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个省区市的舞龙队齐聚秦皇岛

“二月二”老龙头全国舞龙大会击鼓开启
河北日报记者 张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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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守艺人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是坚
持六十余年内画创作的王习三谨记在心
头的“金规铁律”，时刻不敢忘记。

“在小小的鼻烟壶内壁绘就一百个儿
童，每个儿童不能画得太大，五官也不能
错位，画的时候需要屏气，等画好局部才
敢换一次气。”2月 1日，记者在衡水见到
了已经 86 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冀派
内画创始人王习三。老先生拿着他的代
表作之一《百子图》向记者讲起内画的奥
秘。《百子图》瓶身高度不足 7 厘米，在方
寸之地绘就一百个孩童，而且人物的服
饰、姿势、五官、神态、表情等互不相同，还
要配以山石背景，绘画难度可想而知。

内画技艺是华夏绝技，用特制的钩
毛笔在透明容器内壁进行书画创作，绘
制时将钩毛笔带上颜色，从黄豆粒般大
小的瓶口伸进去，在内壁上画出人物、花
鸟、山水等。中国内画技艺有近300年的
历史，按地域分为“京、鲁、冀、粤”四大流
派，其中冀派内画由王习三创立，也称衡
水内画。2006 年，衡水内画成为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938年出生在北京的王习三受家人
的影响从小酷爱书画，小时候有一次在
天坛玩，偶然发现有个人在装青霉素的
小药瓶里画画，“那时候就想，这小小的
瓶子里面怎么可能画画呢？”这次的偶遇
在王习三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20 岁那
年王习三拜叶派内画艺人叶菶祺和叶晓
峰为师，正式学习内画艺术，成为叶派内
画艺术第一位外姓传人。从那时开始，60

多年来，王习三早已把内画艺术和自己
的生命融在了一起。

20 世纪 60 年代末，回到老家河北省
衡水市阜城县的王习三，在师承叶派内画
技法的基础上创立了冀派内画。后来，他
又对内画技法、题材和表现形式不断创
新，逐渐形成了衡水内画立意深邃、构图
严谨、书画并茂、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习三一
边画内画，一边摸索改进内画的绘画工
具。“画内画用的传统木制钩毛笔易折断、
易回直，很不好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受
到电线里面金属丝的启发，如果用柔韧的
金属杆取代原有的木笔杆，就可以随着创
作需要任意弯曲了。”在王习三多次改进

下，金属杆钩毛笔诞生了，这种笔可以随
意弯曲、转变方向，打破了绘制内画技法
的诸多限制，为绘制更加精细灵活的图案
提供了可能。现在这种金属杆钩毛笔已
经成为内画创作的主要工具，对创新内画
艺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多年来，在王习三手中诞生的内画
艺术作品数不胜数。《屈子问天图》《百子
图》《竹 林 七 贤》《牧 牛 图》《明 景 泰
蓝》……一件件精美绝伦的作品成为中
国内画史上的经典。1979 年，王习三获
评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97年，他
又被授予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称号。

2003年，由王习三、王自勇父子筹资
兴建的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落成并投入使

用，内画艺术精品得以搬到展台前。这座
博物馆在提升衡水市文化品位和内画行业
知名度、美誉度的同时，也为内画从业者提
供了展示销售的平台。走进衡水内画艺术
博物馆，晶莹剔透的水晶球、小巧玲珑的鼻
烟壶、精致实用的茶叶罐、独具特色的内画
艺术酒瓶……各式各样时尚的内画文创新
品，琳琅满目，让人爱不释手。

小小内画壶，一壶纳乾坤。“它把衡水
湖也装进去了。”王自勇指着自己的系列
作品《衡湖四季》说，他最爱家乡的衡水
湖，烟波浩渺，鸥鹭翔集，四季风光美如
画。如何让来衡水湖旅游的朋友们打包
带走这美景？内画壶无疑成为集文化品
位和艺术价值于一体的首选伴手礼，于
是，王自勇通过创意把衡水湖的四季美
景，浓缩于笔端，装进了小小的内画壶里。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多年来，王习
三、王自勇父子一直努力践行着这个理
念，创新研发了内画艺术酒瓶、内画茶具
等新品种，还与景泰蓝、木雕等其他非遗
项目跨界融合探索发展新路径。2019年7
月，由王习三与国家级非遗景泰蓝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联袂创作的限量
版《天下吉祥》内画景泰蓝宝尊正式发布，
在发布后仅一年多的时间，700尊作品便
全部售罄。2022年，王自勇参与由动漫游
戏《原神》推出的非遗传承项目《流光拾遗
之旅》，创作了一系列还原《原神》中璃月
地区场景的内画作品，借助古老非遗与网
络游戏的全新碰撞，让青年群体有更多机
会了解和喜爱上衡水内画。

“作为传统技艺的传承者，我们要
努力做到艺术紧随时代，在保持非遗项
目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尽可能创作出更
多兼具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衡水内
画在载体、题材等方面
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
而这更需要一代又一代
内画艺术家们孜孜不倦
地 求 索 、创 新 。”王 习
三说。

王习三：创新是最好的传承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刘 萍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冀派内画创始人王习三。 图片由衡水内画艺术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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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3月
8 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第二批
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区）和全民运
动健身模范县（市、区）创建名单，我
省2个市和8个县（市、区）入围。

其中，石家庄市、承德市入围第
二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区）创建
名单，崇礼区、固安县、竞秀区、莲池
区、徐水区、任丘市、阜城县、曲周县
入围第二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

（市、区）创建名单。
入围第二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

市（区）创建名单的石家庄市，近年
来不断加大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持续打
造特色IP赛事，推动体育事业实现
新跃升。截至2023年底，该市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 2.75 平方米，高于

同期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年举办
60余项超千场体育赛事活动，参与
群众 500 万人次以上 ；健身站点
100%配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建成健
身与健康融合中心33个，实现了市
县两级全覆盖。

入围第二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
市（区）创建名单的承德市，2023年
开展赛事活动近 400 场，直接间接
带动近百万人次参与；承办全国花
样滑冰锦标赛、京津冀青少年冰球
大奖赛等省级以上冰雪赛事近 20
项；举办群众性冰雪赛事活动 100
场以上。

2022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命
名了第一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

（区）和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
区），我省保定市和涉县分别入选。

第二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区）和模范县

（市、区）创建名单公布

我省2市和8县（市、区）入围

河北日报讯（记者曹智 通讯员姚伟
强）3月12日是我国第46个植树节。“今年，
我省将继续创新义务植树管理方式，以提
升科学管理水平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互
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工作。目前，省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已上线发布210个公众开放
类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活动，范围覆盖全省各
地，线上报名可就近参加义务植树。”3月11
日，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年初，国家为拓展义务植树参与
方式，启动“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试点工作，并于2023年在全国正式推开。
2023年10月，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公布河

北首批省级“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
名单。石家庄市小壁林区、承德市狮子沟
国有林场、平泉市泽州园等 16 个单位入
选，标志着我省在“互联网+全民义务植
树”方面取得突破。目前，我省已完成省、
市、县与全国义务植树网络平台对接，初
步实现尽责形式多样化和便利化。

2023 年，我省精心组织义务植树活
动，全省3200万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折合
植树 1.05 亿株。全年完成营造林 627 万
亩，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44 万亩。发
布2个省级总林长令，省级林长63次巡林
督查。市、县级林长巡林3900余次，协调
解决重点难点问题1200多个。

今年，义务植树已由南向北陆续展
开。我省全民义务植树的主题是“履行植
树义务、共建美丽河北”。

破解传统义务植树“找地难”问题，今
年，各地将加强现有“互联网+全民义务
植树”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管理，并
在用好现有义务植树尽责场所基础上，充

分利用林场林地、公园、动植物园、生态产
业园等场地新建一批各级各类“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基地，作为常态化、全年化
承接多种尽责形式的重要场所。

平台也将继续完善。
网络平台是打通义务植树管理者和参

与者信息渠道、方便双向交流的纽带，建设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平台是一项重要
的基础性工作。各地绿委办将在现有工作
的基础上，安排专业技术力量，建立健全本
地义务植树网络平台，并做好与全国全民
义务植树网络平台的有效对接，确保全民
义务植树各类数据信息上下联通。

今年，我省将着力策划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的义务植树活动，并统一在全国
义务植树网络平台同步发布，做到“应上
线、尽上线”，方便群众“一键”参与。各地
上线发布的尽责活动数量，原则上不应少
于本地所辖县（市、区）数量的2倍。

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
公众通过登录全民义务植树网，选择“河

北端”公众开放类项目就能就近履行劳动
尽责义务，也可以通过联系省级义务植树
基地就近履行劳动尽责义务。公众按照
规定完成 3至 5株植树任务后，平台将自
动颁发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

通过网络捐赠方式也能履行义务。
公众通过网络捐赠3至5株树（即30至50
元），平台将自动颁发全民义务植树尽责
证书。超额完成年度义务植树任务的，平
台将自动颁发国土绿化荣誉证书。

按照部署，各地将把义务植树与城乡
绿化、乡村振兴、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
改善有机融合。三北工程有关区域还将把
义务植树统筹纳入三北工程建设中，一体安
排部署和推进落实，支撑服务三北攻坚战。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我省将坚持增量与存量并重、
造林与营林并举，大力培育健康稳定、优
质高效的生态系统，推动林草资源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省林业和
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忠表示。

今天是第46个植树节

走 ，一 起 植 树 去
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已上

线发布210个公众开放类

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活动，

范围覆盖全省各地，线上

报名可就近参加义务植树

3 月 11 日，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老龙
头景区澄海楼前，十几面旗帜迎风飘
扬。上午 10 时，伴着“咚咚咚”的鼓声，
2024“二月二”老龙头全国舞龙大会正式
启动。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
化遗产司、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秦皇岛
市人民政府主办，以“盛世龙腾 山海同
庆”为主题，通过将长城文化、中华龙文
化和中国传统节日相融合，打造独具地
方特色的文化品牌。

在激昂高亢的鼓乐伴奏中，来自北
京、天津、山西、辽宁、山东、河南、四川等
17个省区市的舞龙队纷纷上场，为游客
献上精彩的舞龙表演。

“我们这次来了14名队员，能与来自
全国各地的舞龙队伍一起表演、交流，大
家特别高兴。”大连金州龙舞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李成家说。据介绍，金州
龙舞已传承130多年，2008年6月入选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当天，库尔勒赛乃姆、蒙古族安代
舞、朝鲜族农乐舞、普宁英歌舞，以及井
陉拉花、沧县狮舞、沧州中幡、昌黎地秧
歌等非遗表演队伍在老龙头景区多点位
进行了集中和拉街巡游式表演，为广大
游客奉上了一道传统文化盛宴。

演出队伍中，来自秦皇岛的两支队
伍尤为耀眼——一支是山海关铁路小学
舞龙队，平均年龄 12 岁；一支是山海关
长城幼儿园舞龙队，平均年龄只有 5

岁。活泼可爱的“小龙人”们，吸引了众
多游客关注的目光。

“舞龙在山海关区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自 2019 年起，我们在全区幼儿园、
小学、中学打造舞龙培训基地，教授龙文
化知识、培训舞龙技艺，推动舞龙非遗传
承从娃娃抓起，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山海关区文化馆馆长李嘉睿说。

为增强互动感和参与感，老龙头景
区设置了龙文化百米长卷区、非遗美食
区、长城主题非遗展区、舞龙表演区、合
唱表演区、游街展演区等六大区域，让市
民和游客在观看表演之余，还可以欣赏
北京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以及天津泥人
张、甘肃石艺画、辽宁本溪桥头石雕、陕
西安塞剪纸、秦皇岛丁记藤艺、丰宁布糊

画等长城沿线 15 个省区市的多类非遗
作品，品尝青龙满族粘饽饽、昌黎赵家馆
饺子、唐山棋子烧饼等特色美食。

“今天来得太值啦！第一次看到这
么多舞龙表演形式。舞龙各有特色，还
有那么多的非遗表演，不要说孩子，我们
大人都是第一次见，玩得非常开心！”北
京游客李会敏兴奋地说。

3 月 11 日 ，
在 2024“ 二 月
二”老龙头全国
舞龙大会活动现
场，演出队正在
进行舞龙表演。

河北日报记者
张 辉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璐丹）3月
11日，省直机关党建工作会议在石
家庄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特别是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安排，总结
2023年工作，部署2024年重点任务。

会议强调，省直机关要始终把
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走好践行

“两个维护”第一方阵。要全力服务

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助推发展新质
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党
建促进高质量发展。要抓基层打基
础，以创建“四强”党支部为抓手，增
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要纵深推进正风肃纪，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筑牢廉洁从政
防线。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建强
党务干部队伍，建设让党放心、让人
民满意的模范机关。

2024年省直机关
党建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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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郭晓通
通讯员郝军）张家口市桥东区居民
孔先生因身体原因生活无法自理，
由其残疾人侄子照看。2023 年民
政人员入户走访时发现孔先生生活
困难，及时将其由低保对象转入特
困供养人员，救助标准由每月 450
元提高到962元，并每月发放150元
照料护理费，让其生活更有保障。

张家口市层层压实责任，构建
“四层三区四档”救助体系，提标扩
面，着力兜底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

据介绍，2023年，张家口市坚持
以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救助为核心的
第一层基本救助，对37万城乡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实施救助；落实低保
边缘家庭救助政策，发挥医疗、教育、
住建等第二层专项救助作用，确保
5.36万户11.96万低保边缘人口享受
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受灾等专项
救助政策；发挥临时救助“救急难”和
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的第三层救助作
用，临时救助急难型、支出型困难群
众2.89万人次，因病致贫重病患者救
助696人；培养社会救助基金会等社
会力量为第四层补充救助，救助帮扶
困难群众 1.1万人次、救助资金 580
万元。根据全市19个县区经济发展
和人均消费水平，该市将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划分为高中低“三类区”，解决
救助标准“一刀切”与区域经济发展
不相匹配的问题，其中每类区划分

“四档”补差标准。
落实落细各项救助政策。该市

出台了《张家口市最低生活保障审
核确认办法》《张家口市特困人员认
定办法》《张家口市低保边缘家庭认
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根据具
体困难类型、程度和特点分类施策，
不断提高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工作
满意度。在阳原县、万全区积极探
索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救助新模式，
开展“物质+服务”救助方式，为救
助对象提供心理疏导、资源链接、卫
生保洁、社会融入等服务。

积极提升社会救助服务能力，
该市深化“审核确认权下放”救助改
革，优化流程，缩短办理时限，建立
完善主动发现机制；优化社会救助
审核确认程序和条件，对社会救助
申请家庭实行一次申请授权、一次
调查核对、一次审核确认，将低保、
特困和低保边缘家庭审核确认工作

“三合一”，避免群众申请信息重复
采集，实现多项救助政策互联互补；
上线社会救助低收入动态监测信息
平台，实现掌上办、指尖办功能，为
困难群众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救助
服务，使兜底保障更高效。

张家口构建“四层三区四档”救助体系

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河北日报讯（记者刘光昱）智能
晾衣架、自动化视力检测仪、语音
控制的智能家居……3 月 11 日，雄
安新区首届“智绘未来”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上，一个个未来之城

“小发明家”的奇思妙想赢得众多
评委和老师的掌声。当天，雄安新
区首届“智绘未来”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暨儿童友好城市“悦智”活
动在雄安商服会展中心成功举办，
来自雄安新区 10 所中小学的 18 组
参赛选手共同展示雄安新区校园
科技创新成果。

本次创新大赛以“创新·责任·
诚信·合作”为主题，由雄安新区改
革发展局、公共服务局共同主办。
大赛共收到作品 400 余件，参赛作
品内容涉及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和
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示
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对科学的
热爱。经过初评，共有18项作品进
入决赛路演。

路演中，雄安容和悦容小学学
生杜佳骏的“智能语音控制取料调

料盒”与该校另一名学生姚诗颖展
示的“中小学生语音识别自动化视
力检测仪”颇受评委关注。杜佳骏
介绍，作品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每天
看到妈妈做饭取用各种调料很麻
烦，便萌生了发明一种语音控制自
动取调料的装置的想法。在老师的
指导和帮助下，杜佳骏成功制作出
通过语音控制既能自动区分固体和
液体，又能精准按克数取料的智能
调料盒。姚诗颖的作品“中小学生
语音识别自动化视力检测仪”创作
灵感也源自生活。姚诗颖说：“雄安
新区是未来之城，我希望我们的发
明能让更多人感受到家乡的科技
感，也能让更多小朋友的生活在科
技创新的帮助下变得更美好。”

最终，经过终评（决赛）路演、
问辩等评审程序，大赛共评出获奖
作品 10 项。其中，“智能语音控制
取料调料盒”获得一等奖，“懒人经
济带来的思考——预制菜对青少
年生活习惯的影响”等 2 项作品获
得二等奖，“中小学生语音识别自
动化视力检测仪”等 3 项作品获得
三 等 奖 ，另 有 4 件 作 品 获 得 优
秀奖。

以“创新·责任·诚信·合作”为主题

雄安新区举办首届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聚焦雄安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