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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上建起“果蔬仓”
河北日报记者 袁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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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守艺人

融媒看点

发布时间：3月31日
首发媒体：河北日报客户端
呈现方式：2.5D创意海报
起笔绘雄安，蓝图变实景。7

年来，雄安新区壮美画卷徐徐铺

展，一个个“妙不可言”“心向往之”
的创新场景呈现眼前。河北日报
创新打造推出系列 2.5D 创意海
报，于细处落笔，描摹未来之城的
创新画像。

发布时间：3月31日
首发媒体：河北日报客户端
呈现方式：动海报

动海报应用可视化动效技术，
见证拔节生长的雄安新区，带你了
解雄安新区的发展变化。

3月 24日，国家级非遗蔚县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向小朋友传授蔚县
剪纸刻刀使用技巧。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摄

周淑英：用剪纸艺术助力乡村振兴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3月27日上午9时，沧州市盐山县边
务镇星马村的盐碱地上，一道棚舍门，隔
出两片不同的天地：棚外大田，麦苗生
长；棚内田垄，菜秧花开。

种植大户祁德峰推开棚舍门，走进
自家的果蔬大棚。他张罗着把大棚 3
层顶膜的内层膜撩开一道缝，给棚舍降
温，让棚里的温度更适宜西红柿秧苗
生长。

“这里地下水盐化度较高，土壤达
中度至重度盐碱标准。俺们村经过近
30 年的实践，打造了盐碱地上的设施
果蔬种植基地。”祁德峰说，在盐碱地
上 搞 好 大 棚 果 蔬 生 产 ， 关 键 是 用 好

“盐随水来，盐随水去”规律，减少水
分蒸发。

春节刚过，祁德峰就在大棚里种下
了今年第一茬西红柿秧苗。眼下，这些
秧苗开始开花，正是春管的关键期。

村民刁桂香常年在这里打工，对西
红柿秧苗管护十分熟悉。只见她穿梭在
田垄间，娴熟地翻看秧苗长势，并修剪
枝杈。

棚里温度、湿度较高，干了一会儿活
儿，刁桂香的额头就冒出了汗珠。

“尽量把水‘锁’在大棚里，是这里大

棚种植的一个关键。”祁德峰说，他的大
棚铺设了 3 层顶膜，全年无露天开放作
业，以减少水分蒸发。

帮助“锁水”的，除了顶膜，还有地

膜。大棚里，黑色的地膜铺设在一排排
秧苗间。“浇水时就把水浇到这层地膜
上。”祁德峰说。

隔着膜，水怎么到达土壤里？看记

者一脸疑惑，祁德峰引导记者仔细察看
地膜上的一个个孔洞。“这些洞都是我
们特意戳出来的。”他说，水通过小洞慢
慢渗到土壤中，起到持续淋洗盐分的效
果，而且有了这层地膜，水分蒸发少，也
有 利 于 减 少 种 植 层 土 壤 盐 分 和 灌 溉
用水。

去年，边务镇专门邀请了省农林科
学院、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的专家
到星马村进行现场测土。结果表明，较
当地普通大田，“锁水”大棚种植多年后，
土壤降盐效果明显。省林业和草原科学
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刘泽勇表示，这种
冷棚种植模式，适宜当地应用，建议做大
做强相关产业。

现在，星马村 400 多户村民中，有一
多半搞起了果蔬大棚种植经营。全村现
有大棚近 400 个，种植西红柿、黄瓜、生
菜、葡萄等10余种果蔬近千亩，产品供应
周边县市和京津市场。

为利用好更多盐碱地，边务镇依托
星马村盐碱地改良和农作物管护技术，
吸纳周边 9个村以“飞地”形式在星马村
流转土地，建设果蔬种植园区，走出了一
条“支部联合、合作社联营、收益联享”的
跨村抱团发展新路子。

3月27日，在星马村的大棚里，菜农正在管护西红柿秧苗。河北日报记者 袁 铮摄

3 月 24 日，18 时许，石家庄市湾
里庙步行街游人渐多。

送走一拨来自浙江的参观者后，
周淑英捧起热茶暖了暖胃，习惯性地
走到工作室窗前倚窗暂歇。窗外，街
灯亮起来。

她知道，一天之中最忙碌的时刻
很快就会在浓浓夜色中到来，会有更
多人来这里欣赏蔚县剪纸。

蔚县剪纸，始于清朝道光年间，
是中国唯一一种以阴刻为主、阳刻为
辅的点彩剪纸。2006 年，蔚县剪纸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2009 年 10 月，蔚县
剪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纵使望着窗外，国家级非遗蔚
县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周淑英的
手也没闲着，一直把玩着那把细长
的刻刀。

刻刀，长约 10 厘米，薄而细，用
两根竹片夹着，以细棉绳密密缠绕。
一眼望去，形似枯竹，平平无奇。然
而，灯下轻轻翻转，前端一厘米许的
尖刃折射出冷光，冷得炫目。

蔚县剪纸，名曰剪，实则有剪有
刻。剪刀和刻刀共同造就了蔚县剪纸
的盛名。窗户旁的长桌上，两把老剪
刀静谧平放。周淑英摸摸刻刀，又摸
摸剪刀，目中情感浓郁：“这些刀具，
都是我二次加工的。样式平凡，磨损
也厉害。可有了感情，也就不去换
了。”对刀具、对剪纸，周淑英是无悔
的真爱。

“你非要学，我也教。但是，学不
到家，不能成家。”当年，周淑英向
老父亲周永明提出学习家传剪纸技艺
时，恪守传统的老父亲撂下这番话，
想让这个闺女知难而退。年幼的周淑
英愣了，但终究抵挡不住窗花的诱
惑，便应允了，“可以！不学成不结
婚。”

“想好了，就去干。有时也难过，

但不后悔。”几十年里，周淑英把最美
好的青春，全都耗在这门家传技艺
上，练就了蔚县剪纸描、刻、画、染
等全套功夫，也把深情融在了一刀一
剪中。

工作室内，巨幅作品 《龙行天
下》 格外引人注目。这幅作品雄浑大
气，灵动飘逸，每条龙都好像被赋予
了情感和生命。“长 9.9 米、高 0.99
米，我用了 3 年时间制作，一共刻了
200 多万刀，用了 20 多种工序，每一
道工序都是不可逆的，错一步整个作
品就废了。”凝望着这幅作品，周淑
英眼中流露出欣慰。

如果说 《龙行天下》 是以留白技
法来凸显浑厚飘逸，今年新作 《龙马
精神》则是以富丽堂皇来传达喜庆威
严 —— 远 观 ， 构 图 精 美 ， 色 彩 浓
郁 ； 近 观 ， 龙 首 昂 扬 、 龙 鳞 闪 耀 、
马蹄翻飞、鬃毛毕现……这幅将传统
年俗、吉祥寓意和大胆创新相结合的
作品，令参观者惊叹不已。

“学习剪纸，要舍得下苦功，还要

不断提升自己的观察力、想象力。”周
淑英说，艺无止境。蔚县剪纸之所以
能享誉世界，其实正源于内生动力——
一代一代永不停歇的创新。

“颜色绚丽，渐变自然，太美了！
怎么染的啊？”游客们沉醉在蔚县窗花
绚丽的色彩中。

周淑英笑了。传统蔚县剪纸主要
是品红、品绿，但在她看来，世间色
彩是千变万化的。从艺几十年，她不
断探索，自创十多种点染技法，如杂
染法、雾染法、铺盖法、叠染法……
增添了蔚县剪纸的品种和技法，让蔚
县剪纸更加富有生机和神韵。而剪纸
题材内容的大胆拓展，更是充分展现
出她所提倡的“万物皆可师法”的创
新精神。

《冰雪之美与月亮宫》《冰嬉图》
《大好河山》《梧桐树下招凤凰》 ……
近年，周淑英陆续创作了大量融合冬
奥会、冰雪运动、民俗活动、舞蹈艺
术、山水古迹等元素的作品，让剪纸
艺术与时俱进，呈现出华美高贵、朴

实苍劲、高远飘逸的风格特色，用剪
纸艺术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提升了
剪纸艺术的境界。

“比起剪出好作品，更重要的是让
这 门 技 艺 传 承 下 去 。” 自 2018 年 开
始，周淑英通过非遗进校园、海外宣
讲等活动，推动剪纸艺术大众化、市
场化、时代化和国际化。在北京 20多
个学校开设剪纸课程，讲述和传授蔚
县剪纸的理念、艺术价值、技法等，
推动其纳入教育教学体系。周淑英民
间文艺家工作室举办各种活动逾百
场，平均每天接待参观者超过 10 小
时，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剪纸艺术的
认知。

“剪纸艺术来自民间，还得反哺
民间，让更多乡亲们富裕起来！”周
淑英给记者分享了两件感触很深的往
事。一件事是关于父亲。1986 年，父
亲周永明因病去世，这位剪纸大师生
前创作了很多精美作品，临终尚欠下
一千多块钱的债务，家里陷入困境。
另一件事是关于乡亲。曾有很多剪纸
手艺人，由于不懂市场，空有剪纸手
艺却改变不了生活贫困的现状，不得
不另谋生路……

“路是人走的，总得有人去闯。
用剪纸艺术助力乡村振兴，是我们剪
纸传承人的责任。”周淑英说，在大
家共同的努力下，近年来，蔚县剪纸
逐渐走上产业化道路，成为拉动县域
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她更加努
力地去推动蔚县剪纸产品走市场，积
极寻求剪纸艺术与建筑、服装、公益
宣传等领域的合作，将剪纸元素融入
商品设计中，创新开发了许多非遗衍
生品，与更多企业“联姻”发展。周
淑英还率领团队调研海南、浙江等
地，准备“走出去”到当地建立剪纸
工厂、开办剪纸艺术培训班、举办剪
纸艺术节。

“ 世 界 剪 纸 看 中
国，中国剪纸看蔚县”，
周淑英期待着剪纸老
手艺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光彩。

徘徊、振翅、回眸……3 月 29 日
上午，一只东方白鹳在唐山市乐亭县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大清河救助站附
近低空盘旋了很久，才恋恋不舍地飞
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当天举行的野生鸟类放飞活
动中，200多只被誉为“山水精灵”的
国家保护级野生鸟类重返蓝天。

乐亭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大清
河救助站站长田志伟说，地处渤海
湾的乐亭有丰富的湿地资源，每到
候鸟迁徙季节，有数以百万只的野
鸟在此停歇或繁衍，其中有大量国
家级保护鸟类。据介绍，此次放飞
的野生鸟类中，东方白鹳、遗鸥和黄
胸鹀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
百灵鸟、云雀、松雀鹰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在救助站游禽活动区，记者看
到，绿头鸭、红嘴鸥、斑嘴鸭、灰雁等

一大群游禽在湿地水域悠闲畅游。
“来来来，开会喽——”随着田志伟一
声招呼，鸟儿欢叫着快速游向岸边，
水面上荡开圈圈涟漪。

“这些野生鸟类既要照顾又要野
化，等他们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救
助站会分批放飞。”田志伟告诉记者，
救助站收养的野生鸟类主要来自本
地和周边地区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
救助的伤鸟，也有一部分来自执法部
门打击非法贩卖野生鸟类行动中罚
没的鸟类。救助站自2013年正式成
立以来，已救助并放飞的野鸟超过
5000 只。“今天放飞的 200 多只野鸟
大多为一年内来到救助站的，经过治
疗和野化，具备了放飞条件。”田志
伟说。

放飞当日，乐亭县中小学劳动生
态研学基地在救助站揭牌，30 多名
小学生参与了放飞活动。

两百多只“山水精灵”
重返蓝天

河北日报记者 汤润清

3月29日，乐亭县野生鸟类集中放飞现场，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放飞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松雀鹰。 河北日报记者 汤润清摄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上接第一版）
文章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必须
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
同享有，紧紧依靠全体人民和衷共济、
共襄大业。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
体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上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不断巩固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
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起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上接第一版） 设立科创种子基金、产
业投资引导基金、央企疏解基金等，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久前，雄安入选全国“千兆城
市”授牌仪式在雄安举行，中国铁塔

（雄安） 科创中心落户雄安开展“室
分+北斗”空间信息感知技术创新攻
关。围绕数字技术，雄安构建了智能
网联、IPv6、鸿蒙、光电子等创新生
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
人才链、资金链、价值链“六链融
合 ”， 打 造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产 业
高地。

场景应用平台，是引领新技术新
产业发展的实验田。

去年底，雄安未来之城场景汇和
首批 9 项场景大赛启动，聚集开发一
系列创新场景应用，推动最新技术和
产品在雄安孵化、转化、产业化、场
景化，陆续吸引了 530 多家单位报名
参赛。

雄安“地上、地下、云上”三座
城的探索与实践，也为创新应用提供
了丰富场景。

地上雄安，“聪明的路”与“智能
的车”对话，无人驾驶智能网联巴士
纳入城市公交体系；京雄高速实现运
行状态实时智能监测，路面异常交通
事件监测缩短至30秒以内。

地下雄安，水、电、热、气等管
线都“住进”综合管廊；雄安城际站
及国贸中心片区 100 万平方米地下空
间将构成一座“地下城”，高铁、地铁
在地下可平层换乘，旅客“出站即入
城”；“5G+北斗”定位导航技术，为
容东超过20万平方米地下停车场提供
导航。

云上雄安，“城市大脑”助力数字
城市与现实城市“孪生共建”，催生无
数智慧应用场景。“刷脸吃饭”“独居
老人云守护”等智慧生活触手可及，
城市智慧管理变为现实。

■ 新生活：宜居宜业“人民
之城”造福百姓

手持“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北
京史家胡同小学雄安校区员工李茜既
能在京雄两地图书馆分别借阅图书，
还能在京津雄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
一卡在手，能办事、能领钱、能看
病、能乘车、能消费，方便省心。

“北京的事雄安能办，雄安的事北
京能办。”随着政务服务“同城化”提
速，如今京雄 107 项服务事项实现同
城化办理，3500 余项北京市区两级政
务服务事项可通过“云”窗口在雄安
实现“跨区域无差别”办理。

雄安新区高标准布局公共服务资
源，完善政策措施，下足绣花功夫建
设宜居宜业“人民之城”。

“雄安落实中央一揽子特殊支持政
策，疏解人员保障得到全方面加强。”雄

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局长高立春说，雄安
在三级医院住院报销比例、职工大病报
销比例等方面与北京市基本一致，在门
诊报销比例等方面高于北京市；住房公
积金缴存、提取、贷款实现了“京雄同城
化”；疏解人员子女转学随来随办，还可
按规定转学回北京并参加中高考。

政策突破，保障了疏解人员在雄
安创业和居住条件、工资收入总体不
低于在北京时的水平。新建片区住房
实行现房销售、精装交付、合理定
价、交房即交证，且在享受公共服务
方面实现租售同权。

雄安，这座新城人气越来越旺，
烟火气越来越浓——

每周二早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普外科副主任曹锋都登上班车赶
往雄安宣武医院接诊患者，并手把手
带教年轻医生。在 120 多名北京医务
人员支援下，雄安宣武医院 （一期）
30个科室平稳运行，为患者提供与北

京宣武医院同品质的神经内科、神经
外科等诊疗服务。

在家门口的社区老年食堂，60 岁
以上老人就餐有打折优惠；零工驿站
为居民推荐各种就业岗位，邻里中心
则让居民日常理发、修理、缝纫等生
活小事就近解决。在“15 分钟生活
圈”，居民日常需求可以得到满足。

不断优化的人才环境，让雄安成为
年轻人“放下行囊、成就梦想”之地。符
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在雄安求职，可免费
在人才驿站住宿一周，正式入职后可拎
包入住人才公寓，并享受生活补贴。目
前，雄安已累计引进“双一流”高校人才
3000余名、创新创业人才3万余人。

2024 年是雄安新区实现“聚要素”
的重要一年，这里将持续增强城市综合
承载力、要素集聚力、自我发展力。

一座承载着希望和梦想的“未来
之城”，正向我们阔步走来。

新华社石家庄3月3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