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秸秆变生物质煤，
低碳环保

这两年，住上二层楼的
王希达终于舒心了。

“添一回煤，一天都不
用管了，终于不用再围着炉
子转了。”提起炉子，王希
达咧嘴笑了起来。

王希达家住南皮县寨子
镇王佑村。以前，一到冬
天，他就犯怵。白天，在外
头干活冻一天，进了家，却
半天也暖和不过来。“小楼
挺宽敞，一点炉子，到处乌
烟瘴气，关键是怎么折腾都
不暖和。”王希达眉头紧
蹙，似乎又闻到了呛人的煤
气味。

换下干活的衣服，他拿
起桌上的温度计瞅了眼：

“现在屋里是 23度，这不，
穿秋衣秋裤都不冷，终于不
挨冻了。”

王希达走进煤炉间，捧
了一捧颗粒出来。“这是

‘生物质煤’，由秸秆、木块
等粉碎压制而成。别看个头
小，却是用几千吨压力挤压
的，密度大，烧起来有劲
儿。”王希达说得头头是道。

起初，别人跟王希达这
么说，他却不这么认为。直
到一次去邻居家串门，同样
是二层楼，为啥人家屋里这
么暖和？问来问去，原来，
邻居家烧的是生物质煤。

既能取暖，还能让秸秆
变废为宝，王希达这下高兴
坏了。自从搬进楼房，家里
没有炕了，地里的秸秆处理
成了老大难。堆在地里怕着
火，放在院墙外太乱，“如
今，家里闲置的秸秆能直接
兑换成生物质煤，俺家这楼
上楼下 300多平方米，冬天
取暖 3000块钱就够了，最
关键是清洁环保。”王希达
笑得合不拢嘴。

火炕变水暖炕，省
电舒坦

走进献县高官镇前孟
村，96岁的高云杰正坐在
炕头听评书。

摸了摸炕面，挺热乎，
随口问：“您一天烧几回
炕？”“一回都不烧，灶膛都
封上了。”越问越迷糊。

“俺睡的是水暖炕，不
用烧火，用的是电。”说
着，老人掀开炕被。“炕面
是层加热板，里头有水，通
上电，水温高了，炕就暖和
了。”高云杰虽年事高，但
头脑清楚，他一说，我们顿
时明白了。

同村村民冯殿桥正好来
高 云 杰 家 串 门 。 一 听 到

“炕”字，他立即接过话
茬：“没错，确实暖和。”

作为村里头一批装水暖
炕的，起初，冯殿桥不相
信。“别光图省事，太费电

的话，咱哪承担得起。”多
次跟安装人员咨询，最后他
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装
了。

“用柴禾烧炕，刚钻被
暖和，后半夜越睡越冷。俺
们这上了岁数的，睡惯了
炕，睡床还真不习惯。”难
怪他们对炕的感情这么深。

冯殿桥热情邀请记者去
他家看看。一进他家，热气
扑脸，“真暖和。”这话说到
了他心坎上。“俺家这两间
屋，连炕带地面都铺了水暖
管，不光炕热乎，还能把屋
子‘焐’暖了，一天一宿用
10度电，才合 5块钱。”当
过电工的冯殿桥，这笔账算
得清楚。

如今，只要打开开关，
一会儿屋里就暖和了，温度
还可以自动调节，这不，冯
殿桥一个劲地感慨：“不冷
不热，忒舒坦了！”

烟煤变洁净煤，清
洁温暖

浇浇花、看看电视，再
跟串门的邻居唠唠嗑，在家
歇冬的孔祥华，整日不觉
闷。

孔祥华家住沧县大褚村
回族乡刘钱庄。以前冬天一
点炉子，他就闹心。天天围
着炉子转，但凡有点事出去
会儿，回来炉子灭了，还得
重新点，屋里暖和起来忒难
了。每天在家，捂着厚棉袄
棉裤，想起以前的日子，孔
祥华直叹气。

每次筛炉灰，孔祥华
都“武装”得严严实实，
还得跑到院墙外头去筛。
不然风一刮，院里就热闹
了。“看，墙上的一片片
黑印，都是炉子熏的。”
他从外屋走到里屋，指着
墙面无奈地说。

“ 别 忘 了 看 眼 炉 子
啊。”老伴在院里招呼了
声。“不用看，旺着呢。”
说着，他拿起铁筷掀开炉
盖，看着炉膛内跳跃的火
苗，笑容爬上了眉梢。

2015 年，乡里推广洁
净 煤 ， 看 着 黑 黢 黢 的 煤
球，他不由质疑：“同样
是煤，能干净到哪去？”
但看着工作人员现场做试
验，洁净煤球很快被小木
块引燃，且无烟、无味，
他 顿 时 对 洁 净 煤 刮 目 相
看。从此，成了洁净煤的
忠实用户。

“起火快、禁得烧，五
六个小时才添一次煤，一
吨煤补贴完才 600块钱，一
冬用 2 吨才 1000 多块钱。”
孔祥华赞不绝口。如今，
炉子不缠人了，他也解放
了，屋里种了好多花，没
事去邻居家串串门，见人
就夸：“煤变干净了，家里
利索了，人也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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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一手拿模具，一手为面团塑
形，然后把模具在案板轻轻一磕，一条
鱼便活灵活现地跃入眼前。年近了，位
于黄骅市的河北帝鉴食品有限公司的面
花加工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

晾印室里，一层层的面花，齐整
排列，令人目不暇接。蒸房中，热气一
浪接一浪，白白净净的面花陆续出锅。
公司负责人孙建军从中拿起一个递过
来：“趁热尝尝。”迫不及待地掰了一块
儿，放入嘴中，浓浓麦香瞬间沁入心脾。

对于大多数黄骅人来说，每当面花
模子“重见天日”，年，就到了。一家
人，男女老少，都成了磕花的主力军。
面团硬，孩子们得使好大劲，但兴味十
足，乐此不疲。一锅接着一锅，屋内欢
声笑语，屋外热气腾腾。

年轻时，孙建军在外跑运输，想吃
面花总也买不到，他突发奇想：“何不传
承面花制作技艺，打开外地市场？”于
是，孙建军成立了河北帝鉴食品有限公
司，决心发展面花产业。

然而，面花产业化发展，并不是件
容易事。

帝鉴第一笔大订单是千来斤的面
花。本以为是一展身手的好机会，没想
到客户收到的面花却长了毛。一下损失
了好几万元不说，更是给孙建军当头一
击。

检查设备，反思生产流程，多次外
出“取经”，他终于找到了面花长毛的原
因。“‘长毛’意味着有菌，我们必须对
生产车间环境、员工着装等制定严格的
标准。”孙建军说道。

不仅对生产环境要求高，他对制作
工艺也十分苛刻。传统工艺中，老肥发
面是灵魂，这样做出的面花口感更筋
道、麦香味更浓。不过，家里人制作面
花，多个边、缺个角都不打紧，而帝鉴
要做的，就是要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精益求精。

于是，孙建军一边请来经验老道的
老人学习经验，一边请来营养专家、农
业部专家前来指导。在注重口感的同
时，也不忘在颜值上下功夫，“晾印”就
是帝鉴的首创。“不然，蒸出的面花纹理
容易模糊，晾一晾，让蒸出来的‘印’
更清楚。”孙建军补充道。

面花本小众，孙建军却把面花与当
地特色美食结合。海鲜系列面花，一个
个翘着尾巴的皮皮虾，鲜活又可爱；十
二生肖面花，品
尝美食之余，还
能了解文化；五
颜六色的袖珍果
蔬面花，美味又
营养……“面花
不应该只囿于传
统面花，丰富面
花的种类，才能
让更多人知晓、
喜爱。”孙建军说
道。

如今，帝鉴
面花已走出黄骅，
成为天津、北京等地市民餐桌的“新宠”。
2020年10月，孙建军带着面花，走进中国
教育电视台，为孩子们讲解面花文化，让
面花麦香越飘越远。

又是一年新春到。看着面花在“仙
境”中慢慢露出真容，孙建军又回忆起和
家人磕花的幸福时光。

“云”游尽享文化餐

“守业难来守业难，守业创业不一
般，创业的人没黑带白拼命地干，为儿
为女忙不闲……”2月 1日，由刘凤鸣
演唱、王银河伴奏的沧州木板大鼓传统
小段《守业难》，在沧县文化馆公众号
精彩上演。

节目中，一人自击木板和大鼓说
唱，一人操三弦伴奏，声音清亮有力，
曲调铿锵圆润，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木
板大鼓的古老气息。

木板大鼓《人生如梦》《一寸光阴
一寸金》《逛花庭》……长篇大书《五
女兴唐传》，沧县文化馆在每期线上演
出的视频下方都附有节目单，如果你对
哪个节目感兴趣，可定期关注观看。

关注“吴桥县文化馆”公众号，你
不仅能在惠民云展厅中欣赏《平语近
人》线上书法展览，还可了解一些地方
非遗故事。《杂技的来历》《吴桥耍猴的
传说》《“小快手”遭难》……通过这
些故事传说，能深入了解杂技文化的历
史渊源。

《河间文旅发布》平台推出“‘疫’
起云游”系列活动；东光县文化馆推出

“抗击疫情，同舟共冀”文艺作品线上
展览、春节京剧演奏会……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春节期间，在
全面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我市
各景区景点闭馆不闭网、关门不打烊，
让人们通过“云”游尽享文化大餐。

休闲采摘别样甜

春节临近，东光县东光镇刘八里村
的草莓大棚中游客不断，人们提前到这
里开启了甜蜜之旅。

一进大棚，清甜的果香扑鼻而来。
一颗颗鲜红饱满的草莓，在绿叶掩映中
悄悄探出小脑袋，伸手一摸，润润的果
皮好像随时都会溢出汁来，让人馋涎欲
滴。

更吸引人眼球的是，这儿的草莓除
了长在地上，有的成了盆景悬挂在空
中，还有的扎根大棚墙体搭起的“楼
层”中，“让人们大饱口福的同时，也
大饱眼福。”大棚主人邢荣峰忙碌之余
转过头笑着说。

一个小男孩拎着篮子在棚中走走停

停，不一会儿，篮子中就堆起了“小
山”。他双手托起篮子向小伙伴炫耀
着：“看，我都摘这么多了！”童真的笑
颜，被旁边一位游客用手机抓拍。

本是来摘草莓，进了大棚，一位美
女便走了神。她一会儿把草莓托在手中
拍特写，一会儿指导男友怎样拍下自己
回眸一笑的瞬间。她摘了颗草莓放入嘴
中，一脸幸福。

走进位于运河区西砖河村的大运河
农业生态产业园智能温室，流水潺潺、
空气温润，如同到了江南小镇。一人高
的西红柿树，单棵产量能达 1000 公
斤。绿叶菜有的长在中华鼎中，有的乘
上了荷兰风车。蔬菜墙、会议桌微型景
观……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独特魅
力，好不惬意。

不辜负假日好时光，带着家人到田
间地头呼吸新鲜空气，品尝新鲜果蔬，
体验采摘乐趣，平日紧绷的大脑，瞬间
就放松了。

冰天雪地乐翻天

已过立春，再不滑雪，就要等到明
年冬天了。趁着春节假期，赶紧兑现心
愿吧。

预约、扫码、测体温……在做好疫
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河间市景和镇丰
尔庄园正在有序开放。

进入丰尔庄园雪世界，见到银装素
裹的天地，便有些按捺不住。研究了下
景区导航图，雪坡雪圈区、冰上游乐
区、雪地战车区、儿童戏雪区……哪儿
都不想落下，干脆由近及远一项项体验。

骑雪地摩托、开雪地坦克，在雪地
中享受飞驰电掣的快感，太惊心动魄
了！

和游客组团在冰面划龙舟，为了团
结协作，决定让坐在最前头的人喊口
令。“出发！”听到指令，双手紧握雪橇
划动起来，划着划着，中间一位游客的
雪橇不小心掉在了地上。“没关系，咱
们重新来。”大家互相鼓励着，娱乐之
余，更能感受到小团队的凝聚力。

玩得最开心的还是孩子们。堆雪
人、打雪仗、雪地拔河、驾驶迷你雪地
挖掘机……孩子们小手、小脸冻得通
红，却玩得不亦乐乎。

怎么样，动心了吧，去体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