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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岸秋。
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清代
诗人孙谔一首《夜过沧州》，描绘出昔日沧
州的运河胜景。

2022年 9月 1日，数百年后的仲秋时
节，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旅游
通航，游客泛舟而行，观览运河两岸无限
风光。古色古香的百狮园、Ω河湾形态的
运河公园、复建后的朗吟楼和南川楼……
两岸美景入画来，一船精彩映沧州。

朗吟号、清风号、鲸川号……9月1日
9时，沧州市运河之畔的百狮园公园，南川
古渡码头边，一艘艘以沧州著名历史标志
命名的游船载着游客出发，在13.7公里的
京杭大运河沧州市区段，船声和着水声，
奏出曼妙的旋律，记下最美的秋日风景。

“我家就在运河岸边的文化胡同住，
我拍摄大运河 40 多年了，今天要用相机
记录下这个历史时刻。”站在南川古渡码
头边，沧州市摄影爱好者王少华拍下了游
船出发的精彩瞬间。“几十年前，我拍的是
干枯的运河；现在，我拍的是重现生机与
活力的运河。”

对于沧州而言，大运河承载了人们太
多的回忆与期盼。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和
魂，映射着一个地方的“精气神”。作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
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河。经过千
百年来的滋养，运河不仅成为沧州重要的
文化源泉和记忆符号，也是沧州的文化地

标和精神高地，更是沧州人的“母亲河”。
游船自百狮园出发，此时，站在新时

代的游客们可以向历史深情回望。百狮园
占地470亩，原来是南关口和张家坟两个
村，两个村整体搬迁后，对原有的地形、地
貌进行梳理，并实施了生态修复。这里，曾
经埋葬着一位明代沧州乡贤——张缙，他
生前为漕运总督，曾管理会通河、南运河
和北运河，差不多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北半
段都由他来管理。他去世后，安葬在守护
了半生的沧州运河之畔。为了纪念张缙，
沧州市在此专门设立缙园。

向南而行，船穿过黄河路大桥，经过
曾经因种植花卉闻名的“佟家花园”，便来
到了有着Ω河湾形态的运河公园。该项目
于今年修建完成，占地面积 30.7公顷。通
过河道清淤、堤岸加固、生态修复等工程，
对原有河滩荒地、废弃建筑进行清理整
顿，以“一轴一带一核心”为中心思想，如
今，河滩荒地已摇身成为运河公园。

中国大运河流经了我国 35 个城市，
沧州段全长216公里，占据了京杭运河总
里程的近七分之一。鲤鱼湾、Ω河湾……
沧州段人工弯道密集，体现了北方运河的
科技智慧。古人利用天然地形和人工做
弯，让河道形成连续的弯道，水流的速度
变缓，漕运得以保障，这项技术被称之为

“三弯顶一闸”。
欣赏着运河美景，看着河岸边的佟家

花园拆迁改造区，沧州市民刘宗成感慨地

说：“我家就在运河岸边住，现在不但运河
获得了新生，我们也将搬到新的安置楼，
在新家开始新生活。”

近年来，沧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城市更新工作，通过实施城市更新，不断
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激发城市发展活力、
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去年以来，沧州市着
力推动中心城区城市更新 8 个项目包建
设，进一步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坚持

“留改拆”并举，实施城市更新项目，涵盖
住房安置、道路畅通、文教卫生等配套设
施，对老旧建筑进行维护、改造，增强城市
活力，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

如果乘船从百狮园北行，则是另一
番风景，古沧州的历史文化气息更为浓
厚——

与百狮园一河之隔的南川楼，临运河
之川，始建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如今
复建成功，与附近的朗吟楼、清风楼以运
河相连，成为沧州文化新地标。南川楼矗
立于运河之畔，交通便利，曾是赏景会客
的绝佳之地，南来北往的官员、盐商和文
人墨客曾云集此楼，推动当地商贸发展的
同时也给沧州留下了很多绝妙的文学诗
篇。复建后的南川楼占地约20亩，建筑面
积4793.89平方米，楼高31.8米。

始建于 1924 年的沧州市面粉厂旧
址，是沧州最早的现代民族企业之一，日
产“绿明珠牌”面粉 600 袋。如今，这座百

年建筑，正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迎来
新发展。

继续北行而上，解放桥、彩虹桥、新华
桥依次排开，各具特色。缸市街、锅市街、
书铺街、钱铺街、晓市街、鸡市街、牛市
街……这些以经营项目为名的街道，记
录了运河岸边、沧州古城的市井繁华。

在运河右岸的长芦盐场码头，曾经是
一个繁华的大码头。这里曾经是著名的盐
场。沧州制盐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管仲相齐，“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
这是沧州盐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明朝初
年，沧州沿海地区成为长芦南场十二场的
主要产盐地。明嘉靖元年（1522年），沧州
的海丰场变煎煮制盐为滩晒制盐，推动了
盐业技术变革。

“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旅
游通航，真正实现了还河于民，有助于提
升沧州人的文化自信。”站在运河之畔，沧
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感慨地说，

“大运河流淌千年，孕育了运河沿岸城市
特有的区域文化。此次通航，必将为沧州
带来巨大的人流和信息流，这对于推进运
河文化创造、把运河打造成为区域地标有
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近日，石家庄和承德等
地相继出现疫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一定影
响。对此，省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保供物资通畅工作的通知》，
全力保障民生物资供应和货运物流通道畅通。

通知提出，严禁擅自阻断公路，全力保障公路
畅通。各地要依法依规制定防疫通行管控措施，精
准实施通行管理。不得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
收费站。严禁在高速公路主线设置防疫检查点或
将主线车辆强制引入服务区检查。严禁在普通公
路同一区段同一方向设置 2 个（含）以上防疫检查
点。严禁设置硬隔离设施阻断公路。各级交通运输
部门和高速公路运营单位，要加大公路养护投入
和保通工作力度，尽最大努力保障公路路网安全
畅通。

开辟保供绿色通道，全力畅通保供物资运输。各
收费站要保持应急物资和民生物资“绿色通道”畅
通，设置明显标识，加强现场引导，提高车辆通行效
率，全力保障石家庄、承德等涉疫地区民生保供车辆
高效顺畅通行。各涉疫市县要做好全国统一式样《重
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申领使用管理工作，做到应
发尽发、快申快办、及时足量，全力保障医疗防控物
资、民生物资、工农业生产物资和邮政快递等重要物
资运输渠道畅通。有条件的防疫检查点应设置专用
核查通道，优先查验放行持有《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
行证》的货运车辆。

严格服务区防疫措施，优化货车在途服务。各地
要严格落实服务区疫情防控八条措施。强化交通、公
安、卫健等部门进驻机制，增派人员充实服务区防疫
和服务力量。持续深化“情义河北·冀路畅行”关心关
爱货车司机行动，做好货运车辆在途服务保障工作，
对闭环管理中有特殊情况不能及时接车的，提供应
急护送服务；对等待抗原检测结果或闭环接送的货
车司机，提供送餐、送水等服务，让货车司机感受到
温情温度。

强化监督严肃问责，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
地要强化自查自纠，发现“一刀切”劝返、“层层加
码”、违规设置防疫检查点、擅自阻断公路运输通道
等情况的，要及时通报、约谈，督促立即整改；对保通
保畅工作不力，严重影响保供物资物流畅通、造成物
资供应短缺中断、引发社会负面舆情的，要依法依规
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省物流保通保畅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不间断专项督查，对仍存在
问题的地区严肃问责。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 通
讯员任树春）从省水利厅获悉，9月
1 日零时起至 9 月 30 日 24 时，河北
进入为期一个月的末汛期。按照汛
期调度运用方案，全省大中型水库
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增加蓄水
至正常蓄水位。

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
375.6 毫米，同比减少 21%，比常年
同期增多 6%。8 月下旬，河北境内
主要河道共出现 36 站次涨水过
程。最大流量出现在 8 月 22 日 10
时 45 分的青龙湾减河土门楼水文
站，数值为 298立方米/秒。其他各
主要河道水势平稳。

截至 9 月 1 日上午 8 时，全省
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37.88亿立方

米，比去年同期多蓄水 1.96 亿立方
米，比常年同期多蓄水12.23亿立方
米。其中，19 座大型水库蓄水 33.2
亿立方米；44 座中型水库蓄水 4.68
亿立方米。平原洼淀（白洋淀、衡水
湖、大浪淀）总蓄水5.68亿立方米。

有关专家表示，河北水资源紧
缺，汛期降雨集中，非汛期降雨偏
少。为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工作
目标，河北把汛期分为前汛期、主汛
期、过渡期、后汛期、末汛期 5 个阶
段。在汛期内，水利部门通过执行
汛限水位、后汛期汛限水位、正常蓄
水位等对应调度运用计划，最大程
度发挥水库“保安全、多蓄水”的作
用，有效解决汛期水库弃水多、汛后
无水可蓄的调度运用难题。

河北9月1日零时起进入末汛期
截至9月1日上午8时，全省大中型水库总

蓄水量37.88亿立方米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8月
31日，为切实发挥工会组织在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大局中的作
用，河北省总工会下拨2022年度第
三批疫情防控专项资金 210 万元，
用于疫情防控保障和慰问等专项工
作。今年以来，省总工会已累计为
各市总工会及相关产业工会下拨
610万元疫情防控专项资金。

当前，石家庄、承德等地相继
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对职工群众生
产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此

次疫情防控专项资金分配给石家
庄市总工会、承德市总工会和省教
科文卫工会系统。专项资金将按
照向疫情防控工作一线倾斜原则，
专门用于对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
医护人员、公安干警、环卫工人、物
资保障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及其
封闭工作和防疫期间无法照顾的
直系亲属的慰问，用于对参与疫情
防控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者的慰问，
用于购买物品物资支援疫情防控
工作。

巍巍青山，层峦叠嶂，青绿着色的
“千里江山”画卷缓缓展开。时空交错
中，故宫研究员走进天才画家王希孟的
世界，感受、体验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千里江山图》的创作历程。
8 月 29 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

公司创排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保定
关汉卿大剧院倾情“展卷”。“这是在全国
巡演的第 148 场。没有最好的版本，只
有更好的版本，每一次还是会被新的演
绎所打动。”作为该剧的总编导，周莉亚
和韩真二人对演员们的表现不断提升越
来越满意。

“青绿”如何寻得？周莉亚介绍，《只
此青绿》取材的旷世名作《千里江山图》，
由北宋画家王希孟在 18 岁时用半年时
间画成。该剧目的创作灵感则来自于一
次偶然的故宫博物院观展。2017 年 9
月，故宫博物院推出《千里江山——历代
青绿山水画特展》，其中一幅画作让周莉
亚和韩真颇感震撼：11.9米长卷巨制，青
绿设色格调高雅，构图景象雄浑壮阔。

韩真说，当时的这种震撼就像投向
水面的石子，在荡起层层涟漪后，便沉到

水底。直到2020年初，集团希望她们创
作一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方向的舞剧
时，那个潜在心底的“石子”突然被唤醒。

“我们不是没考虑过《清明上河图》，
场景多、人物多，市井题材多，会有很多
的故事线来选择，创作起来更容易。但
简单的复刻不是我们想要的，肯定要跳
出以前讲故事的创作经历，挑战前人没
有做过的才是创作的最大追求。”同为

“80后”的周莉亚和韩真被誉为“中国舞
坛双子星”，二人共同执导的《沙湾故事》
和《永不消逝的电波》连夺两届文华大
奖。两人坦言，不拘一格、革陈出新一直
是她们的创作执念。

创新固然是更高追求。但周莉亚和
韩真何尝不知道，突破自己习惯的模式，
稍有不慎就可能失败。

《千里江山图》是一幅静态山水画
作。将静态画面转化成动态的舞蹈语
言，实现空间符号的时间化，转化成一个
120 分钟时长的舞剧，全新的创作尝试
让二人颇为焦虑。周莉亚说，一般而言，
创作舞剧遇到一个题材，第一件事就是
要找到里面的人物、故事，再开始进行创

作，“但当我们真正深入了解这幅画时，
才发现给予我们的东西非常非常少。”

韩真透露，该剧仅前期创作就耗时
一年多，创排用了5个月，团队多次与故
宫博物院专家座谈交流，一次次拜访国
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去学习，去感受、
想象背后的故事，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

“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怀着最大的
虔诚创作这部舞蹈诗剧。”最终，团队确
定用舞蹈诗剧的形式，淡化叙事，以诗性
表达营造“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并从画
作的成型工艺入手，走进辽阔深远的历
史时空，为国之工匠及背后孜孜不倦的
劳动者描摹画像，经由他们的身影唤醒
沉睡的文物、唤起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
化记忆。“也就是用舞蹈语言表现诗的写
意、画的留白，最终达到作品与观众之间
的精神共鸣。”

舞台上，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
笔、淬墨、入画等 7 个章节，淋漓尽致地
展现了千古名画的创作艰辛和工艺流
程。周莉亚说，创作得越深入，她们就越
发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传承的
不易。因此，她们用多个视角去展现画

作的精髓：一是穿越千年，以历史维度去
观赏千里江山的美好；二是透过画作，看
到背后的中华传统工艺之美；三是以“展
卷人”的角度，呈现文博工作者的思考。

剧终，幕布上打出醒目的大字“谨以
此剧致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
者、传承者”，得到共情的观众起立，鼓掌
声经久不息。

周莉亚和韩真说，这就是该剧的创作
初衷，以现代艺术展现中国古典艺术之
美、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专访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总编导周莉亚、韩真

舞绘“千里江山” 致敬优秀传统文化
河北日报记者 寇国莹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 9 月 1 日在北
京开幕，精彩的“演出季”仍在进行，越来
越多优秀剧目受到瞩目。如果问：为什么
之前上演的民族歌剧《红船》《雁翎队》

《沂蒙山》、话剧《塞罕长歌》《深海》等，能
够获得这么大社会反响，收获观众点赞
无数？我们也许要在这些作品的创作核
心和原动力中去寻找答案。

无论是再现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伟
大历史场景的《红船》，还是移植自文学经
典进行舞台再创作的《雁翎队》；无论是歌
颂三代护林人奉献和奋斗精神的《塞罕长
歌》，还是深情书写“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人生的《深海》……这些作品中都有一根
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努力挖掘、展现和

讴歌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的精神血脉。这
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是艺术家用真诚创作
传承红色基因的最好体现。

中华民族从近代历史的苦难危机中
走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沿着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
分证明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百年
辉煌风华正茂。优秀的文艺作品，自当展
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真实与时代命
题，也自当将创作聚焦在人民情之所系、
心之所向、目光所汇聚的地方。否则，何
来“人民文艺”的生命力，又何来文艺的
提高和勇攀高峰？

无论是《雁翎队》用精美的舞台效果
和荡气回肠的合唱，演出一段传奇；还是

《沂蒙山》用大家熟悉的民歌调，唤起舞
台上下共鸣；无论是《塞罕长歌》着眼于
塑造群像，挖掘“平凡中的伟大”；还是

《深海》把主题放在离我们最远的人身
上，用“揭秘”达到震撼心灵的效果……
高明的艺术，总有对“更高明的创新”的
追求，正所谓艺无止境、百花齐放。

但是，为什么这些发生在不同时代、
不同背景、不同主题下的故事，会如此吸
引我们、感动我们、影响我们呢？其原因
大概在于这些作品的艺术共鸣点，皆指
向人们内心，是对民族精神内核的认同。
这种认同并非来源于说教或灌输，而是
根源于每个人身后那无比真实的生活和
民族奋斗史。

艺术不是无根之木，也不会在虚空
中开出花、结成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
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我们回望
中国文化艺术大发展的那些阶段，当我
们重温“人民文艺”服务人民、温暖人民、
鼓舞人民、造福人民的那些非凡成就，我
们就越发认识到一个规律，即文艺作品
可能像万花筒里的图案一样变化无穷，
但人民群众对美与丑、崇高和卑鄙、高雅
与庸俗的评判，不会脱离本民族的精神
谱系，尤其不会脱离民族在奋斗与发展
中获得的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当
然包括中华民族的“红色基因”。

时代和人民都需要优秀剧目，需要
文艺经典。优秀文艺作品会持续滋养我
们民族的精神血脉，所以当代艺术家要
在文艺发展的新征程上实现勇攀高峰的
梦想，仍然要像赵树理等老一辈的创作
者那样，走到人民中去，走到生活中去，
重新找到为人民而创作的渴望和动
力——唯有初心如磐，方能不负使命。

“人民文艺”的生命力和红色基因
刘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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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总工会下拨2022年度第三批疫情
防控专项资金

21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疫情防控

▲周莉亚

◀韩 真

杨亚文摄

一船精彩映沧州
——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旅游通航侧记

河北日报记者 戴绍志 王雅楠 袁 铮

9月1日，京杭大运河沧州中心
城区段实现旅游通航。

河北日报记者 王雅楠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虽然
劳动这么辛苦，但是我们心里有自己
的理想，就是把这一棵小树给它栽
活……”9月1日晚8时许，石家庄市
东南实验小学二年级2班王梓辉和
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听塞罕坝机
械林场第一代务林人陈彦娴老奶奶
讲塞罕坝务林人奋斗的艰难岁月。

今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为“奋
斗成就梦想”，由中宣部、教育部、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八一勋
章”获得者、时代楷模、脱贫攻坚楷
模、科学工作者、奥运健儿、志愿者和
青少年代表等走上讲台，与全国中小
学生共上一堂课。省教育厅要求各中
小学校组织学生认真观看，引导他们
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从小坚定听党话、跟
党走的决心和信心，努力实现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我们通过钉钉班级群通知到了

每一位学生家长，让家长和孩子共同
完成‘开学第一课’。”石家庄市东南
实验小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史晔聪
说，让学生倾听楷模的故事，从中感
悟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奋斗的
拼劲，本身就是一部育人教人的好

“教材”。学校还鼓励二三年级的学生
将观后感以图画或文字形式记录下
来，激发学生的爱党爱国情怀、拼搏
奋斗精神和劳动的热情。

“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过
那里——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美丽
的草地。可我没想到美丽的塞罕坝
背后，却有着这么多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的艰辛付出和坚持。”津津有味
地看完《开学第一课》，王梓辉小朋
友激动地说，以后要热爱劳动，刻苦
学习知识和本领，长大为祖国贡献
一份力量。

我省各中小学校组织学生观看《开学第一课》

倾听楷模故事 感悟奋斗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