韵”保定专场非遗展演展示活动在河北博物院举办

沉浸式体验助力非遗走进生活

7月16日，2022（第二届）京张全季体
育旅游嘉年华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启动。以“活力京张向未来”
为主题，本届嘉年华推出一系列赛事活
动，力求通过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
动，助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提速和
后奥运经济发展。

■ 百余项赛事活动、多个体育
旅游精品项目为京张体育文化
旅游带“引流”

7月 16日上午 10时，随着发令枪响，
首届京张冬奥场馆定向赛在国家跳台滑
雪中心“雪如意”开跑。集结在广场上的
参赛选手拿着地图和指北针，兵分多路前
往相应的地标。奋力奔跑的同时，他们利
用地图规划着比赛行程中的“打卡方案”。

首届京张冬奥场馆定向赛是本届嘉
年华的重头戏之一，以展示“冬奥文化、多
彩京张、体旅融合”为核心，是省体育局原
创的“体育+旅游+文化”综合性项目，吸
引了来自京津冀的 400 名户外运动爱好
者参加。

23岁的陈洁如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即将上大四的学生，爱好定向运动的她专
程从北京赶到崇礼参赛。

“在冬奥场馆参加定向赛对我来说还
是第一次，沿线可以打卡国家跳台滑雪中
心、张家口奥林匹克颁奖广场、张家口冬
奥村等多个场馆，特别是能在‘雪如意’近
距离感受冬奥的魅力，让我很激动。”陈洁
如说。

参赛选手中也不乏张家口本地人。
49 岁的自由职业者高新中来自宣化，一
到“雪如意”就兴奋起来。他是个十足的
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过很多户外运动赛
事，如自行车赛、越野赛、马拉松赛等等。

“希望能在这些世界一流的冬奥场馆
举办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让冬
奥场馆得到充分利用。”高新中表示。

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加强
冬奥场馆赛后利用，打造赛事会展集聚地
是重要途径之一。在北京世园公园参加
骑游大会，在崇礼参加定向赛，在张北参
加赛马大会……本届嘉年华，京冀两地体
育部门全面整合京张两地资源，联合发布
了 118 项“全季体育燃动京张”体育品牌
赛事活动，涵盖冰雪、骑行、游泳、足球、马
拉松、棋类等运动项目，着力构建全季节、
全地域覆盖的赛事体系。

“追寻奥运足迹 自驾活力京张”房
车集结赛，以集结赛和露营生活展示为亮
点，以崇礼冬奥场馆以及张家口地区经典
景区为目的地，串起京张、津张和张石沿
线经典景区和网红露营地，形成数条房车
自驾线路；“赛游冬奥，云上京张”全国骑
行赛，运用“互联网+物联网+赛事”的方
式，将崇礼冬奥场馆实景与云上赛道结
合，打造线下线上相结合、跨越空间局限、
不限人员规模的赛事……丰富多彩的嘉
年华赛事活动，持续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吸粉儿”“引流”，聚集着人气。

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孟强华介绍，未
来，京冀两地体育部门将加强与国际体育

组织合作，推动奥运场馆承接国内外重大
体育赛事活动，着力打造服务全国、辐射
世界的顶级赛事集聚地。同时，充分利用

“双奥之城”“冬奥城市”的品牌影响和地
域资源禀赋优势，推出更多具有地域特色
的“原创”品牌赛事活动。

结合体育旅游市场需求，本届嘉年华
对“四季八线嗨玩京张”体育旅游主题线
路进行全新升级，推出了 52 个体育旅游
精品项目，包括“十佳精品体育赛事”“十
佳体育旅游线路”“十佳体育旅游目的
地”，以及 22 个“京张体育研学目的地”，
积极探索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创
新业态，助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文化，是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灵
魂。闪耀中华文明初曙之光的泥河湾遗
址群，跨越800多年绚丽绽放的崇礼太子
城，万里长城四大关口之一的大境门，穿
越历史驶向冬奥的京张高铁……张家口
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为京张体育文化旅
游带打造优秀文化品牌奠定了基础。本
届嘉年华就推出了冬奥文化体验之旅，让
游客在游历冬奥遗产的同时，弘扬北京冬
奥精神，感受中国力量。

“本届嘉年华旨在通过‘连京张、跨四
季’的资源整合与产业融合，推出特色鲜
明、影响广泛，覆盖全域、全季、全民的体
育赛事活动和体育旅游产品，促进体育、
文化、旅游融合，打造助推京张体育文化
旅游带建设的有力抓手和平台载体，推动
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省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让冬奥场馆热起来、热下
去，持续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建设加油赋能

作为本届嘉年华的重要活动之一，7

月 15 日，2022 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发
展峰会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体
育牵引 文化赋能 旅游带动——加快
推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主题，交
流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趋势，探讨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发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既有场馆设施等物质遗产，也有文
化和人才遗产，这些都是宝贵财富，要充
分运用好，让其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动能，
实现冬奥遗产利用效益最大化。”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区域内拥有 25
个奥运场馆，是极具品牌吸引力的独特资
源。充分运用好这些场馆，既是做好冬奥
遗产赛后利用工作的现实课题，又是加快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引擎。
如何让冬奥场馆重新热起来、一直热
下去？

“冬奥场馆赛后利用的重点是融入新
的业态，形成多元产业体系，进而重塑冬
奥场馆活力。”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副司
长、一级巡视员彭维勇表示，冬奥场馆的
主要客户群分成三类，一是来自京津地区
的中高端休闲娱乐体验消费者和家庭消
费群，二是国内外专业运动员，三是面向
国际的滑雪旅游研学训练营。对于不同
的消费群体，需要匹配不同的专业服务。

彭维勇建议，应以实际需求为导向，
对场馆进行功能调整和适应性改造，使其
能够满足新的体育及“体育+”需求。还
要聚焦冬奥场馆的优势和特点，不断完善
支撑冬奥场馆赛后利用的基础设施，培育
拥有奥运文化根基、贴合城市居民需求的
核心业态，打造个性化、有特色、可持续的
冬奥娱乐新场景，最大限度发挥冬奥品牌
的乘数效应。

整合冬奥场馆与地区商业资源，实现
集群化、跨区域发展，是长效利用的重要
途径。彭维勇建议，发挥社会组织功能，

组建冬奥场馆联盟。整合冬奥会场馆设
施资源，将冰雪设施、体育设施、自然文化
旅游资源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功
能，探索建立冰雪产业发展联盟。探索建
立崇礼滑雪场馆运营平台，实现消费一卡
通，盘活区域场馆资源，促进场馆共同
发展。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让我国的冰
雪产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机遇。北京体
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显鹏认为，京
津冀应找准定位，促进京张地区冰雪产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联合打造世界冰雪“第
三极”。利用京津冀便利的运输通道，将
张家口打造成一流的国际高端滑雪旅游
度假区、国家冰雪运动训练基地、国家冰
雪产业示范基地、国际高端滑雪运动赛事
基地等。“还应策划挖掘以鸟巢、水立方、
首钢滑雪大跳台、太子城、雪如意等为吸
引点的奥运观光、体验、研学路线，做大奥
运文化旅游产业。”

林显鹏还建议，尽快完善京张冰雪产
业协同发展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举办北
京市、河北省奥运文化资源保护联席会
议，解决京张两地冬奥文化遗产的保护、
冰雪体育赛事的合作及其他重大问题；建
立奥林匹克基金会推动冬奥遗产的开发
与利用等。

7 月 16 日，涵盖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和
张家口山地转播中心等冬奥场馆的张家
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正式开园。据悉，该
园计划于近期面向公众推出“冬奥张家
口·精彩不落幕”系列观光游览线路，并举
办一系列赛事活动。未来，将形成大型标
志性活动与小型常态化活动相结合、奥运
主题活动与多元文旅活动相结合、自主创
办活动与成熟品牌活动相结合的活动矩
阵，持续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油
赋能。

体育牵引 文化赋能 旅游带动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跑”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王峻峰

7 月 18 日，2022 赛季中甲联赛
第二阶段比赛开赛。作为三大赛区
之一的唐山赛区，再一次进入赛时
运行阶段。本阶段，唐山赛区 6 支
球队的战绩将极大影响本赛季中甲
联赛冲超、保级形势，因此颇受关
注。唐山赛区在成功服务保障第一
阶段赛事的基础上，继续提升服务
保障水平，让参赛球队安心、顺心。

本赛季中甲联赛是我省首次
承接中甲联赛赛会制下的赛区服
务保障工作。作为唐山赛区承办单
位，唐山文旅集团第一时间成立了
工作专班，围绕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医疗救助、场地运维等各项工
作，精心安排部署，组织相关单位
高效推进，全力确保各项服务保障
落实到位，全面展现了唐山承办职
业足球赛事的能力和水平，获得了
中国足协的充分认可和各参赛球
队的一致好评。

唐山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总结第一阶段工作经验的基
础上，该集团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持续提升服务水平，以扎实可
靠的服务保障，确保2022赛季中甲
联赛唐山赛区顺利完赛。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本阶段中
甲联赛继续实行封闭式管理。开赛
前，唐山赛区工作人员根据规定对
进驻赛区的224名工作人员进行了
3 轮核酸及抗原检测，确保封闭区
域内的安全。随后，唐山赛区平稳
进入第二阶段。

本阶段唐山赛区6支参赛球队
中，南通支云、石家庄功夫为主场球
队，两队将与昆山队、江西北大门、

新疆天山雪豹、辽宁沈阳城市 4 支
客场球队进行8轮共24场较量。昆
山队和南通支云在积分榜上暂时排
名前两位，而江西北大门、新疆天山
雪豹、辽宁沈阳城市暂时处于保级
区。唐山赛区第二阶段比赛的成
绩，将成为影响本赛季中甲球队升
降级的关键。

作为升班马，石家庄功夫本赛
季中甲联赛开赛前被视为保级球队
之一，但凭借在第一阶段的出色表
现，目前暂时排名积分榜第五位，没
有保级压力——他们的表现，反而
将 成 为 影 响 同 组 对 手 升 降 级 的
因素。

据了解，石家庄功夫原计划在
第一阶段拿到10分，实际上拿到了
15分，因此第二阶段可以带着轻松
心态应对每一场比赛。对于继续
留在唐山赛区比赛，石家庄功夫足
球俱乐部总经理徐弢认为有利有
弊，一方面球队对这里的场地情况
非常熟悉，利于发挥；另一方面，长
期封闭在同一个地方，球员可能出
现精神疲劳。“我们将在心理疏导
方面更下功夫，让全队保持旺盛士
气，争取在第二阶段继续打出好的
表现。”

截至 7 月 21 日，唐山赛区第二
阶段已经完成第一轮比赛，石家庄
功夫以 0∶0 战平了辽宁沈阳城市。
这场比赛中，石家庄功夫顶住了进
攻核心南小亨受伤下场的压力，还
频频向对手施压。赛后石家庄功夫
主教练张辉表示，球队在休赛期调
整得不错，希望能延续第一阶段的
表现，放平心态去拼每一场。

2022赛季中甲联赛第二阶段唐山赛区比赛开赛

成绩更关键 保障更扎实
河北日报记者 王伟宏

7月16日，选手在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首届京张“冬奥场馆”定向赛现场起跑。 新华社发（武殿森摄）

“加油！”“往左！”“有啦！”……7
月14日下午，在河北冰缘冰壶俱乐
部，一支残疾人陆地冰壶队正在进
行训练。当日，这支队伍刚有了正
式的名字——石家庄市“我心飞扬”
残疾人陆地冰壶队。

这支冰壶队由来自石家庄市区
的32名残障人士组成，队员平均年
龄超过50岁。虽然队伍刚刚命名，
但是队员已经训练了两年多，还参
加过很多赛事，并且夺得过2020年
京津冀残疾人旱地冰壶大赛冠军、
2020 年京冀蒙残疾人旱地冰壶邀
请赛第六名。

他们能与陆地冰壶结缘，还要
从 2020 年 9 月省残联组织的一次
残疾人陆地冰壶体验活动说起。

“我以前参加过轮椅太极、轮椅篮
球等项目，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这些运动项目不适合我了。”队长
刘俊杰今年62岁，小时候因病导致
腿部行动不便，但这并没有让他放
弃追逐体育的梦想。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掀起了群众参与冰雪
运动的热潮，第一次体验残疾人陆
地冰壶，刘俊杰就喜欢上了。“不仅
运动量适当，而且是讲究技战术的
集体项目，很适合我们残疾人。”

那次体验活动后，刘俊杰和一
同体验的王江杰等人一拍即合，成
立了残疾人陆地冰壶队。刚开始队
伍没有名字，队员也只有四五个人，

大家的目的就是凑在一起玩儿。
省残联非常支持这支队伍，向

他们赠送了一套陆地冰壶及赛道，
队员们经常相约在公园或者广场寻
找空地训练。

今年 3 月，河北冰缘冰壶俱乐
部总经理马建明了解到他们的情况
后，热情邀请他们到俱乐部免费训
练，还特意对场馆进行了无障碍
改造。

“我们每周都会到俱乐部训练
两到三次，每次三个小时左右。”刘
俊杰介绍，有了固定的“训练基地”，
队员们的热情更加高涨。

45 岁的张燕洁家住长安区建
明小区，是一名脊柱裂患者。虽然
她的家距离河北冰缘冰壶俱乐部有
十几公里，但是不管刮风下雨，每次
训练她都不缺席。

接触陆地冰壶不到一个月，张
燕洁进步已十分明显。“技术进步的
同时，还结交了很多朋友，特别开
心。”现在的张燕洁，性格开朗了
很多。

“我心飞扬”残疾人陆地冰壶队
在训练比赛之余，多次参加社会公
益活动：去孤儿院看望孤儿，参加社
区志愿服务活动，向残疾人推广陆
地冰壶运动……

“希望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参与
到冰雪运动中，一起享受体育带来
的快乐。”刘俊杰说。

石家庄市“我心飞扬”残疾人陆地冰壶队

爱上冰壶 我心飞扬
河北日报记者 陈 华

国家级非遗项目定兴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的女儿田丽，展示京绣作品。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摄

7月 10日上午 10时，石家庄蟠
龙湖碧波荡漾，十几条五颜六色的
肥仔艇滑行在水面上，或急速前行
与同伴比拼，或悠闲滑行放松自
我。这是河北279水上运动俱乐部
的会员们在开展活动。

该俱乐部负责人刘东辉为河
北省首批皮划艇专业运动员，曾经
获得全国冠军，退役后还曾担任河
北省皮划艇队教练。虽然后来转行
离开专业队，但他对水上运动的热
爱丝毫未减，不仅自己经常抽时间
玩，还带动、指导其他人参与，渐渐
地，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水上运动
粉丝。

2017 年，为进一步推广普及水
上运动，刘东辉发起成立了河北
279水上运动俱乐部。这是河北省
第一家专业水上运动俱乐部，旨在
立足省会石家庄，面向大众开展皮
划艇、赛艇、龙舟、桨板等水上运动
项目的推广体验。

俱乐部会员最多时达 400 余

人，目前经常参加活动的有近 200
人，其中年龄最小的 9 岁，最大的
83岁。

每周五，只要俱乐部在会员群
里发布周日活动信息，很快就会有
会员接龙报名，少则几十人，多则近
百 人 。 有 些“ 发 烧 友 ”还 自 己 买
了艇。

俱乐部还积极组织会员参与相
关比赛，曾连续组队参加石家庄市
三届龙舟节，首届一支队伍，第二、
三届各三支队伍，每届都有冠军入
账。此外，该俱乐部会员曾代表河
北省参加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群众
组龙舟比赛，获得第八名；会员王建
辉、郭靖茹分获河北省青少年皮划
艇冠军赛大众男、女组冠军。

“现在石家庄的水环境越来越
好，适合开展水上运动的地方越来
越多。”刘东辉说，俱乐部正在积极
接洽，希望能在更多的静水水域开
展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体验

“划船”的乐趣。

河北279水上运动俱乐部

带动更多人爱上“划船”
河北日报记者 杨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