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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博物馆：一片颜色此中藏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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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安 看 新
河北日报讯（李见）近日，行走在雄

安新区街头，人们的目光会被路两侧一
根根充满设计感的“电线杆”所吸引。
在雄安，它们不叫电线杆，而叫多功能
信息杆柱，身上藏着一座城市的智能
密码。

在雄安新区，一根根信息杆柱就像
站立街头的一双双眼睛、一个个卫士，不
眠 不 休 地 为“ 城 市 大 脑 ”提 供 着 各 种
数据。

它既是路灯，同时也是座椅；它可以
发射 5G 信号，也可以一键式报警；它能
提供多媒体显示屏和广播，还能辅助交
通调度指挥和行政执法；它可以根据环
境和天气情况自动调节照明强度，还可
以对城市环境相关指标进行实时监测。
多功能信息杆柱在节约投资的同时，也
降低了资源维护投入，集资源整合、管理
集约化于一体，显著提升了城市及市政
的服务能力。

驾车由北向南行驶在容东片区渥城
北路，五个路口的红绿灯根据东西向的车
流量自动切换模式，流量大时为正常模
式，流量小时为黄灯，在保证行人安全的
同时大大提高了机动车通行效率。

“智能”“精准”是笔者最大的感受，秘
密同样藏在多功能信息杆柱里。容东片
区12.7平方公里区域内，总里程达153公

里的道路上架设了 7500 多根信息杆柱，
主干、次干、支路、街巷道路、隧道等全部
市政道路，首次全面安装了多功能信息杆
柱，是全国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数字道
路，为智能交通、车路协同的技术攻关提
供数字试验场景。

漫步雄安，随处可见的是以人为本、
绿色健康、智慧共享的生活模式。可乘坐
10人左右的车辆，通过智能生成线路，动

态响应需求，为人们提供“门到门”服务；
小区门口就有公交站，每天通过手机可以
实时看到公交车的行程，踩着点出门，走
到站点上车，一分钟都不用等，省时省心
还省钱……这一切“妙不可言”的操作都
离不开道路旁一根根多功能信息杆柱。
它们通过摄像头、雷达、5G、边缘计算节
点等智能设施，实现图像数据、雷达数据、
状态感知数据等交通全量数据的采集、汇

聚和实时传输，使人、车、路、物实现了实
时互联互通。

目前，雄安新区已在容东、雄东、容西
片区开展了车路协同和多功能信息杆柱
业务，助力构建便捷、安全、绿色、智能、经
济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将来多功能信息杆
柱将作为雄安智能城市物联网入口，为新
区的老百姓带来更便捷的服务，提供更多

“妙不可言”的生活场景。

不一样的“电线杆”，藏着雄安的智能密码

近日拍摄的
雄安新区启动区
道路上的多功能
信息杆柱。

刘光昱摄

11 月 3 日，定州博物馆“天下大白”
展厅内，国宝级文物白釉刻花龙首大净
瓶昂首挺立。

一束光线，落在它秀美的肩颈上，折
射出淡淡的釉色，弥漫着与生俱来的素
雅和高贵。那优美的造型、莹润的釉色、
沉稳的刻工，即使穿越千年，依然动人
心魄。

“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作为中国
古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创烧于隋唐，至
北宋达到高峰。元代以后，不仅烧制技艺
失传，连窑址所在地也湮没无考。随着近
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发掘逐渐揭开定窑
迷雾，确定窑址主要分布在今曲阳涧磁村
一带，而最美的定瓷文物，则在今之定州。

“定瓷因定州而命名。定瓷，是河北
的文化名片，是中国传统技艺的结晶。”
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玲告诉记者，上世
纪六十年代末，定州考古发掘静志寺、净
众院塔基地宫，出土文物800多件（套），
再现了定州自北魏经隋唐至宋初五百多
年间，石雕、金工、制瓷、丝织、绘画等工
艺之发达。其中，定瓷有 169 件，件件精
美，特别是被誉为“定瓷之王”的白釉刻
花龙首大净瓶，更是风华绝代。

只见它瓶颈细长，颈中部塑圆盘，圆
肩、鼓腹、卧足，以刻花技法通体饰莲纹、
竹节纹、菊纹等纹饰，一侧塑有龙首状短
流，龙首高昂，气势飞扬……

因烧造技术难度高，瓷器史上素有
“自古定窑无大器”之说。但这件大净瓶
高60.9厘米，腹径19.1厘米，底径10.1厘
米，完全颠覆了传统认知，不仅是定州博
物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迄今存
世宋代早期体量最大的一件定瓷，堪称
我国陶瓷考古史上极为重要的发现。

“考古人员发现它时，它依旧保持着

挺立姿态，静静地伫立在石函上。”在齐
增玲的指引下，记者在展厅一角，见到了
富有沧桑历史感的石函。俯身细观，只见
石函顶盖居中处，仍残留着大净瓶屹立
千年而留下的一圈褐色痕迹。

千年印记，见证工匠精神，凝结岁月
风云，令人心潮澎湃。

“古时定州多次经历地震，而这件国
宝却千年不倒，令人惊叹不已。”齐增玲
告诉记者，历史上除供朝廷御用外，定瓷
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送到埃及、
印度、日本等国家，促进了文明的交流
互鉴。

一件文物，一段故事。静谧的展柜
中，流动着神奇的文化密码。

定州，是汉代中山国故地。目前的考
古发掘资料显示，两汉十七代中山王，除

了刘胜、刘竟、刘衎外，其余诸王及其陪
葬墓均在今定州境内。其中，第十六代中
山王刘畅墓，堪称继满城汉墓（刘胜窦绾
墓）之后，我省考古领域又一重大发现。

“汉家陵阙”展厅的一个独立展室
内，工作人员开启射灯，柔和的光线自下
而上穿过那静谧安躺的玉璧，青绿色光
泽弥散开来。东汉中山穆王刘畅放在胸
前近两千年的龙螭衔环谷纹青玉璧，梦
幻般地出现在眼前。

中国人尚玉。中华传统文化中，玉既
是祭祀礼器，又是权贵地位的象征。玉
璧，地位尤尊。这块玉璧通高 30.5厘米，
直径 24.4厘米，厚 1.1厘米，由整块新疆
和田青玉雕琢而成。玉色莹润透亮，纹饰
疏密有致，造型古朴大方。玉璧上部透雕
相对的一龙一螭，以阴刻线勾勒口、眼、

鼻、耳及足爪和云气纹，两兽同衔一环，
腾云翻转，动感十足……

“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大、最完整的
一块出廓玉璧，也是定州博物馆三大‘镇
馆之宝’之一。”齐增玲告诉记者，绝顶美
玉最见工艺，这种在圆形轮廓内部或外
部雕刻龙纹、螭纹等镂空纹饰的玉璧形
制，被称为“出廓璧”。其工艺远胜于圆形
圆孔的传统玉璧，囊括了透雕、圆雕、线
雕等技法，代表当时最高的玉器设计和
雕刻水平。

工艺造型的背后，往往透露着古人
的审美取向和精神追求。

不远处，陈列着另一件镇馆之宝透
雕神仙故事玉座屏。这件玉座屏也出土
于刘畅墓，与传统玉器单形器的基本形
制不同，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十分
罕见。

“这件玉座屏极其珍贵。”齐增玲
介绍，其上屏片神仙人物为西王母，周
围有青鸟、朱雀、九尾狐、三足乌、玉
兔；下屏片神仙人物为东王公，周围有
羽人、熊、玄武。此外，两侧支架上还透
雕青龙、白虎。“这些道教题材的神话
形象，主要出现在汉代壁画、画像砖
上，在玉器上雕刻还是第一次发现，反
映了汉代贵族对道家思想的推崇。”

博物馆，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最能彰
显历史文脉。

“汉家陵阙”“北朝佛陀”“天下大白”
“尘外千年”“金翠明珠”“故乡星空”……
行走在定州博物馆展厅内，犹如置身于
历史长河，5 万余件馆藏文物讲述着定
州的风云变幻。齐增玲告诉记者，自
2018年新馆正式开放以来，年均参观人
次近 40 万，人们可以在此穿越时空，感
受中华文明的历史脉动。

11月3日，参观者在定州博物馆欣赏国宝级文物白釉刻花龙首大净瓶。
通讯员 高铭阳摄

11 月 16 日 7 时 46 分，把孩子送到学校后，赵
云红兴冲冲地赶到隆化县零工市场。今天是星期
四，“就业早市”每周一次开市的日子，她想来碰碰
运气。

赵云红今年 45 岁，家住隆化县安州街道，两
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既要照看孩子，
又要照顾双方老人，赵云红一直没上班，全靠丈夫
外出打工赚钱养家。今年，家里四位老人先后多次
住院，让本来就紧巴巴的日子愈发窘迫，赵云红动
了找工作的心思。

“一是因为接送孩子时间不自由，二是因为岁
数偏大适合的岗位少，活是真难找啊。”赵云红托亲
戚、找朋友，忙活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11月9日，是个星期四，赵云红到隆化城西的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早市买菜时，发现马路对面聚了
不少人。买完菜凑过去一看，原来是隆化县零工市
场“就业早市”开市，工作人员正在发放“就业创业
政策明白纸”，登记零工求职意向，免费帮助就业。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隆化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针对百姓就业需求，特意选址在人
流量大的城西早市对面，建成零工市场。市场内设
有多个专区，可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咨询、特殊群体
岗位推荐、零工信息登记、企业现场面试、网络直
播带岗等十几项服务，畅通零工就业信息，搭建零
工供需就业平台。

因急着做饭送孩子，赵云红拿了一张明白纸
就回家了。这个星期四，她又来了。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工作人员董艳萍微
笑着和赵云红打招呼。

“我想找个工作。”赵云红声音不大，有点难
为情。

“好的，您先填一下求职意向表，我再找找适合
的用工信息。”董艳萍拿出一张表指导赵云红填写。

姓名赵云红，年龄45岁，学历大专，要求本地
就业、时间自由，期望工资 3000 元……赵云红一
边填表，董艳萍一边在电脑里寻找用工信息。

“大专学历，形象气质都不错，还真有一个适
合你的工作。”董艳萍向赵云红介绍了一条用工信
息：某护眼膏的隆化代理正在招募市场推广。

“这份工作虽然没有底薪，但时间自由，已经招了4个人，都是和你一样
的‘宝妈’，每个月少的能挣3000多块钱，多的能挣5000多块钱呢。”董艳萍
耐心给赵云红推荐。

“受时间限制，我保姆做不成、超市干不了，真没想到在这儿一次就找到
工作了。”赵云红开心地笑了。

“等我给潘总打个电话。”董艳萍拿起电话给代理商潘悦曦详细介绍了
赵云红的情况。8时10分，潘悦曦赶到零工市场，简单面试后通知赵云红下
周一上岗。

这一个早晨，董艳萍和同事们接待了25名求职人员，大多是45岁以上
的妇女。“这个群体大多上有老下有小，务工时间受限，只能灵活就业。”隆化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就业服务局局长赵彦国介绍，为满足灵
活就业人员的就业需求，零工市场工作人员已走访了县城11个社区的1200
多个个体商户，征集各类灵活用工岗位500多个。这些用工信息通过各村、
各社区的微信群，直接传递到千家万户。目前，已帮助200多人实现本地灵
活就业，500多人到外地企业就业。

“‘就业早市’真能帮咱老百姓快速就业。”临回家前，赵云红对董艳萍竖
起了大拇指。

11月16日，隆化县零工市场工作人员正在指导赵云红（左）填写求职意
向表。 河北日报记者 李建成摄

沧 州 金 仓 精 细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9280554822972）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现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徐栋，清算组成员：于爱玲，公司联系
人：徐栋、于爱玲，联系电话：18653320708，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
东部化工区化工路15号淄博金马化工厂二楼会议室。

特此公告。
沧州金仓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1日

注 销 公 告

融媒看点

发布时间：11月18日
首发媒体：河北日报客户端
呈现方式：长图
河北，自古以来就是戏曲的

热土。河北梆子、评剧、京剧、豫
剧等众多戏曲剧种在这片土地上

演绎着人生百态、时代变迁，渲染
着河北“北方戏窝子”的厚重底
色。本产品用长图的形式展现河
北各剧种的起源、分布情况，介绍
经典剧目，尽显名家风采，创作风
格唯美大气，让网友眼前一亮。

以创新思维和举措推进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
（上接第一版）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领跑者”企业利用市场机制整合资源做
大做强……一系列措施，正推动新型工
业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省
委全会部署要求，为我们做好灾后恢复
重建、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付振波表示，将时
刻保持“事争一流、务实担当、走在前列”
的精神状态，持续以项目引领做优做强
主导产业，以创新驱动推进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以“领跑者”企业带动打
造立县兴县特色产业集群，大力推进新
型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用好改革开放
关键一招。

“今年以来，秦皇岛全力打造‘近悦
远来’营商环境新名片，建立健全派驻企
业‘政府服务代表制度’，创新合同履约

‘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信用监管机
制，信用指数排名全国前列。”秦皇岛市

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关金一说，他们将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省委全会精神，对重点项目实行专
班对接、精准服务、智慧破题，高质量推
进港口转型升级和港产城融合发展。馆
陶县委书记王立伟表示，将对标省委全
会精神，对当前各项工作进行再梳理、再
谋划、再部署，持续开展精准招商、产业
链招商，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坚持用好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您‘码’上
说、我马上办”社情民意服务平台和“政
企同心谈”等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1月22日，在北新建材涿州分公司
矿棉板车间、涂料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
紧赶制订单，全力供应群众采购建筑材料
的“建材大集”。“总书记的牵挂惦念让我们
倍感温暖，省委全会提出要解决好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加坚定了我们干事的
信心和决心。”包联干部、涿州高新区财政
局局长王秀敏说，他们将时刻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落实好省委全会各项部署要
求，及时了解企业的诉求，尽最大努力帮

助受灾群众和企业、商户渡过难关。
天蓝地绿水秀，是河北发展的底色。

近年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持续开
展“百万棵树城乡绿化行动”，栽植各类
乔灌木 102.5 万株，修复治理退化草地
5.2万亩，推动当地城乡生态环境进一步
改善。该县副县长谭赋说，接下来将按照
省委全会安排部署，坚决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科学抓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凝心
聚力加快推进绿色转型。

使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更加可
视可感可行，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乐亭县委书记李轶表示，将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省委全会精神，系统规划推进防灾
减灾救灾体系和能力建设，着重建设滦
河大堤、滦河小埝、二滦河小埝等9项防
洪工程，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确保
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县人民。

（记者霍相博、赵建、孙青、王璐丹、
米彦泽、郭猛、张辉、陈宝云、寇国莹、郭
东、刘剑英）

（上接第一版）张大众介绍，现在，全镇每天
白菜的产销情况都要统计上报。“下一步，
涿州的几所学校将采购30万斤，商超还将
继续采销 100 万斤，我们还将推进本地的
蔬菜合作社对白菜进行深加工，制作成酸
菜，预计用量达3000万斤。”

东冯村41岁的“种菜大户”王雪芳干起
活来干脆利落，左手撇走多余菜叶，右手挥
舞菜刀，咔咔三两下，一棵饱满翠绿的白菜
便被她搂在了怀中。她今年种了100多亩白
菜，虽然看到不少村民已经开始卖菜，但王
雪芳觉得价格有点儿低，还是想等一等。她
把砍下的白菜整齐地堆起来，一排排白菜
垛延伸向远方。整块地采收完成后，她准备
把白菜堆成大垛，盖上草帘、塑料布等进行
冬储。“春节前菜价或许会涨，希望那时候
能卖更好的价钱。”

王雪芳的白菜地旁，是邻居家的麦地。此
时的麦苗，绿油油一片，长势喜人。王雪芳也
在谋划明年开春的种植，她准备白菜收完后
在地里种上玉米，争取来年能有个好收成。

目前，刁窝镇的大白菜采收仍在紧张
进行中。如您想购买当地的大白菜，可拨打
热线电话：0312- 3753772（工作时间），
0312-3752030（非工作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