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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专家与蔬菜种植“土专家”一起抢农时

早种了十来天，多长了两穗果
河北日报记者 宋 平

3月21日18时40分，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郭家湾乡榆树林村村民李申早早地喂好牛，将手
机直播投屏到电视上，等待今天的木兰夜校开
讲。微信群里，一起等待的“同学”们你一言我一
语，讨论着上一次培训课程的重点和实际操作中
遇到的难点。

“没想到 54 岁又重新上学了。”李申激动地
说。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没啥爱好，可这两年跟
风，爱上了刷视频、看直播。眼看着主播在直播间
卖锅碗瓢盆、农副产品，红红火火，李申也动了心
思。“咱要能当主播多好，就卖自家的土豆、杂粮、
山货。”李申说。

可一上手，李申就犯了难——直播咋开，短视
频咋拍，面对镜头咋说话？孩子给他简单讲了几
次，李申听得云里雾里，还拉不下脸来问，眼看主
播梦要破灭。

3 月 5 日，郭家湾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工作
人员到各村张贴新一期木兰夜校报名海报。李
申凑上前一看，课程正是“短视频制作与电商直
播培训”，一共五节课，半个月左右就能学完。
可临近春耕了，种子、化肥、农具都需要准备，家
里的牛也离不开人。李申有心去学，又顾虑
重重。

“你可以晚上在家看直播学啊，不用去县城。”
工作人员张颖瑜说，还可以加指导老师的微信，不
懂的、不会的都可以直接问。李申美滋滋地报了
名，感觉离实现主播梦近了一步。

3月7日19时，李申走进“短视频制作与电商
直播培训”直播间，一边听老师细致讲解，一边用
妻子的手机实践操作。一个多小时，他学会了抖
音直播和短视频拍摄的基础操作，不再是“小
白”了。

3 月 21 日 20 时 18 分，最后一节课结束，李申
打开自己的直播间开始当天的“秀”。“原来下载
个图片都得孩子手把手教，现在我也能拍能剪
能互动了。”李申说，开了春就能采蕨菜，他告诉
自己直播间的“老铁们”：“咱家货架马上就能上
新了！”

面对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围场通
过开办木兰夜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优质资源加
速下沉。该县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把城乡百姓需求征集上来，归纳梳理后确定着力方向。眼看最近大家对短
视频和直播十分感兴趣，便决定邀请行家里手通过现场授课+网络直播的
形式进行培训。

“百姓点菜、部门端菜，这样的培训才有针对性。”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董兵说，围场正在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
群众文体学习活动场景。

据统计，1月8日以来，木兰夜校已围绕文化文艺、技能培训、体育健身、
兴趣体验等七大类活动，设计了书法绘画、厨艺烹饪、非遗体验、木兰木作等
43个特色热门课程，累计培训城乡群众150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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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围场郭家湾乡旺水泉村村民通过木兰夜校直播课堂学习“短
视频制作与电商直播培训”课程。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 丹摄

3月27日，参加2024年世界戏剧日庆典活动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话剧表演艺术
家濮存昕接受采访。 世界戏剧日庆典活动主办方供图

3月27日，走进曲阳县北孝墓村定陇
路旁的一个普通农家院，要不是门口挂着

“衔泥坊”的牌子，记者很难将其与在当地
颇有名气的粗瓷非遗工坊联系起来。推
门进入由普通农房改造成的展厅，只见茶
具、餐具、花器等各种粗瓷展品琳琅满
目。展品风格朴拙、釉色稳重，充满简单
纯真的艺术气息。

“既保留了粗瓷透气好的特点，又在
外观上符合现代人审美要求。”河北省工
艺美术大师、衔泥坊艺术总监闫玉伟说，
2012年，他创立了衔泥坊，研发生产粗瓷
艺术品。

展示架上有一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
果盘，盘底纹理呈木纹状，盘沿有点变形，
颇有一种朴拙美感。见记者好奇，闫玉伟
说：“这是用原木直接滚出来的纹理。一
个果盘卖八十元钱，非常抢手。不只这
件，这里的展品大部分出自普通村民的
手。”

院子的正房被分成几个工作间，里面
有十几名妇女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有的

揉泥，有的拉坯，有的印坯，有的刻花，大
家分工明确。

“粗瓷作品看似简单，实际要经过几
十道工序，光凭家里几口人根本干不过
来。”闫玉伟说。

在拉坯工作间，41 岁的闫胜娜正在
拉坯机上制作茶壶。拉坯机飞速旋转，她
用右手掌心不断拍打壶体一侧，左手手指
不断敲击壸体另一侧。她介绍，这样操作
是为了校正壶体位置，使其以同心圆的状
态旋转，确保壶体薄厚均匀。

“泥坯太厚烧制时容易裂，太薄则容
易漏水。”闫胜娜说，拉坯看似简单，其实
起码要练习两年才能熟练操作。她从最
简单的活泥做起，现在已是工龄满 12 年
的“元老”，能创作自己的作品。

工作台上，摆放着一件《紫砂珍品
集》。坯架上，摆着碗、瓶、壶等生坯。工
坊根据市场需求，对生产品类有要求，但
对具体器形、纹理等不做具体要求，让员
工自由发挥，完全根据自己日常的学习积
累和对生活的理解去创作，以展现产品的
个性和朴拙之美。闫胜娜说：“我非常喜
欢这项工作，经常研究瓷器器形、纹理和
制作技艺。”

“不出村就能挣到钱，还能把自己的

想法变成作品，非常有获得感。”闫胜娜
说，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天工资90元；工
作满10年，每月还有500元工龄工资。闫
胜娜在照顾家的同时，每月能轻松赚
3000多元。

说话间，村民张玉轻端来几把粗瓷茶
壶生坯。她说：“我在家制作，完成后交给
非遗工坊统一烧制、销售，按照售价的
25%提成。挣钱的同时，家里啥活儿也不
耽误。”

据介绍，作为曲阳县 2020 年评定的
首批非遗工坊之一，衔泥坊招聘周边村
民打工，免费培训制作技艺。村民手艺
成熟后，还可转型为供货商，由非遗工
坊统一供料、提供创意设计等，双方绑
在一起合作发展。去年，衔泥坊年销售
额 500 多万元 ，总计带动 40 多位村民
增收。

曲阳县非遗资源丰富，国家、省、市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总计有23项。“这些非遗
资源大多分布在乡村，我们通过‘非遗工
坊+农户’模式，让224家非遗工坊与1万
多村民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带动他们就近
就业，让每一个非遗工坊都成为乡村产业
振兴的‘发动机’。”曲阳县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局长刘斌说。

“非遗工坊+农户”：老手艺做成新产业
河北日报记者 林凤斌

◀3月27日，曲阳县北孝墓村村民闫
胜娜正在衔泥坊制作粗瓷茶壶。

河北日报记者 林凤斌摄

背上双肩包，穿上运动鞋，3 月 22 日
一大早，魏瑞江便乘车赶往邯郸市永年区
后当头村。这位河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正高级工程师，要去大棚里看一看定植的
西红柿长势怎么样。

到了村里，魏瑞江跟着当地有名的蔬
菜种植“土专家”刘云峰直奔大棚。

“这棚西红柿是在立春（2 月 4 日）前
后定植的，现在长出了两穗果。”一边看，
刘云峰一边介绍，“走，咱们再去看看早十
来天定植的西红柿。”

道路两侧，成片的西红柿大棚整齐地
排列着。从一个大棚转到另一个大棚，顾
不得刚刚浇过水的棚里地面湿滑，他俩又
一头钻了进去。

这是1月23日定植的西红柿，已经长
出了四穗果。“最下面的这一穗能赶在‘五
一’前上市，比当地传统的冬春茬西红柿
早十来天，还能卖个好价钱，一亩地估计
可以多收入1000来块钱。”刘云峰蹲下身
子，捧起青色的西红柿幼果给魏瑞江看。

“看来西红柿定植的天气窗口期，咱
们抢对了。”魏瑞江面露喜色。

永年是“蔬菜之乡”。按照种植习惯，
当地冬春茬西红柿一般在立春前后定植、

“五一”后大量上市。
有多年种植经验的刘云峰明白，西红

柿定植期间，天气因素至关重要。定植
后，需要至少有 3 天晴天，才能保证幼苗
存活。能不能合理利用天气情况，让村里

的冬春茬西红柿提早上市？他向气象部
门提出了建议需求。

原来，刘云峰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气
象信息员，他和永年区气象局合作建立了
气象信息服务站。帮助乡亲们抢农时，也
是气象部门服务农业的重点。

刘云峰的建议很快得到反馈。从 1

月中旬开始，永年区气象局每天通过信息
服务站提供专项气象服务，帮助菜农利用
气象服务信息掌握最佳定植期，实现提前
定植。

1月19日，永年区气象局发布第一期
西红柿定植期预报提醒：1 月 23 日至 28
日，天气以晴为主，最低温度在零下10摄

氏度以上……准备好的地块，1月24日至
26日可以考虑定植。

有了气象部门的建议，刘云峰大胆地
带领乡亲们在 1月 23日种下了西红柿秧
苗，比立春（2月4日）早了十来天。

线上，永年区气象局与刘云峰联合组
建了云峰气象服务交流群。群里不仅有
魏瑞江等气象专家，还有刘云峰等各村大
棚蔬菜种植示范带头人。除了遇到高影
响天气过程加密发布天气信息外，气象部
门还会结合天气情况发布蔬菜病虫害防
治等信息，做好蔬菜生长期的气象服务。

如今，这些早种下的西红柿秧苗虽然
尚处于坐果期，但已经有石家庄客商开始
预订了。

大棚里，深绿的枝叶、匀称的果实，让
人看着心情愉悦。“西红柿的长势真好，是
不是可以打杈了？”这次进大棚，西红柿秧
苗的后续管理也是魏瑞江关心的问题。

“对，晴天的时候打杈最好。如果在
阴天打杈，枝叶的伤口处容易腐烂，出现
细菌性溃疡病。天气预报说，后天有雨，
这两天我们就不能打杈。”刘云峰解释。

“这就是我们气象部门要收集整理的
内容。有了你们‘土专家’的帮助，我们就
能积累很多经验。”魏瑞江和刘云峰约定，
以后要继续多交流，让气象服务能更准确
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甚至能精细到一个
棚、一块地，打通气象为农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

濮存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努力把更多的好戏剧带给观众
河北日报记者 刘 英 刘 杰

“我把每一次演出，都当成新的创
作！”3 月 27 日，在廊坊市参加 2024 年世
界戏剧日庆典活动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
席、话剧表演艺术家濮存昕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作为一名戏剧工作者，要时刻谨
记自己是为观众服务的，努力把更多的
好戏剧带给观众。

李白、哈姆雷特、李尔王……在舞台
上，濮存昕为观众呈现了众多经典角
色。“我是演员，每当灯光暗下，面对台下
坐满的观众，我都会有种被激励而兴奋
不已的生命状态。”濮存昕说，戏剧是形
象化的文学艺术，对爱好戏剧的观众而
言，是非常好的精神空间，“只有源源不
断将好戏奉献给观众，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戏剧是世界戏剧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中外戏剧人对话环节中，濮存昕
做主旨发言时表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
戏剧，必须关注国际上每年的新剧目和
世界各大戏剧节，更多地去演出和观摩，
让中国戏剧水平不断提高。”

2024年世界戏剧日庆典活动为世界

戏剧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沟通交流平
台。“台上台下相互观摩，发现彼此的不
同点，学到有益的艺术观念和技巧，获得
创作的启发，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濮
存昕认为，“通过戏剧，可以让中国观众
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
中国。”

本次活动有来自 35 个国家的戏剧
艺术家、专家学者等近 300人参加，中外
戏剧在这里交流、碰撞，共同探索戏剧艺
术的无限可能性，为全球戏剧艺术注入
新的灵感和活力。濮存昕说，我们戏剧
人的心是相通的，我们未来的戏剧一定
会有更多的相互借鉴、相互欣赏。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孕育了
300多个戏剧品种。“每个剧种都有独特
的观众群体，需要我们去保护和传承。”
濮存昕认为，实现中国戏剧的更好发
展，一定要有良好的艺术教育，让更多
的演员成为老师，让更多喜欢戏剧的孩
子获得学习机会，成长为中国戏剧的传
承人。

3月 22日，在邯郸市永年区后当头村西红柿大棚，河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正高级
工程师魏瑞江（左二）与后当头村蔬菜种植“土专家”刘云峰（右二）一起察看西红柿秧
苗长势。 河北日报记者 宋 平摄

（上接第一版）在雄安·共享展区，一
面大屏幕前摆放着两台单车。骑上
单车，大屏幕即刻与骑车人开始互
动——自行车“穿行”于街区、绿地、
公园，城市商业区、生活区位置一目
了然，蹬车所消耗的热量也实时显
示。不少游客或快或慢地骑着车，

“畅游”新城。
展馆中最震撼的莫过于“时光

隧道”。走进长长的通道，上下左右
以及正前方五块屏幕搭建起一个

“未来”空间。从塔吊林立，到新城

拔地而起、不断生长，大屏幕上的时
间最终定格在 2035 年。“时光隧道
将参观者带入一个多维度、多感官
的体验环境之中，亲身体验城市拔
节生长的精彩瞬间。”闫迪走进时光
隧道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但她说，每
次走进来依旧能感受到城市生长的
活力。

从点到面、从具体到宏观、从历
史到未来……在流淌的光影中，未
来之城的样子逐渐在参观者眼前清
晰起来。

（上接第一版）考古工作者对南阳遗
址及其周边区域展开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已基本确定南阳遗址是
迄今雄安新区发现的最早城址，其
主体文化遗存是东周至汉代的燕文
化，主要文化内涵为大小两座战国
城址。

雄州古城遗址位于雄县，古城
原南北各有雄伟的砖砌城楼，而今
地面上城门楼已无存，但尚有部分
城墙残留；安州古城遗址在安新县，

据文献记载，城垣最早是宋代为防
御辽兵修筑的土城，明代加固为砖
城，清代重修，现存城墙有 1.5米至
2米高，长二三公里。

据介绍，雄安新区已确认的 8
座 古 城 ，是 文 化 汇 聚 交 融 的 结
晶。多元文化在雄安一带碰撞、
交汇，不断融为一体，造就了雄安

“质朴劲勇”的精神气质、“慷慨尚
义”的社会风气和“兼容开放”的
人文品质。

（上接第一版）以智慧农业建设为主
体，从数字监测、智能生产和精准作
业三翼发力，构建了“一体三翼”智
慧大田生产模式。目前，省级以上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智慧化率超过
50%，亩均增产 20%，节本增效 25%
以上。

针对制约单产提升的突出瓶
颈，今年，我省将组织科研院所、农
业企业以需求为导向，在育种、栽

培、植保、土肥、农机、防灾减灾等方
面开展协同创新，探索高产技术集
成新模式，增加关键核心技术、优良
品种、高性能农机等供给。同时，将
加快选育高效节水抗逆优良品种，
大力推广生物育种，研发推广高性
能农机，以装备提升促单产提升，并
加强技术集成示范推广，进一步提
高关键技术普及率，确保集聚良田、
良种、良机、良法、良制“五良”合力。

“印象”里的雄安

雄安新区确认发现八座古城遗址

我省今年夏粮单产提升有了“硬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