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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武安市
开展的路域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中，
上团城镇积极作为，谋定而动，将昔日脏乱差的邯
沙线等道路打造成了一条条美丽的“景观道”。

走进位于上团城镇的邯沙线路段，道路宽
敞整洁，绿化带划分整齐，绿植生机勃勃……工
作人员有的开着钩机清理林间垃圾，有的拿着
工具在砌墙垒砖，有的在硬化平交道口，还有的
拿着耙子在平整精品节点的土地，到处一派热
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原来这条路上都是开门店的，人多物杂，
脏乱差很严重。现在有了景观墙，徽派建筑风格
美观大方，我们感觉很不错。”上团城镇某商户
诉说着他家门店前道路环境的变化。

邯沙线路段的环境改变是上团城镇路域环境
综合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据了解，上团城镇境内

包括邯沙线、旅游大道、西二环、西三环、中兴路西
延等五条道路，是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上团城镇
积极响应，领导干部分包路段、乡村两级全员上阵，
以提升“绿化、硬化、亮化、美化”四化为重点目标，
目前共计投入350余万元，为和美乡村建设助力。

专班牵头出动力。上团城镇主要领导任路
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长，把路域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当成重要民生实事来抓，不间断协调人
力、物力、财力向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倾斜；
同时带队到兄弟乡镇观摩学习路域环境综合整
治先进经验，聘请专业团队，做好全镇路域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顶层设计。

多点联动出效率。上团城镇路域环境整治
工作点多线长，仅邯沙线南北两侧就有 16 公里
之长。该镇综合分析整治任务，打破路段限制，
统筹安排工作力量，将工作人员分成卫生整治
组、绿化提升组、牌匾治理组、道路硬化组、节点

打造组等，横向发力，纵深推进。
每日督导出成绩。实行每日通报，逐一销

号。镇路域环境主管现场指导，各村形成齐头并
进的整治态势。该镇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交
办任务 126 处，目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累计出
动各类机械 210余台次、人员 1900余人，整理道
路两侧卫生10公里、门店门前治理127处，道路
硬化35处，拆除违建18处。

此外，上团城镇组织道路沿线所有门店签
订了门前“五包”责任书，并统一规划设计门店
牌匾，目前安装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下一步，我们将再提标准、再强措施，继续
加大路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各方面投入，使邯
沙线、西二环、西三环等道路整治工作全线开
花，全路段推进，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上团城镇路域环境主管领导庞利峰充满信
心地说。 （曹娟娟）

武安市上团城镇：路域环境整治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秦皇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警王辉

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93541，特此声明。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5届临床医

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刘绪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34011201506002185，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2019级麻醉学

专业麻醉班学生梁钧泓学生证丢失，学号：

19011060052，声明作废。

▲贾红梅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05051，

特此声明。

▲ 王 东 海 居 民 身 份 证 丢 失 ，证 号 ：

132825196409280634，特此声明。

▲张俊杰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06795，

特此声明。

▲衡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届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姚硕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2301643，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2023届临床病

理学专业硕士毕业生范玉倩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10089231674，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2023届法学专业本科毕业

生武家兴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300447，声明

作废。

▲王德健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75997，

特此声明。

▲ 董 茸 新 闻 记 者 证 丢 失 ，编 号 ：

G32030066141967，声明作废。

▲高树林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07639，

特此声明。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2021级视觉艺术

系计算机一班学生卓炳辉学生证丢失，学号：

20211705064，声明作废。

“艺术史上记录的首先是画家的劳动轨
迹。劳动也再次开发着他们的智慧。”“艺术
家都是劳动者，劳动者的智慧其实就在于会
劳动、能劳动和爱劳动。”6月 10日，“艺大无
垠”艺术家铁扬与作家关仁山艺术与文学的
对话作品展，在河北科技大学铁扬美术馆举
行，省内外近百位作家、艺术家出席了活动。

“做劳动者”
奠定“忘年交”的精神根基

时间，标注着他们文艺创造的热情和
执着；实践，刻录着他们对土地与时代的
爱。177 幅水彩、水粉、油画、国画、书法、插
图……107幅铁扬作品，色调鲜明，充满豪情
逸兴，展现着88岁高龄的铁扬对艺术与大地的
挚爱，以及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劳动轨迹；70
幅国画、书法作品，或浓墨重彩，或清淡雅致，
诉说着作家关仁山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理解和
感悟，及其时刻关注时代和社会的家国情怀。

书画同源，文脉致远。《间苗》《收获》《菜
地》《梨花授粉》《拒马河畔》……炽热的橘黄
与冷谧的海蓝，淡雅的暖灰与清透的草绿，热
烈、浓郁、激荡、奔放。铁扬在中国美术现实
主义创作领域是一面旗帜，他的美术作品色
调明快、笔力雄劲、意蕴深远，闻名海内外画
坛。在美术创作之外，铁扬还以文学之笔，以
一个劳动者的视角讲述着中国故事。散文集

《母亲的大碗》《等待一只布谷鸟》《大暑记
事》、中短篇小说集《美的故事》、自传体长篇
小说《大车上的我》，呈现出冀中平原百年变
迁的社会景观和人情风物。

省作协主席关仁山与作家何申、谈歌被
称为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他的创作始终关
注时代发展中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变化，著有
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天高地厚》《麦河》《日
头》《金谷银山》等，中短篇小说《大雪无乡》

《红旱船》《九月还乡》等，长篇纪实文学《感天
动地》《太行沃土》等。写作之余，关仁山尤喜
挥毫泼墨，对中国书画有着自己的参悟和感
受。他的书法创作，不拘一格，变化多端、布
局独特、寓情寄美；他的绘画作品简洁、纯净，
设色大胆，构图饱满，独具一格。

“我十分赞同铁老的一句话：‘艺术家都
是劳动者。’劳动是艰辛的，劳动是快乐的。”
关仁山坦言，正是铁扬的这一观点，奠定了他
们成为“忘年交”的精神根基，“铁老的童心、
真心和爱心，每时每刻都在感染着我”。

“我曾经说过：作家艺术家首先要是劳动
者。劳动者要带着一种清贫意识去追求自己
的劳动量，量的多与少要用自己的劳动轨迹
证明。”铁扬说，关仁山一次次“失踪”，以及自
己一次次跋山涉水与山民一起吃野菜睡凉
炕，都是寻找生活中那些平凡和不平凡去了，

“这才有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共识和这次对
话的可能”。

关注生活
点燃文艺家的心灵世界

素居画室一盏灯，书画丹青润心灵。铁
扬15岁学习绘画，因绘画才艺考入中央戏剧
学院舞台美术系。他经历了冀中乡村文化
的西学东渐，经受了燕赵抗战岁月的硝烟烽
火，阅历人世沧桑，见证了众多世事变迁。
无论是美术还是文学作品，铁扬的作品总是
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展现出朴素的生活景
象，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量，描绘着人的精
神变迁。

评论家谢有顺曾说：“从世俗中来，到灵
魂里去。”在关仁山看来，铁扬的艺术生涯正
是对这句话的完美诠释。“铁老的画作色彩
缤纷绚丽，纯净高贵。生活在他的画笔下升
腾为精神境域，在我们灵魂深处发出回响。

铁老的书法觅古开新境，洒脱干净修心，呈
现出另一种奇异之美。铁老的文学从容朴
素，在动情的叙述中流露出动人的哲思。这
些质朴平静的文字，连接着中华大地悠长的
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
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
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关仁山认为，画家、
作家都应该具有创造和创新意识。创新不是
一蹴而就的，长久的艺术劳动考验着文艺家
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只有不断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只有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
民、肩头有责任，才能做到笔下有乾坤，创造
出属于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大气磅礴的史诗性
力作。而铁扬历经岁月风云，不改热爱艺术
的理想初衷，从容淡定于现实，用不同的绘画
系列表现自己的观察、体验和感受，用手中的
笔描绘出生命中不平凡的画卷；他对人民大
众怀着悲悯，凝聚了化苦难为温暖的力量，阐
释着人类深层情感。

关仁山的文学创作善于在乡土题材中捕
捉写作元素，这些都源于他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为创作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他在白洋淀
王家寨走村串户，与渔民乡亲同吃同住两年

多，了解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喜怒哀乐。
“那时河北文坛有‘三驾马车’之说，‘三驾马
车’的光彩在文坛曾照耀许久，但仁山并没有
停止于车上，他很快跳下马车去走自己的路
了……”在铁扬看来，人们常常不知关仁山的
去向，直到他的大部头新作问世，人们才得知
他的消息，原来吸引他的还是多情的中华大
地，那里天高地厚，“文学艺术就是要从平凡
生活中找到不平凡，从不平凡的生活中找到
平凡”。

推动文化繁荣
文艺工作者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铁扬先生的美术与文学创作有共通特
征，形成呼应互文关系，是生命的共同体。”中
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施战军从
古风与意境、童心与艺术、分寸与表达三方面
阐释了铁扬美术与文学创作的特点。他认
为，铁扬身上，有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气节和风
骨，从他创作的美术和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他
充满对大地和故乡的挚爱，表现出蓬勃的生
命力量。他的美术作品有着鲜明的个性，既
有多样性，又有独特性，体现出孟子所说的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施战军评价：“铁扬
先生从一颗童心出发，作品葆有真挚的感
情。他笔下的故事出自他对世间万物纯真的
认知，即便表达的是矛盾、苦楚，让人读到的
也更多是同情。”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神圣
职责。尚辉、郝建国、陈坚、郭宝亮、祁海峰、彭
学明等数位专家学者对铁扬和关仁山美术与
文学创作特点进行了评价。他们纷纷表示，文
学和艺术共同照亮生活，点亮人生，温暖世
界。铁扬与关仁山左手一支画笔，右手一支文
笔，用心表达出不同的爱，铁扬表达更多的是
对人间的爱，关仁山所表达的则是对时代之
爱。他们多年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对生
活特有的感受力，通过事物表象生发出有温
度、有力量的艺术作品，起到了鼓舞人、激励
人、感染人的作用，彰显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的使命和担当。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
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
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谱写文
艺创作的当代华章。

“艺大无垠”铁扬与关仁山艺术与文学的对话作品展在河北科技大学铁扬美术馆举行

“作家艺术家首先要是劳动者”
河北日报记者 肖 煜 刘 萍

6月10日，“艺大无垠”艺术家铁扬（右二）与作家关仁山（右三）艺术与文学的对话作品展，
在河北科技大学铁扬美术馆举行。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明摄

让传统面向未来，把非遗带进生活。每
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也是宣传展示非遗的好时机。6
月10日、11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2023年“乐享河北 非遗会客厅”系列活
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展演展示
活动，在河北博物院成功举办。观众在精彩
的传统戏剧、曲艺展演中得到精神陶冶，在
富有特色的非遗技艺展示中愉快地体验和
购物，非遗保护意识进一步提高，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也更加坚定。

非遗“在观念”“在感情”更要“在
生活”

“我们坐了汽车、坐火车，从张家口康保
县来到省会，就是想把这么好听的康保二人
台，带到石家庄观众身边。观众们的热情让我
非常感动。”6月10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展演首场演出第一个登台亮相的非遗项
目是康保二人台，睢步忠是该项目的省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

最是乡音能动人。康保二人台是第一批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河北传
统戏剧，睢步忠和弟子任丽表演的《圪梁

梁》，在乡土味中唱出生活的温暖与俏皮，赢
得台下观众一片掌声。

睢步忠表示，康保二人台的形成与流行，
和多地多民族民间艺术交流、融合有关。为了
更好地保护传承这一优秀传统剧种，在当地
政府和社区支持下，他于今年开办了二人台
小剧团，邀请20多位优秀演员参加，共同推广
家乡戏，让非遗之美被更多群众感受到。

提到非遗，不该只有“古老”或“传统”的
标签。它应该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当下的生
活里。

67岁的退休教师孟宪元，故乡在唐山。儿
时他常跟随父亲听戏，培养起对传统戏剧和
民间艺术的深厚感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
前，他在朋友圈里看见非遗活动的预告，怀着
期待的心情来到了现场。

“既亲切又新鲜。”看完演出后孟宪元
说，现场聆听来自家乡的评剧《花为媒》，令
他惊喜；其他剧种和曲艺之美，又让他感到
新鲜。不仅如此，孟宪元还在“非遗美食汇”
美食展销活动中购买了多种非遗技艺生产
的美食，如唐山的刘美烧鸡、廊坊的薛记糕
点等，收获满满。

“生活里有非遗，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便

不会失去自己的节奏，一定会在新时代焕发
出更多光彩、产生更大的精神力量，担当新的
文化使命。”孟宪元如是说。

让年轻人遇见非遗、爱上非遗

河北非遗资源丰富，共有近万项非遗列
入各级非遗名录。其中列入省级名录的传统
戏剧类项目就有 115项、曲艺类 33项，列入
国家级名录的传统戏剧35项、曲艺9项。

本次传统戏曲展演，河北梆子、石家庄
丝弦、石家庄评剧、保定老调、清苑哈哈腔、
桑派豫剧、康保二人台、文安西河大鼓、廊坊
京东大鼓、威县梨花大鼓、乐亭大鼓等11个
国家级非遗项目参加，20多位国家级、省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青年新秀登场献艺，
舞台呈现百花齐放、新老接力的可喜局面。

6月10日，石家庄丝弦青年演员张杰刚
走下舞台，就被热情的观众请求合影，他愉
快地接受了邀请。“丝弦的历史太悠久了，它
是河北特有的古老剧种，也是全国稀有的地
方戏曲声腔剧种之一。”今年36岁的张杰自
小学戏，后从京剧改学丝弦，至今已有 19
年。在他看来，保护好丝弦这一古老剧种，除
了加紧整理传统剧目、加强人才培养等工作

外，吸引和培养年轻观众也是关键的一环。
“之前我们接触到的戏迷群体，年纪普

遍偏大。但这几年，观众中越来越多地出现
中青年面孔，他们的比例比过去大了很多。”
张杰推测，这种情况可能与新媒体的兴起有
关，社交媒体上的传统戏曲内容吸引了更多
年轻的观众，点燃了他们对于传统戏曲、传
统文化的热情。

“作为传统戏曲的传承人，我们要千方百
计保护好这种热情。只有年轻的观众喜欢，戏
曲的火种才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张杰说。

薪火相传鼓韵长。乐亭大鼓国家级代表
性传承人张近平这次演出的司弦，就是他的
学生、17 岁的郭海琛。两人共同表演的《丁
香树下李大钊》，曲韵悠长、特色突出，引得
观众掌声不断。郭海琛稚气未消却表演自
如，令台下观众啧啧称赞，还有家长现场鼓
励孩子“要多学习传统艺术，让中华文化发
扬光大”。

“用非遗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增强中
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年轻人不
仅值得信任而且必有所为。”观众中，正在省
会一所高校读研的靳梓明和他的同学们这
样向记者表示。

河北“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展演展示活动中，老中青传承人奉献文化盛宴——

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生活中担当新的文化使命
河北日报记者 刘采萍

河北日报讯（记者田恬）近日，“看冬奥电影 筑青春之
梦”北京冬奥会官方电影《北京2022》高校行活动走进河北师
范大学、燕山大学。该片主创人员亮相活动现场，与省内高校
的冬奥志愿者以及广大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

电影《北京 2022》由北京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出品，张
艺谋担任监制，陆川担任导演，张和平担任总顾问。该片以

“北京——铸造赛场”和“运动员——回归赛场”为主线，以小
见大，从体育健儿、赛事组织者、参与者、志愿者以及普通人的
视角，讲述冬奥背后汗水与泪水交织的故事。作为北京冬奥
会官方电影，《北京2022》以独特的艺术视角记录下冬奥赛场
最动人的瞬间、运动员最真实的内心感受，也让观众跟着镜头
再一次沉浸式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了解体育健儿备战冬
奥前后的心路历程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从创作之初，我们就希望这是一部记录历史的作品，同
时也想全景式呈现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中国是如何筹
办赛事的，全世界运动员是如何参赛的，所有冬奥幕后人员是
如何把国际性赛事办好的。”在河北师范大学放映结束后，制
片人李丽莎介绍了该片创作的幕后故事。

据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有1.8万余名赛会志愿
者在各自的岗位上展现风采，其中张家口赛区赛会志愿者
4000 余人。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志愿者何思恬表示，《北京
2022》真实生动地记录下冬奥赛场内外的感人故事，自己的付
出能够被许多人看到，内心非常感动。

此次电影高校行活动旨在持续传承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让更多青年感受中国故事、中国风貌、中国理念、中国情怀和
中国力量。据悉，《北京 2022》还将走进河北大学等省内高
校，和广大师生一起重温那段难忘的冬奥旅程，激发广大青年
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的热情。

看冬奥电影 筑青春之梦

北 京 冬 奥 会 官 方 电 影
《北京2022》走进我省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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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薪
火相传。据不完全统计，6月10日“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
博单位组织开展了 7200 余项线上线下
活动，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河北，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
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近年来文物考古
工作持续推进。今年年初，尚义县四台
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
新发现”，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过渡研究
提供了直接证据。日前，国家文物局召
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
会，通报了河北商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等
4项重要考古成果。

文物，讲述着动人故事，记录着时代
信息，承载着灿烂文明，勾勒出中华民族
成长的模样。文物工作，承担着寻根探
源的重要使命，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利
用对于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中华民族的崭新
篇章。

珍视历史，敬畏文化。近年来，围
绕文物工作，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规划，比如《关于让文物活起来、
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意见》《全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体系规划纲要》《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等。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保护监管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拯救老
屋行动、文明守望工程等实施，各地区各部门联动合作日益
频繁。

文物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夏文
化、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
进，深海考古谱写新篇章……中华文明研究持续深化，充分挖
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其中，河北围绕长城、大运
河、明清皇家陵寝、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等 4 项世界文化遗
产，以及各地的重要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等不断加强交流
合作，从本体保护、环境治理、资金支持、机制创新等层面推进
保护和有序开发。

古老与现代不矛盾，文物同生活不隔阂。三星堆考古
直播、海昏侯墓文物展等引发现象级关注；“唐宫夜宴”“只
此青绿”等节目深受观众好评；正定古城重现北方雄镇风
貌，承德避暑山庄吸引四方游客……这些无不说明，只要使
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
来，就能从精神深处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更好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文化。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遗产日，犹如一扇窗，记录和
讲述着我国各地重大考古成果和文物保护成效。我国辽阔的
锦绣大地上，文物古迹粲然可观，文化遗产多姿多彩，一幅古
今辉映、灿烂辉煌的文化长卷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