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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18 日，魏县东代固镇后闫庄
村，村内道路两旁还残留着积雪。村民活动广
场上，几位老人正聚在一起悠闲地唠嗑。

“走吧，看看今天食堂做的是啥好吃的。”临
近中午，77岁的村民卫士礼和几位老伙计一起
走向村委会旁的幸福食堂。

“今天是大锅菜，主食是馒头，马上开饭。”
看到老人们陆续进入餐厅，食堂志愿者们热情
地招呼，引导大家有序入座。

“肉片肥而不腻，粉条、白菜炖得挺烂糊，正
合胃口。”卫士礼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
工，家里常年就他们老两口，每天三顿饭成了一
桩麻烦事，“自从村里开设食堂，不用自个动手，
就解决了一天三顿饭问题。”

“食堂的饭菜天天不重样，不仅要让老人吃
得饱，还要吃得好。”后闫庄村党支部书记陈海
岭介绍，村里 60 岁以上老年人来食堂就餐，早
饭、晚饭各收费2元，午饭收费6元；现在每天来
食堂就餐的老人有近30位。

说话间，志愿者将几份热腾腾的饭菜打
包，骑上电动自行车，开始上门配送。“对行
动不便的老人，由志愿者送餐上门，保证这些
老人都能吃上热乎饭。”陈海岭说，幸福食堂
场地由村委会免费提供，由志愿者义务管理，
对低保、特困老年人及困难老党员免费，70
岁以上独居老人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可享受适
当补贴。

魏县是百万人口大县，也是国家劳务输出
示范县，全县长年在外务工人员 30 余万，农村
空巢老人日常饮食起居成了子女最大的牵挂。
为解决乡村老年人“一餐热饭”问题，2022 年 7
月，该县在后闫庄村试点开办了全县首家乡村
老年食堂。

村里办食堂，钱从哪儿来？
魏县民政局局长郑战东介绍，经多方调研，

该县采用“政府助一点、集体补一点、社会捐一
点、个人拿一点”方式，合力解决资金问题。县
政府将每年福利彩票公益金县级留存部分的
80%，用于食堂建设运营；村集体利用筹资等方
式，为食堂运营提供资金支持；食堂实行成本价
供餐，按照“个人申报、集体核查、民主评议、公
开公示、民政备案”程序确定补贴对象，给予饭菜价格60%至80%的补贴。

“配备独立厨房操作间，就餐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配置适合老年人
生活需要的无障碍设施”“提供适合老年人饮食习惯的营养配餐”……在总
结后闫庄村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23年魏县将老年食堂升级为幸福食堂，
制定了《幸福食堂实施细则》，对设施设备配置等提出具体要求，让幸福食堂
建设有了可操作的标准。

此外，魏县民政局还开发了“颐养魏州”小程序，通过设置幸福食堂、居
家照护、中医康复、适老产品等贴近老年人生活的服务功能，让老人或者其
子女动动手指，就能把居家养老服务“叫”到身边。

后闫庄村将图书阅览室、医疗室搬进了幸福食堂，还添置了电视机、棋
牌桌、书法桌等文娱活动设施，不仅能提供一餐热饭，还丰富了老年人的精
神生活。

“今后将不断完善养老服务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检查，
加强对幸福食堂设施安全和食品卫生检查，实现持续规范运营。”魏县民政
局三级主任科员张智勇介绍，目前全县已建成幸福食堂24家，帮助1000余
户家庭解决了老人的一日三餐问题。2023 年 12 月 20 日，记者漫步霸州

市博物馆，体会这片土地上边关文化、榷
场文化、农耕文化、水文化、商贾文化的
发展嬗变，“千年水乡古郡，京南文化名
城”仿佛尽收眼底。

“历史博物馆主要展示了霸州的历
史变迁，展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 130
余件。”伴随着讲解员韩梓怡的讲述，记
者进入位于霸州市博物馆一层东侧的历
史博物馆。在这里，有出土于北庄头村
圆通寺的“镇馆三宝”明代铜象、铜狮和
铜犼，也有出土于花桑木村的北宋定窑
瓷枕。走近细观，以浅浮雕工艺制作而
成的瓷枕，呈现出一种简洁大方的美
感。馆内陈列的大量展品，阐释了霸州
历史文化架构的多元化和连续性。

位于二层的民俗风情馆，则从不同
角度向游客展示了霸州独具特色的风土
人情、民间习俗。

“胜芳镇南音乐会堪称古代艺术的
活化石，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比纳
西古乐还早 1000 多年。”在韩梓怡的娓
娓讲述中，这一古老民间音乐的前世今
生渐渐清晰。胜芳镇南音乐会属于冀中
笙管音乐，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霸州民间文化的
一张代表性名片。

漫步民俗风情馆，胜芳花灯、杨芬港
泥人、小辛庄戏靴……近30项国家级和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劳动人民
智慧的结晶，也是霸州文明史的生动写
照和历史见证。

你肯定想不到，生活中司空见惯的
交通工具自行车，竟然也有自己的博
物馆。

位于霸州市博物馆四层的中国自行
车博物馆，是该馆最具特色的展馆。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自行车大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结婚四大件”之一
的自行车，曾经承载了无数家庭的梦
想。“自行车的历史或许远比你想象的有
趣。”说起自行车，中国自行车博物馆馆
长张卫民打开了话匣子。他介绍，馆内
收藏有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年代的
精品自行车500余辆，目前展出的有300
余辆。“我们馆内既有英国‘凤头’‘汉堡’
以及德国‘哈雷’等享誉海外的自行车品

牌，也有曾经风行国内的‘红旗’‘飞鸽’
‘永久’‘凤凰’等。一圈转下来，你想不
了解自行车背后的故事都难。”张卫
民说。

皮带传动自行车、军用自行车、折叠
自行车……馆内各种类型和用途的自行
车，让记者大饱眼福。

“走，带你去看看镇馆之宝‘白金
人’。”说话间，张卫民带记者来到一辆锃
光瓦亮的自行车旁边。“‘白金人’1910
年产于英国，当时只生产了100辆，据说
国内只有 10 辆，但现在能够找到的、保

存完好的仅此一辆。”
关于“白金人”还有一段有趣的故

事。“白金人”当年是限量生产的，历来为
自行车收藏家所青睐。“一位英国收藏
家，曾想以一辆劳斯莱斯来换购‘白金
人’，但被原收藏人王明玺先生婉拒。后
来王先生为霸州打造文化品牌的决心和
诚意所感动，将‘白金人’捐赠给了我
们。”张卫民介绍。

在中国自行车博物馆，记者遇到了
来自定州的游客刘晓丽。“这里着实让我
眼界大开，没想到咱河北还有这样的博
物馆，可以见识到不同种类的自行车，更
没想到自行车背后还有这么多有趣的小
故事。”刘晓丽说。

地处小城市，内藏大乾坤。如何让更
多人知道、了解这里的文物和收藏品呢？
近年来，在霸州市博物馆馆长郑世凯的
带领下，该馆不断提升品质，加大宣传力
度，开展了“镜里乾坤”馆藏文物线上展、

“穿越时空的对话——霸州名人馆”人物
系列线上展、“翰墨益津 丹青雅集”癸
卯全国名家书画展等一系列线上线下展
览，每年开展“自行车变装巡游”等十余
项文化活动，还通过该馆公众号及抖音、
快手等平台，发布宣传推介霸州历史文
化品牌的相关内容，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们以霸州市博物馆为窗口，弘
扬、传播家乡历史文化，积极促进交流融
合，努力打造全新的文化品牌，不断增强
霸州的文化影响力，吸引更多外地游客
走进霸州、走进博物馆参观游览。”在郑
世凯眼中，霸州市博物馆是这个城市的
文化缩影，也是发掘传承霸州历史文化
的平台。

2023年11月29日，唐山市滦南
县司各庄镇贾林子村村民贾兆国早
早忙完家里的活计，往村演艺室赶
去。“今天老贾带着徒弟排演皮影戏，
我去过过戏瘾。”贾兆国高兴地说。

贾兆国口中的“老贾”，是同村
73岁的村民贾祥民。因为爱好皮影
戏，贾祥民在村里建设了皮影传承
基地，并组建起皮影艺术团。2023
年 6 月，贾祥民的皮影传承基地挂
上了新牌子——“艺术之约·文化惠
民”名家工作室。

“这是把戏台子搭到咱家门口
了。”贾兆国说，以前村里一年到头也
没几场演出，“自从老贾的基地挂牌
后，不光演出场次多了，还能‘点戏’，
就像给村里人开了个‘戏曲频道’。”

说话间，贾兆国来到村演艺室，
还没进门就听见演员咿咿呀呀的练
嗓声。“老贾，今天要唱哪折？”贾兆
国一边在一群等着看戏的乡亲中挤
了个座，一边问道。

“《五锋山》选段，马上开演！”贾
祥民答。

很快，伴奏响起。一块幕布后，
贾祥民与徒弟相互配合，口中唱念
有词，薄薄的皮影人在他们娴熟的
摆动中活灵活现。

一曲作罢，趁着演员们换场休
息，贾兆国和几名村民在后台找到贾
祥民：“老贾，教我们耍两下子中不？”

“中啊，大伙儿一块儿上手才热
闹，我这名家工作室也更有意义。”
说着，贾祥民演示了起来，“这是撵
杆，需要灵活运用5根手指，控制人
物的细腻动作和神态。这是掰杆，通
过手掌和手指配合，来控制皮影的
大幅度动作……”

“不仅能在家门口看戏，还能跟
着师傅学戏，咱农村人的生活也忒
带劲儿了。”贾兆国边拨弄着手里的
皮影，边笑着说。

“名家工作室不仅为村民们打造
了‘抬腿就到，推门就进’的文化空
间，也让皮影文化焕发了新活力。”贾

祥民说，基地挂牌后，剧团名气大了，
吸引众多皮影戏爱好者前来学习交
流，“通过与各地皮影戏演员合作，我
们的受众群体也在不断扩大，皮影文
化的传承之路更宽广了。”

唐山在激活乡村文化生命力的
同时，也让文化创造出更丰富的价
值与效益。

“董老师，快看看我新做的这批
泥老虎中不中。”2023 年 11 月 28
日，乐亭县乐亭镇井侯庄村63岁的
村民侯远山，来到十六居非遗传承
基地，向“小师傅”董壮壮“交作业”。

2023年10月，作为“乐亭泥人”
非遗项目市级传承人，“85后”青年
董壮壮被吸纳进唐山文化空间建设
队伍，定期开展乐亭泥人制作技艺
培训，他所在的十六居非遗传承基
地也成为唐山手工体验坊类文化空
间的“主阵地”之一。守着家门口的

“文化宝地”，侯远山成了他的第一
批学生。

“这批泥老虎做得好，脱模、上
色、模线处理得都不错，我留下了。”
仔细查看后，董壮壮拿出手机给侯远
山转账，“一共30只，给您300元。”

在董壮壮看来，创新非遗文化
体验是“活化传承”的重要方式。“通
过‘基地+传承人+农户’的模式，在
潜移默化中厚植村民们的艺术情
怀，实现非遗搭台、好品‘唱戏’，赋
予地域文化新活力。”董壮壮说。

“材料师傅给，产品还能帮着
卖。只要学好技术，咱村里人也能吃
上‘文化’饭。”侯远山拿着老师给的
新泥坯，笑着说，“趁着农闲，我准备
再捏些新产品，争取卖个好价钱。”

以基层为基础，以艺术为媒介。
2023 年，唐山市不断拓展“艺术之
约·文化惠民”文化空间，积极将公
共文化空间建设延伸到乡村，并依
托各类文化名家领衔、驻场、指导开
展活动的艺术工作室、手工体验坊、
演艺新空间、阅读好去处等，提升农
村居民的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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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持续拓展乡村文化空间

戏台子搭到咱家门口
河北日报记者 师 源

走进千年古城 体验“骑行之旅”
——霸州市博物馆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围场“木兰冬捕季”开渔啦！
河北日报记者 李建成

2023年12月20日，中国自行车博物馆馆长张卫民向记者介绍展出的自行车。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摄

鱼是中国人年夜饭桌上的主角之一，
寓意“年年有余”。岁初寒冬，鱼类肉质饱
满，味道尤为鲜美。一场冬捕活动，应时
而来。

1 月 6 日早 9 时，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钓鱼台水库，气温低至零下 20℃。
水库边，上、中、下三个停车场里汽车停得
满满当当，冰面上游客人头攒动，都为“踏
冰寻鱼”而来。

“满族是个渔猎民族，自古就有冬捕
的传统。”“鱼把头”路振东身穿羊皮袄、头
戴毡帽，一边指挥破冰下网一边介绍。钓
鱼台水库水域面积53.3万平方米，年蓄水
量1250万立方米，水库被青山环抱，水质
常年清澈。水库里生存着 20 多种鱼类，
每年严冬冰层厚度达 80 厘米，冰冻期 70
余天，是京津冀区域最适宜开展冬捕活动
的地方之一。

9时45分，“木兰冬捕季”第一场冬捕
活动开始收网。两台拖拉机拖着渔网缓
行向前，几百米长的渔网逐渐露出冰面。
路振东与其他7名渔民喊着整齐的号子，
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拉动着捕鱼网。

“出鱼啦！”随着活蹦乱跳的鲜鱼在网
中打着滚、撒着欢蹦上冰面，冬捕现场一
下热闹起来。有的掏出手机拍照，有的到
鱼堆里挑鱼，有的开始网络直播……游客
们脸上洋溢着欢笑。

最受游客关注的是头鱼拍卖。接近
10点，两位渔民抬着一条披红戴花的“胖
头鱼”（鳙鱼）走上了拍卖台。“本网头鱼重
36斤，大家都知道头鱼是吉祥、好运的象
征，欢迎大家踊跃竞拍。”拍卖会主持人话
音一落，报价声立刻响起。

头鱼拍卖结束，鱼市随即开业。刚
捕上来的鲜鱼有的还在呼吸，游客们你
挑我选，竞相询价购买。“买条鱼，沾点福
气。”北京游客李志伟花费 150 元买了一
条 10 斤重的“胖头鱼”，脸上笑开了花。
李志伟喜欢冬捕，但以前都是在电视上
看查干湖冬捕，想去又太远。这次从媒
体得知围场冬捕的消息，5 日晚上特意
赶到承德。“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
北。没想到河北冬季也有这么多好玩

的。”李志伟说，今冬外出休闲有了更多
新选择。

临近中午，鱼售卖一空，路振东脸上
掩饰不住丰收的喜悦。在钓鱼台水库养
鱼多年，因为销路问题，渔民们赚得不
多。2023 年初，围场在钓鱼台水库举办
了第一届冬捕活动，虽然规模不大，渔民
们还是小赚了一笔。今年，随着前期宣传
力度加大，活动设计更加丰富，把“胖头
鱼”变成了旅游商品，路振东感觉今年会

有个“大丰收”。
据了解，此次“木兰冬捕季”将持续至

2月24日，共分为“木兰冬捕”赏围场、“民
族团结”观围场、“寻找年味”逛围场、“跟
着赛事”游围场、“畅玩冰雪”享围场五部
分。活动现场，游客可以观冬捕、看民俗，
沉浸式体验冬日围场。同时在伊逊河中
上游，围场还在冰面做冰雕、搭建“木兰木
作”小屋，创办渔猎、年货大集，让新年“烟
火气”在冰面集聚。

2024年1月6
日，在围场满族蒙
古族自治县钓鱼
台水库，游客在冬
捕现场的渔猎市
集选购鲜鱼。
河北日报通讯员

孙占军摄

（上接第一版）展台布置等多方面认真
准备，积极抢抓推介会机遇，深耕河北
水利市场。“此次推介会让我们和项目
法人单位有了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机会，
为彼此达成合作搭建了平台，有助于公

司做好河北水毁修复重建工作。”刘鹏
表示。

河北唐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
以从事水利工程为主的河北企业，沙河行
唐段（京昆高速-新乐界）河道整治工程、

滹沱河（深泽段）附属设施水毁修复建设
工程、涞源县农村饮水水毁恢复重建工程
是公司的意向项目。

“按照国债支持范围，保定主要在灾
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能力提升、中小河

流和山洪沟治理能力建设、灌区改造项
目修复领域谋划水利重建项目，共谋划
水利项目 229个，总投资超 500亿元。”推
介会上，保定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向与
会者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推介现场签署意向合
作书 6000 余份，签署意向的项目投资金
额达900亿元。

（上接第一版）化肥等必要的生产物资，支
持其恢复特色优势产业生产能力，谋划“短
平快”特色产业项目。对脱贫人口和防止返
贫监测对象自主发展或实质性参与优势特
色产业，达到规定标准的进行以奖代补。加
强就业监测调度，指导各乡镇建立受灾村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监测信息台
账，在9类重点人员台账的基础上建立完
善受灾就业困难人员信息台账，优先保证

有劳动能力的零就业家庭至少有1人实现
就业。围绕排涝清淤、灾后重建、生态修复
等，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受灾就
业困难人员。对优先吸纳脱贫人口就近就
地就业的企业和就业帮扶车间，落实好吸
纳就业补贴等政策。2023年，全县整合涉农
资金3.36亿元，安排产业项目82个，占资
金总量的86.77%；玖兴养鸡、宝迪养猪、黑
木耳种植等脱贫产业带动脱贫群众户均增

收 5000 元以上；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
17991人，完成年度任务的115.82%。

巩固和提升一起抓，做实民生保障。
加强住房安全保障，对受灾农户住房安全
开展全面排查，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纳入危
房改造或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加强饮水
安全保障，对正常供水受影响的村，做好
受灾饮水安全排查，通过新开辟水源、应
急调水、管网延伸覆盖、设立集中供水点、

净化消毒等方式，保证基本饮用水供应，
确保群众吃上放心水。强化义务教育保
障，持续做好控辍保学，防止出现义务教
育阶段因灾失学辍学现象；对灾后存在因
学返贫致贫风险的家庭实行重点帮扶，确
保各学段帮扶资助政策落实到位。2023
年，围绕“达到灾前、超过灾前”目标，该县
共谋划饮水、教育、医疗等灾后重建项目
54个，总投资21.48亿元。

全省600余个灾后恢复重建水利项目对外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