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石榴花开·走基层看创建”系列之一

“新河北人”的幸福生活

在河北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通过一支支欢
快的舞蹈，舞出了民族团结情；通过一双双勤劳
的双手，绘就共同发展同心圆；通过一口流利的
普通话，叙说浓浓冀疆情。他们来自新疆，创业
就业在河北，这些“新河北人”与我省各族群众
交往交流交融，结交为知心朋友，成为和睦邻
居，结成了美满姻缘，共同谱写了一曲曲“共同
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团结赞歌。

听！《石榴花开》音乐响了

上午 10点，石家庄清真寺街社区党群服务
站里响起了欢快的音乐。一名身着维吾尔族服
饰的“老师”正在中间领舞，其他的舞蹈爱好者
随之起舞。领舞“老师”帕丽来自新疆伊宁，
2007年随丈夫定居在石家庄市新华路街道清真
寺街社区。帕丽看到社区里很多人休闲的方式
都是闲坐聊天，便萌生了教大家跳新疆舞的想
法，希望通过舞蹈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帕丽
介绍说，刚开始她们的“石榴花颂党恩歌舞队”
只有几个人，现在队员越来越多了，只要音乐一
响，各族朋友们就聚在一起载歌载舞。

一支《石榴花开》舞蹈结束，社区居民金淑
菊提着舞裙对笔者说，她和帕丽老师学习跳舞
已经两年时间了，她们之间也从最初的师生关
系，变成了舞蹈和生活中的亲密姐妹。

帕丽笑着接下话茬，她现在既是“老师”也
是“学生”。帕丽打开了手机里的视频，只见在

人民广场上，帕丽腰系红绸，手拿彩扇，和着铿
锵的鼓点扭起了大秧歌。帕丽说，东北大秧歌
是跟她学习跳舞的大哥大姐们教的。帕丽带领
的“石榴花颂党恩歌舞队”让这个社区大家庭更
加团结和谐，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清真寺街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社区，
少数民族人口 1231 人。社区党总支书记于换
杰表示，社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积极推进各族群众互嵌式社会环境建设，让
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日前，石家庄
市新华区清真寺街社区居委会“各族群众互嵌
式社区环境建设”项目被国家民委确立为 2022
年度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试点示范项目。

瞧！“小馕坑”打出好日子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笔者来到库尔班江的
“兄弟馕店”，只见库尔班江正用馕戳子将面片
中心按扁，不一会儿面片就成了外圈厚、中间薄
的圆片。面前的售卖车里，刚烤出来的馕饼整

齐地排列着，金灿灿的，一股股浓浓的馕香扑鼻
而来，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

库尔班江 2020 年 10 月从新疆喀什地区来
到秦皇岛，说起创业的过程，他说，别看他现在
的生意红红火火，之前他的馕店差点就开不成
了。库尔班江曾经有一个烤炉，炉子老化严重，
他本想换一个新的，可一打听新烤炉要 5000块
钱，库尔班江犯愁了。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找到了“石榴籽服务站”，工作人员听了他的难
处，凑足5000元钱借给了库尔班江。库尔班江很
感动：“我可以继续烤各种口味的馕饼了，让大
家都能品尝到新疆的美食。”“你猜我用多久还
上了这笔钱？一个星期！”库尔班江骄傲地说。

库尔班江提到的“石榴籽服务站”是由秦皇
岛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与各县区政府联合打造的
爱心公益服务窗口，主要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提供经商就业、住房租赁、子女入学等服务。目
前，秦皇岛市已建立市级层面“石榴籽服务站”1
个，县区服务分站 9 个，重点社区“石榴籽工作
室”11 个，形成了市、县、社区三级服务网络格
局。秦皇岛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王成良表
示，未来他们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职能，在法律援
助和就业创业等方面为各族群众提供帮助。

火！普通话敲开了致富门

在沧州市崔尔庄镇的红枣交易市场，俏丽
大方的维吾尔族姑娘艾比拜正用一口流利的普

通话为客商介绍产品：“我们核桃的品种有很
多，现在你看到的是185，往上面看是33，我砸开
给您看看品质。”艾比拜介绍说，2015年她从新
疆和田地区到沧州市崔尔庄镇经商，2018年参
加了政府免费开办的“语言文化政策学习班”学
习。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不仅帮助她更好地融
入了社区生活，更使她能够顺畅地和各地客商
进行交流，从而为她敲开了致富的大门。在艾
比拜夫妇的带动下，他们的13位亲友先后来到
沧州经商，人均年增收5万多元。

新疆来冀维吾尔族务工人员语言文化政策
培训班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自 2018年以
来已连续举办 5 年，累计开展培训 270 余期，培
训学员 6500 余人次。沧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四级调研员王树青表示，沧州将积极配合省民
委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拓宽服务渠道，在提供
均等化服务方面持续用力，持续提升来沧少数
民族务工经商人员的幸福感。

河北是民族工作大省，55个少数民族成份
俱全，少数民族总人口 378 万。今年是全面落
实中央和省委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开局之年，
省民委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让城市更
好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让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更好融入城市生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
面交流、深度交融，汇聚起加快建设经济强省、
美丽河北的强大力量。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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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叶缤纷，碧空如洗。在石家庄市区一处
僻静院落内，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
文瑞坐在案前，着手编写《华北北部旧、新石
器过渡模式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古
研究课题，由河北主导，山西、内蒙古、天津、
北京等省区市均参与其中。“上穷碧落下黄
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沉思落笔之间，整个人
的思绪飞跃几万年、跨越数百公里，仿佛已置
身于连续取得重大发现的冀西北坝上地区。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
发布关于表彰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
作者和劳动模范的决定。进入文物考古领域逾
30载、历经多岗位锻炼取得优异成绩的张文
瑞，被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摸清家底，与河北文物保护
一路同行

河北有多少文物保护单位？有哪些文物
遗存？哪些需要建档备案？如何做好文物保护？

“底数清、状态明、推进保护、完善措施——我
生命中有24年，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回忆起
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张文瑞如此表示。

1993 年 6 月，河北省文物局成立文物保
护处。当时，正在承担一线考古任务的张文
瑞，被选拔出来，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调到河北省文物局的
文物保护管理岗位。

面对新的挑战，张文瑞和同事们一起积
极推进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完
成628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备
案工作。该项工作获得国家文物局好评，河北
省文物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录
档案备案工作先进单位，张文瑞被评为建档
工作先进个人。组织实施河北省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组建50余支普查队伍，对全省170
余个县市（区）、5000多个行政村拉网式调查。
历时3年，完成全省33943处文物遗存普查。

本世纪初，“大遗址保护”理念开始被重
视，河北作为大型考古遗址极为丰厚的地区，
自然特别关注。张文瑞与同事们一起，组织编
制完成燕下都、邺城、定窑、邢窑、赵王城、中
山古城、大名府故城、元中都、磁州窑等大遗
址总体保护规划，并获省政府批准。

2006年至2011年，组织实施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考古工作。全国33家考古科研和文保
机构参与河北省的考古发掘工作，历时5年，
完成100处不可移动文物遗存的考古发掘任
务，保障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顺利
进行。

“我们组织了河北省文物勘探和考古发

掘技术培训班，培训勘探人员150余人、考古
发掘技术人员 11 名。好比播种一样，经过培
训的这些人员，通过短暂但系统的学习，最后
都成长为全省各地文物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
掘的业务骨干，共同为河北省文物保护事业
贡献力量。”张文瑞回忆说。

回归田野，提升河北考古研究水平

2018 年 2 月，张文瑞又回到最初的考古
岗位，再次立足田野考古，全面推进河北考古
发掘和研究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河北考古取
得了丰硕成果。

一块带颜料的石头引发世界关注——3
月 2 日，世界顶级期刊 Nature 杂志在线发表

《泥河湾盆地发现早期人类使用颜料和复合
工具的考古证据》。第二天，国家文物局召开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专门
通报了河北这一重要考古成果。

“此次发现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已
知最早的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镶嵌使用细小
石器的考古遗存，对于解读东亚及世界旧石
器时代人类文化发展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价
值。”张文瑞告诉记者，这一成果凝结了河北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多年的努
力，是联合德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际
学者，共同研究出来的。

不仅如此，还持续开展泥河湾遗址旧石

器时代考古，探索人类发展演化进程。“以泥
河湾盆地为重点的华北早期人类适应与演化
模式研究”纳入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旧石器时代考古研学基地——“河北省泥
河湾研究中心”正式启用。

组织实施雄安新区和张家口崇礼太子城
遗址考古。持续开展南阳遗址、城子遗址、西
河墓地、鄚州城和古州城等遗址考古发掘，延
续了雄安历史文脉，保障了雄安新区建设顺
利进行。张家口崇礼太子城遗址经发掘，确认
为金代行宫遗址，其成果被评为“2018 中国
考古新发现”和“2018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除了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搭建“河北省考古
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出土文物数字化管理系
统平台”，以及出土文物数据库。同时，积极推
动文化典籍整理抢救保护工作。

“这几年的工作，简单形容就是‘整体布
局，多点开花’。一是多学科多技术并用，提高
考古科研水平；二是以课题为导向开展主动
性考古工作，改变了以往临时抢救性考古为
主的局面；三是，紧密围绕‘考古中国’等重大
项目，推动河北全域的考古工作迅速融入全
国考古整体步伐。”张文瑞说，目前河北还与
周边省份以及众多高校科研机构，联合推进

“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红山社会文明
化进程研究”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寄 语 青 年 ，
“择一事、终一生”

“考古是什么？怎么考
古？很多年前，我也一样，
一无所知。”提到青春年少
的岁月，张文瑞打开了话
匣子。

1986 年，张文瑞等 21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
人，被吉林大学考古专业
录取。这21名学生中，只有
8 个人第一志愿填报了考
古，其余均属调剂而来。即
便这8个人，也对考古一无
所知。张文瑞，正是其一。

“‘择一事、终一生’，
大都是在持之以恒的工作
中逐渐产生感情的。”张文
瑞告诉记者，第一次对考
古产生兴趣并非在大学课
堂，而是在辽宁彰武县平

安堡考古实习的工地。整整半年里，他这个来
自内蒙古赤峰的年轻人，真正意义上开始了
解课本上讲述的考古类型学、考古地层学，以
及具体考古工作中的操作方法。

毕业后，张文瑞被分配到河北省文物研
究所。最初 3 年间，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工
程，他主要扎根邢台等地开展抢救性考古发
掘。当时，相关文物资料很少，电脑等手段还
不普及，翻阅留存的珍贵文献资料特别困难，
他就采用最原始办法摘录描摹做成卡片——
日积月累，整整做了两箱考古卡片，为考古研
究打下坚实基础。

30多年来，他先后承担重大课题《姜家梁
墓地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子课题

《姜家梁墓地新石器时代遗存研究》和《雄安
新区文化遗产考古调查及分类保护研究》课
题项目。出版《后迁义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冀
东地区考古文化研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
要考古发现》（河北卷）专著及论文10余篇。

“这几年，考古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有志于考古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我有三句
心得体会想对他们说：一是理论联系实际，

‘绝知此事要躬行’；二是攀登学术高峰，‘不
畏浮云遮望眼’；三是扎根泥土任遨游，不做

‘考古匠’，要做‘考古家’。”张文瑞说，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诸多谜题期待考古实证去破解，
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燕赵文化，更是期
待着考古人去挖掘、继承和续写新的篇章。

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张文瑞——

不做“考古匠”，要做“考古家”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随着当代观众审美水平不断提升，如何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兼顾创新，也成为当代杂
技艺术发展的重要课题。在 11月 13日刚刚
结束的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
比赛中，由河北省杂技家协会推荐，沧州杂
技团、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联合创排的杂
技节目《龙跃神州——中幡》喜获中国杂技
金菊奖杂技节目奖，努力在传统优势中寻找
创新突破点。

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美学精神
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时代性艺术化表达，才能
创作出富有文化底蕴、民族特色，以及反映
时代精神，满足新时代审美需求的优秀作
品。“《龙跃神州——中幡》之所以能够在70
个参赛节目中脱颖而出，一举荣获中国杂技

金菊奖杂技节目奖，是因为它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上着力创新、精益求精，将传统杂技、当
代的表现手段与多元艺术元素有机融合，拓
展了河北杂技的新表达。”河北省杂协副主
席沈海涛说。

传承和创新，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度”？杂
技节目《龙跃神州——中幡》的创作颇具借鉴
意义。舞中幡是中国民间传统杂技项目，沧州
市的中幡表演别具特色，当地以中幡表演为
基础创排的各种杂技节目数量众多并屡获大
奖。将舞中幡重新搬上舞台，如何为观众带来
视觉新感受？创排之初，沧州杂技团团长孙彦
强便想到了这个问题，创新势在必行。

“技”是杂技艺术的核心。令人惊艳的
《龙跃神州——中幡》首先在新颖过硬的杂

技动作上下足功夫。“全新创排的节目中，增
加了翻、转、腾、传、顶等十多个原创动作技
巧。”在孙彦强看来，光有高难度的动作还不
行，将人文精神融入其中，才能增加节目的
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最终呈现在赛场上的
节目寓情于境，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体验——集体背花、立幡侧手翻、抛中幡前
空翻腰接、双组抖轿子舞中幡回龙三次等一
系列高难创新动作，展示出勇士们的敏捷与
灵活、勇猛和刚强。

“传承与创新是杂技的永恒话题。”沈海
涛认为，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彰显民族性和时
代感，杂技艺术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
断发展和创新。

近年来，我省杂技艺术在守正中创新，改

变了曾经只重视以“技”示人、以“技”撼人的
旧观念，逐步发展成为一门以技巧为核心，
与其他艺术形式交融发展的新型综合艺术。
沈海涛以杂技《龙跃神州——中幡》为例分
析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传承方面，该节目
除了继承舞中幡古老节目基本形式和技巧，
还融入了京剧、古典舞、武术和民族纹饰等
其他传统文化元素，具有浓厚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基因特征。在创新方面，比如节目中
的道具中幡杆由铝制材质提升为钛金属材
质，使幡体重量更轻，硬度更大，稳定性更强。
传统中幡技术与创新技术相结合，塑造出包
含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新杂技语言和视觉
形象，为中幡这一传统杂技表演形式注入了
强劲的舞台表现力和蓬勃的艺术生命力。

11 月 12 日晚，第 35 届中国电影
金鸡奖揭晓，来自河北的青年导演刘
江江凭借电影《人生大事》摘得金鸡奖
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作为中国电影界含金量颇高的权
威奖项之一，每届金鸡奖评选都备受
关注，其中“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是给
予新人导演的嘉奖和鼓励。本届金鸡
奖评委会评语这样说道：“导演刘江江
在影片《人生大事》中，以敏锐的洞察
力捕捉殡葬行业的日常生活细节，以
准确的共情力刻画人物细腻的内心情
感，用幽默温情的笔触展现沉重的生
命话题。多线叙事紧凑流畅，人物塑
造个性鲜明，体现了导演对生活烟火
气的精准把握，特授予最佳导演处女
作奖。”

“这是我第一次拍电影，从影片拍
完到上映，再到我站上金鸡奖的领奖
台，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刘江江坦言，
拍电影这件事很多年来一直是他的梦
想，但是直到执导《人生大事》之前，他
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所以
从来也没有想过能够站在金鸡奖的领
奖台上。”

《人生大事》聚焦国内影片鲜有涉
及的殡葬行业，讲述了殡葬师莫三妹
在工作中偶遇了孤儿武小文，并由此
产生一系列啼笑皆非又感人肺腑的故
事。谈到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
刘江江表示，这与他小时候的成长经
历不无关系。“我爷爷和伯伯都是木
匠，也会制作棺材。小时候，伯伯在那
儿做活儿，我会偷偷躲进棺材里，身上
盖满刨花，旁边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评
书《童林传》《杨家将》，太阳一照，松木
和柏木的刨花味道特别好闻，那是我
关于童年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刘江江
说，成年之后再去参加葬礼，给人的感
觉就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丧葬活
动就像一面镜子，能折射出一个人一
辈子的兴衰荣辱以及这个家庭的分合
离散。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个跟成长有
关的丧葬题材的东西。”以此作为主题
来写一个故事，成为一直萦绕在刘江
江脑海中的想法。“虽然是丧葬题材，
但是拍的其实是生活，是衣食住行和
人世间的美好。”

刘江江的家乡在邢台市宁晋县，
他12岁来到石家庄读书，大学毕业后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做过
记者，制作过栏目剧，后来又成为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青年导演计划”成员。“河北博物院广场、长安公园、正定古城
等都是我观察生活的地方，其实莫三妹身上有些东西是跟石家
庄这座城市的气质有关系的。”生活的历练给了刘江江一双善
于发现的眼睛，在他看来，殡葬店的经营者大部分都跟影片中
的莫三妹有类似的境遇。大众常常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这个
行业，但殡葬店的经营者们却很洒脱，他们看上去并不光鲜亮
丽，但烟火气浓重，这让刘江江觉得有一种奇妙的浪漫气息。

正是因为刘江江有着这样独特的成长经历以及对生活细
致入微的观察，让《人生大事》这部丧葬题材的电影有了温暖
的底色和治愈人心的力量。影片监制韩延曾经说：“这部电影
承载着好好活着、珍惜当下的主题，希望它能给观众带来温
暖。”而在刘江江看来，中国的丧葬文化能够传承下来，正因为
它也是一种治愈文化。“希望看完这部影片，那些还陷身在生
活某处泥沼里的人能够豁然一些，因为‘人生除死无大事’。”
刘江江说。

《人生大事》的拍摄地在湖北武汉。当时确定在武汉拍摄
之后，刘江江就去查阅了当地大量的曲艺资料和语言节目资
料。谈到为什么选择武汉这座城市作为影片故事的发生地，刘
江江表示，武汉是一个特别生动的城市，烟火气非常浓，跟故事
设定的城市很像。“在一个很有生机的地方讲死亡，其实是在讲
怎么好好活着，更适合承载我们对于生死的思考。”此外，片中
饰演莫三妹的男主角朱一龙也是武汉人。在刘江江看来，朱一
龙生活在一个烟火气很浓郁的城市里，有着跟剧中人物相似的
成长环境，剧本也能唤起朱一龙在武汉时的某些记忆。

“剧组每一个人都以真诚的心在认真做这部电影，它可能
还有很多不足或者是稍显稚嫩的地方，但我希望这部电影能
够给观众带来更多温暖和力量。”刘江江表示，《人生大事》是
献给他的亲人，也是献给大家心中缅怀之人的一个礼物，就像
电影最后字幕中说的那样：“跟我们告别的那些亲人们，都在
天上的某一个空间，化成了一颗星星在天上望着我们。”

此次获奖对刘江江而言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鼓励。
“《人生大事》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我非常幸运，也会更加努
力，希望今后能继续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为中国电影和观众
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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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跃神州——中幡》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奖

如何让杂技艺术找到创新突破点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张文瑞在研究出土器物。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