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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近3万人拉花炫古城
河北日报记者 董 昌

拧肩、扭臂、翻腕……同为5岁的高鑫
源、高梓诺带着十多名小朋友举花伞、摇
彩扇，欢快地扭着拉花。天津游客刘俊把
小外孙扛在肩膀上观看，每到精彩处，胖
嘟嘟的小家伙都会使劲鼓掌。

这是 2 月 17 日井陉县“拉花井陉·龙
年龘龘”健身操普及推广暨申报万人拉花
大世界基尼斯活动主会场上的一幕。当
天，近 3 万名群众在天长古城等 189 个点
位同时开跳井陉拉花健身操，这也是该县
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扭拉花活动。

作为河北三大民间舞种之一，井陉拉
花早在 2006 年就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井陉人广场健身扭拉
花，正月过会扭拉花，体育休闲项目里也
有拉花。这种起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艺
术形式，已经与这座千年古县的风土人情
和社会习俗紧密相连。

“我们将非遗文化与假日旅游相结
合，策划推出了‘拉花井陉·龙年龘龘’健
身操普及推广系列活动，只为更好满足文
旅消费需求，给龙年春节增添欢乐祥和的
氛围。”井陉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
局长王雪梅介绍。

上午 10时，主会场的广场上，随着欢
快的音乐声响起，由来自全县各地、各行
业的 1500 多人组成的大型拉花健身操方
队正式开跳。整齐优美的舞姿、热情响亮
的口号，瞬间引爆全场，不少围观群众情
不自禁地跟着扭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热闹场景，坐在观礼区第
一排的武新全眼圈发红，不停地鼓掌。84
岁的武新全是井陉拉花国家级非遗传承
人，他从 8岁就开始练习井陉拉花。“井陉
拉花是这块土地的精气神。我扭拉花 76
年，这是第一次看到全城、全民同时扭拉
花的景象。”武新全激动地说，这次活动为
传承发展拉花艺术注入了新动力。

作为此次活动的一个重要点位，在井
陉县东南正村武新全家中，他的儿子、女
儿和孙女也在同步进行拉花表演。“过年
了，希望表演能给大家增添些年味儿。”武
新全的女儿武丽萍给慕名而来的观众打
招呼。

“县里把井陉拉花与全民健身有机结
合，通过对井陉拉花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改编出动作优美、健身实用的‘健
康井陉·全民拉花’健身操，并进行全面推
广普及。”王雪梅介绍，为了把这次普及推
广活动办精彩，井陉从去年12月开始组织
了拉花艺术骨干培训、乡镇文艺骨干培训
和全员辅导，并通过开展拉花展演初赛、
复赛和决赛，选拔出近 3万名基层群众参
加万人拉花展演。

聚餐是不少人过春节的重要安排，但你见
过规模近千人的聚餐吗？

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三。临近中午，临漳
县杜村集乡安庄村文化广场上，千人“同吃一锅
饭”即将开席。

“全村456户2000多口人，90%以上的村民
姓安。”正准备年度“述职”的村党支部书记安帅
元介绍，“同吃一锅饭”是安庄村每年初三新春
团拜会的固定内容之一，至今已有六七十年历
史，“除疫情期间外，这顿饭从未间断过。”

这顿饭很简单，只有大锅菜配馒头；这顿
饭又不简单，饭前，村干部要向全体村民汇报
去年重点给村民办了啥实事，今年打算干
点啥。

“去年村里对140多盏路灯进行了更换，咱
村的夜晚更亮堂了……”安帅元说，安庄村是全
乡较早进行街道硬化的村庄之一，但由于年久
失修，道路坑洼不平、汛期积水又成了新问题，
今年一定要把道路整修这个“硬骨头”啃下来。
同时，还计划流转土地，培育家庭农场、农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壮大集体经济，带动
村民增收。

“乡村振兴不仅要改善道路、排水等基础设
施，还要传播乡风文明。”接过话茬的是78岁的
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安新元。

“咱村外出务工青年比较多，这些年不少人
腰包都鼓起来了，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
现象有所抬头。”安新元抬高嗓门，“这股歪风必
须刹住。今年咱村要完善村规民约，其中就包
括细化红白事办理标准。无论是谁家办事，都
不能丢掉勤俭节约的好传统。”

白菜、豆腐、粉条、肉片……直径近两米的
大铁锅内，咕嘟嘟地冒着热气。中午时分，经过
近两小时灶火熬制的大锅菜已是香气扑鼻。欣
赏罢文艺表演的村民们拿着自家碗筷，三五成
群地汇聚到文化广场上。

“咱们还是老规矩，长辈先吃，晚辈后吃，
尊老敬老的观念要一代代传下去。”由于团拜
会现场餐桌数量有限，老人们坐到桌前，年轻人则自觉地站着或蹲
着吃饭。

“俺村的孝老敬亲在十里八乡都有名，谁要是不孝顺老人，在村
里都抬不起头。”春节返乡的青年安尚峰特意带着孩子前来吃大锅
菜，“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每年的这顿饭都会带孩子来，就是让
孩子从小懂得尊老敬老。”

“同吃一锅饭”，吃出邻里和睦好乡风。在安庄村，多年来没有打
架斗殴，甚至少有邻里纠纷。对村里的公益事业，村民们踊跃参与。
不同往年，今年的“同吃一锅饭”，还吃出了发展新思路。

“前些年都是外出务工，现在县里鼓励青年返乡创业，还出台了
不少扶持政策。俺想找几个伙计，一起在家乡搞设施蔬菜。”吃饭的
间隙，安尚峰和几位青年人聊起了新打算。

建村史馆，设立“红黑榜”，发挥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安
帅元表示，今年村里将把乡村德治作为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评
选身边榜样，鼓励村民见贤思齐，持续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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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我这大棚里的西红
柿，像不像一个个红灯笼？”

2 月 16 日，农历正月初七，
饶阳县菜农刘志坚在北空城村
蔬菜种植基地忙活，瞧着吊秧上
一嘟噜一嘟噜的西红柿，禁不住
喜上眉梢。

去年汛期，刘志坚的蔬菜
大棚被洪水浸泡，损失不小。
灾后恢复重建中，他在饶阳县
聘农技员宋长江的指导下，在
大棚里复种了多个品种的西红
柿，恰赶在春节前后上市，卖了
个好价钱。

“特别是我试种的草莓西红
柿，口感好，甜度高，一天一个
价，市场上供不应求。”刘志坚高
兴 地 说 ，现 在 只 后 悔 当 时 种
少了。

春风和煦，暖阳轻洒，北空
城村蔬菜种植基地里挂起了喜
庆的红灯笼，温室大棚成方连
片，一个连着一个。大棚里，甜
瓜、西红柿等长势喜人。去年开
春，宋长江在这里建了8个蔬菜
大棚。今年春节，他和家人在大
棚里过了新年。

“由于准备到位，我的大棚
里没有涌进洪水，因此损失相对
较小。”宋长江介绍，他搞大棚蔬
菜种植已有 30 多年，积累了不
少经验，也见证了饶阳蔬菜产业
的发展壮大。

去年汛期，洪水退去后，饶
阳县积极组织农户学习新型日
光温室的建设技术和先进的种
植技术，引导农户提高农业设施

重建标准，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
升级。

“我们抓紧时间修复大棚，
抢抓时机种上白菜、甘蓝、西红
柿等蔬菜，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
低。”宋长江说，他和不少县聘农
技员一起奔走在饶阳县各个蔬
菜种植村，义务给种植户做技术
指导，带领大家一起努力，把果
蔬产业做得更好、更强。

说话间，刘志坚又从大棚里
搬出一筐西红柿，把小货车装得
满满当当，准备运往附近的蔬菜
批发市场。“咱饶阳的西红柿品
质高，在市场上抢手着呢！”他告
诉记者。

如今在北空城村蔬菜种植
基地里，利用一部手机就可以
随时掌握每个大棚的环境动
态，实现自动铺卷棉被，自动调
节风量、温度、湿度等。这种全
过程智慧化运行模式，大大减
少了人工成本。新型稀土转光
膜等产品的应用，使蔬菜处于
最佳生长环境，有效促进蔬菜
对氮、磷、钾、锌等营养元素的
吸收。

春天来了，日子又充满着新
希望。宋长江说，过不了多久，
大棚里新一茬西红柿、甜瓜等果
蔬将开始挂果，届时欢迎大家来
体验采摘。

据了解，饶阳县设施蔬菜播
种面积达 34 万亩，年产各类蔬
菜 240 万吨，年供北京 70 万吨，
24 小时内可将新鲜果蔬送
达京津市民餐桌。

大棚里挂上“红灯笼”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焦 磊

2 月 14 日至 16 日，雄安新区乡村足
球庙会在安新大健康体育公园举办。雄
安新区安新县、雄县、容城县及各片区
选派的8支乡村足球队在乡村足球赛上激
烈角逐、以球会友，为龙年春节增添了
浓浓年味。

2 月 14 日，雄安新区乡村足球庙会
开幕现场热闹非凡。舞龙舞狮队伍在人
群中穿行，时而腾空跃起，时而翻滚扑
地，引来阵阵掌声。不少群众早早赶到
比 赛 现 场 ， 为 各 自 支 持 的 球 队 加 油
助威。

“嘟——”随着一声哨响，足球赛正
式开赛。赛场上，球员们奋力奔跑；赛
场边，加油喝彩声不断。“大家特别踊
跃，有的队员从 40多公里外的保定市赶
来参赛。大家都很开心，过足了球瘾。”
组队参赛的雄安居民臧昭说。

颁奖时刻最是激动人心。在球迷和
观众的欢呼声中，获胜队伍领到了含

“ 雄 ” 量 极 高 的 奖 品—— 一 兜 白 洋 淀
大鱼。

本次足球庙会，除了足球“村超”
外，还举办了“村晚”，3 天时间里举办
乡村足球赛、文艺大汇演、足球嘉年华

三个主题活动。
2 月 16 日上午举办的文艺大汇演，

分为网红大汇演和非遗展演两部分。农

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的出场，拉开
了网红大汇演的序幕。自媒体网红、乡
村文艺达人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展现
了雄安新区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新
气象。

非遗展演上，圈头音乐会、西河大
鼓、武术、舞狮表演等精彩节目将热闹
氛围推向高潮。表演者边表演边向两侧
群众挥手，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一
幕幕精彩的瞬间。“太精彩了！民俗演出
让我感受到浓浓的春节氛围，既热闹又
有趣。”前来参加活动的北京游客王女士
边拍照边说。

足球嘉年华是小朋友们的“专场”。
足球大搬家、九宫格、家庭足球赛等互
动游戏，让现场的小朋友们通过有趣的
活动了解足球、参与足球、爱上足球，
体验到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

看球赛、赏民俗、玩游戏，“村超”
“村晚”手牵手，在满足群众体育休闲需
求、增强全民健身意愿的同时，也为传
统年俗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雄安新区乡村足球庙会火热举办

“村超”“村晚”携手闹新春
河北日报记者 曹 铮

2月14日至16日，雄安新区乡村足球庙会在安新大健康体育公园举办。图为小朋
友们参加足球嘉年华活动。 河北日报通讯员 毛鹤然摄

“燕赵老字号”与故宫文化跨界“牵手”
河北日报记者 刘 杰

（上接第一版） 进入地下约 20 米深的
隧道。

隧道尽头，直径8.29米、总长109米
的“携同号”盾构机如巨龙般缓缓向前
推进：刀盘转动切削土方，挖下来的渣
土通过“小火车”向外运送，一旁的工人
早已做好管片拼装的准备，每掘进一
环，就拼装一环管片……

“河北段共投入 6 台盾构机，目

前，已进入全面盾构掘进施工阶段。”
22 号线河北段二工区机电总工石珮锺
告诉记者，每台盾构机都配备了智能
化掘进管理系统、无级调速拼装系
统、自动导向测量系统、盾尾间隙自
动测量系统等，有效提高了盾构机的
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让项目建设进
度大大加快。

据介绍，自 2023 年 7 月 26 日首台

盾构机始发至记者采访时，6台盾构机
累计掘进4547环 （7275.2米），已完成
总任务的24.3%。

同样密切关注着 22 号线施工进展
的，还有每天往返在燕郊与北京间的
通勤人员。施工现场外，记者遇到的
燕郊燕京航城小区居民张洋就是其中
之一。

“燕郊到北京就隔一条潮白河，

可过去上班，每天都得朝五晚九赶公
交，基本上是睁眼就走、到家就睡。
后来有了定制快巴，从家门口到北京
国贸只需 1 小时，终于有了在家吃早
饭、晚上陪媳妇遛弯的时间。”张洋
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来，这是他
切身感受到的进京通勤路上的变化，
而说起京廊两地交通协同发展的成
效，他也如数家珍——3 条高速公路

和 7 条区域性主干路让廊坊北三县和
北京通州区互联互通，燕潮大桥等跨
潮白河桥梁已达 5 座，燕郊西出口立
交枢纽正式通车，跨界公交线路开通
22条……

张洋告诉记者，自己每天上班都
要从这片施工现场路过，“开工建设、
车站封顶、盾构机始发……这儿的每
一条新闻，都是社区群里讨论最火的

话题。”如今，张洋最盼望的就是22号
线能早日开通运营，“到时候，我从家
到北京的单位只需要 30 多分钟，生活
工作的幸福感就更强了。”

这 次 来 施 工 现 场 附 近 看 施 工 进
度，张洋听说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
天，神威大街站至潮白大街站盾构区
间右线即将顺利贯通，对燕郊居民来
说，‘坐着地铁上下班’就要实现了。”

2 月 17 日 ，
在井陉县“拉花
井陉·龙年龘龘”
健身操普及推广
暨申报万人拉花
大世界基尼斯活
动主会场，拉花
艺人正在进行井
陉拉花表演。

河北日报记者
董 昌摄

当“燕赵老字号”与故宫“相遇”，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

2 月 17 日，农历正月初八，年味正
浓。在廊坊市安次区谷氏制香非遗工坊
一见到谷俊明，他就迫不及待地点开手机
中的“静香岁月·2024甲辰年书香套装”图
片，让记者先睹为快。

谷俊明是河北省级非遗项目传统制
香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谷氏传统
制香技艺第十三代传承人。2023年9月，
由他创立的河北谷氏香业有限公司与北
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约，合作推出
具有故宫文化主题特色的手工制香系列
文创产品。

目前，“静香岁月·2024甲辰年书香
套装”已出成品，包括一本《故

宫日历·2024年》，以及谷氏香业手工制作
的芽庄龙涎、与乐旃檀两款香品等。“这是
我们与故宫文化传播公司的首次合作，也
是河北传统制香技艺首次推出具有故宫
文化主题特色的产品。”谷俊明激动地说。

此外，在双方合作推出的文创产品
中，“心清闻妙香”“四时佳趣”两款新品已
成形出样，另有多种产品正在设计中，未
来将在故宫文化传播公司、谷氏香业相关
渠道上线销售。

故宫文化传播公司为何牵手谷氏香
业？“谷氏香始于明朝永乐二年，已有
600 多年历史。”谷俊明说，“我们采用古
法制香、手工匠作，在坚守传统制香技艺
的同时，也注重产品创新，最重要的是质
量过硬。”

雪中春信、芽庄龙涎、古方浓梅……
走进谷氏制香非遗工坊展示区，各种长短
不一、粗细不同的线香映入眼帘。“以雪中
春信为例，我们在古法制香基础上，尝试
加入一些冰片和梅肉，点燃后，让人鼻闻
酸甜，口中生津……”谷俊明如数家珍地
介绍着自己的“宝贝”。

“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性味反
失。”谷俊明笑着说，各种线香的配比方
法，都是他依据制香古法，经成千上万次
调试而成的，并形成了独到的“谷师傅”配
方。2019 年，谷氏香入选首批河北省“燕
赵老字号”，并设立了“非遗红匠新媒体电
商孵化基地”。

“谷氏香，遵循古法，料自天然，制以
手工……”2 月 17 日 8 时整，谷俊明架起

手机、打好灯光，将选料、配伍、炮制、打
粉、和泥、成形、压平、窖藏等工序在抖音
直播间里娓娓道来，很快就吸引了 1万多
粉丝。

古法制香过程展示，再配上风趣幽默
的解说，有粉丝留言“隔着屏幕都闻到了
淡淡幽香”。记者发现，在谷俊明发布的
530 多条抖音视频里，一条展示传统线香
制作工艺流程的视频，点赞量达4.9万。

因是河北省级非遗项目，同时也是
“燕赵老字号”，谷氏香业曾在直播平台创
下两个小时直播卖出 50多万元货品的佳
绩。“我们与故宫文化传播公司合作的文
创产品，即将上线，请大家多多关注……”
当天直播结束时，谷俊明热情地对粉丝
说，希望能获得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