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一货车芦苇
从雄安新区运抵南皮博普
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公
司负责人王清普早早就等
在公司大门口。

卸了车，王清普一头
扎进车间做试验。芦苇能
否变废为宝，又是一场挑
战。

粉碎、压制、试燃
……把芦苇压制成燃料，
并非想象中那样简单。多
大压力，能让芦苇释放最
大热量？火势怎样，可使
芦苇压缩块实现完全燃
烧？一次不行，接着再
试。王清普的心情如炉膛
中跳跃的火苗，起起伏伏。

热值达到了 3600 大
卡，并且完全燃烧、没有
结焦。万般期待中，惊喜
不经意间出现。“芦苇也能
派上用场了。”王清普忍不
住激动地喊了一嗓子。

春节前，雄安新区管
委会工作人员辗转联系到
王清普。雄安新区 4个基
地近 3万亩的芦苇到了收
割季，收割后的芦苇处理
成了难题。“棉柴、秸秆、
玉米芯能压制成燃料，芦
苇可不可以？”电话中，这
位工作人员语气迫切。

很快，王清普专程赶
到雄安新区，与当地的芦
苇专家先后沟通了 4 次，
并就芦苇处理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目前，压制成的
芦苇压缩块已运至雄安新
区，待厂房建设完毕，设
备投入运行，芦苇的处置
难题将迎刃而解。

“以前芦苇最怕火，如
今成了新能源，火势越
旺，越能显现出它的优
势。”王清普这个“破烂
王”越来越有成就感了。

节后刚开工，公司院
内前来装压缩块的大货车
就排起了长队。其间，不
时有司机跑到前方打探情
况，“啥时候轮到我们装
车？”“大伙儿别急，都能
排上。”穿行在车辆间，王
清普恍惚又回到 10 多年
前。

彼时，王清普干的是
棉花加工。每逢收获季，
前来交棉花的大车小车排
起长龙。“棉桃摘下来，棉
柴除了当柴火还能干啥？”

有的大垛小垛堆在房四
周，有的干脆一把火在地
头点着了。“既影响村容，
又污染环境，这棉柴就没
有别的用途了？”说者无
意，听者有心。秸秆能做

“压缩煤”，王清普早就耳
闻过。到底是否可行？他
当即决定：“出去考察！”

偌大的体育器材喷涂
车间内，不见烟尘，也闻
不到烟味，炉膛内腾起的
火苗在风的助力下，吱吱
作响。烧了半天，炉膛里
却少有残渣。“这煤果然神
奇！”王清普暗下决定：

“让秸秆竭尽所能。”
隔行如隔山。真跨入

这行，兴奋劲儿没持续多
久，他就被各种问题困
扰。本是调试好的设备，
运转起来却问题不断。不
是压缩块不成型、开裂，
就是出现结焦现象。经过
一年多反复试验，他才逐
渐摸清设备的秉性，秸秆
里杂质多就会结焦；压缩
密度直接决定热值……

说起秸秆压缩块的优
势，王清普如数家珍：“生
物质燃料燃烧，排放气体
每立方米含烟尘 46毫克，
煤的排放量却高达 510毫
克；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33.6毫克，煤的排放量为
1280 毫克……”一对比，
优势显而易见。

听说记者来采访，前
来拉秸秆煤的村民刘双庆
凑过来：“俺家这二三十
亩地，光秸秆和玉米芯就
10多吨，以前当柴禾烧，
如今除了兑换秸秆煤，还
卖了 3000多块钱。现在让
俺 烧 ， 俺 都 舍 不 得 烧
喽。”刘双庆话里话外难
掩兴奋。

聚 焦

2021年2月22日 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正月十一 P5责任编辑 祁 洁

电话 3155706 电邮 qijie330@126.com旅游生态
LVYOU SHENGTAI

“““废物废物废物”””变形记变形记变形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祁祁 洁洁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南宝通南宝通

前不久前不久，，

河间府署升河间府署升

级为国家级为国家 44AA

级 旅 游 景级 旅 游 景

区区 ，，并 跻 身并 跻 身

““ 旅 游 业 最旅 游 业 最

美 中 国 榜美 中 国 榜 ””

和和““ 中 国 旅中 国 旅

游总评榜最游总评榜最

受 欢 迎 景受 欢 迎 景

区区”。”。感受古感受古

城河间的悠城河间的悠

久 历 史久 历 史 ；；品品

读 诗 经 文读 诗 经 文

化化 ；；了 解 古了 解 古

代 官 制 文代 官 制 文

化化 、、廉 政 文廉 政 文

化化 、、民 俗 文民 俗 文

化 …… 这 里化 …… 这 里

值得好好逛值得好好逛

一逛一逛——

芦苇芦苇、、秸秆秸秆、、棉柴棉柴、、废木头废木头，，这这

些农村废弃物些农村废弃物，，在南皮博普生物质在南皮博普生物质

燃料有限公司却变成了宝贝燃料有限公司却变成了宝贝。“。“吃吃””

进废料进废料，“，“吐吐””出燃料出燃料，，且看且看——

黄骅打造黄骅打造黄骅打造
线上博物馆线上博物馆线上博物馆

“早晨，还在为救助站鸟儿
的口粮发愁，一天时间，就收
到了 10多位热心朋友的支援，
几位垂钓者纷纷贡献出了自己
的渔获，这下足够鸟儿吃一段
时间了！今天天空格外蓝，满
天都是小心心。”2月 17日 21
时，白洋淀湿地生态野保志愿
者团队志愿者卢莉发了个朋友
圈后，踏实入睡。

2月15日，农历大年初四。
白洋淀湿地生态野保志愿者团队
参加了“让候鸟飞”公益组织举
办的“零野味春节”大型直播宣
传活动。志愿者们来到任丘市出
岸镇小白河沿岸，在宣传禁捕禁
食野生动物的同时，他们还带着
重要任务——为救助站的鸟儿寻
找口粮。

虽然春节前储备了 100多
元的泥鳅和小鱼，但大年初
一、初三，志愿者团队先后救
助了两只大麻鹣和一只红隼。

鸟儿多、食量大，春节期间农
贸市场停业，储备的食物见
底，为鸟儿找口粮成为燃眉之
急。

“8只受伤的鸟儿在救助点
过年，急需铅笔粗细的泥鳅和
烟盒大小的活鱼作为口粮，希
望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志愿者
在微信朋友圈求助的同时，还
兵分多路为鸟儿筹集食物。

“你就是爱鸟护鸟公益组织
负责人王晓晔吧？”一位垂钓者
一眼就认出了王晓晔，听说救
助站的鸟儿急需小鱼，他二话
没说就把桶中的鱼贡献了出来。

一位垂钓者主动留下志愿
者的联系方式：“前段时间，附
近有电鱼和挂鸟网的，再发现
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联系你
们。”

还有人主动把自己的电话
告诉王晓晔：“鸟儿再需要口
粮，就给我打电话，我联系钓

友们一起出动。”
爱心接力，爱鸟

护鸟的“朋友圈”越
来越大。仅 2021 年
这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白洋淀湿地生态
野保志愿者团队就救
助 了 12 只 受 伤 的
鸟儿。其中，长耳鸮

“笨笨”和白骨顶鸡
“小墨墨”已成功野放；无家可
归的番鸭“大溜达”落户任丘
植物园……目前，还有 8只鸟
儿生活在救助站。关注和参与
救助的志愿者，为每只受助的
鸟儿都起了有趣的名字，苍鹭

“冬月”和“羽福”，大麻鹣
“芦花”“春吉”和“初三”，小
白鸽“糖瓜”……他们希望鸟
儿们尽快痊愈重返蓝天。

“爱鸟护鸟，我们一直在
路上。”自 2016年志愿组织成
立以来，每完成一次救助，王

晓晔在日记中总会以这句话结
尾。这次，他换了个结尾：

“明天，农贸市场开门了，赶
紧去买食物。救助点的鸟儿太
幸福了，有这么多热心朋友关
心它们，在这里替它们谢谢大
家了。”放下笔，他的手机响
了：“一位村民把一只受伤的
大麻鹣送到了高阳林业局，咱
能不能对它进行救助？”挂断
电话，王晓晔马上开车出发
了，“希望鸟儿没事。”他心中
默念道。

了解官职文化

走进河间府署，青砖灰瓦，
处处散发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
魅力。

来到这儿，古城河间的由来
不可不知。《尚书·禹贡》 中记
载，大禹治水途经河间，河流分
为九条分支，河间为九条支流中
间的陆地，意为“九河之间”，
河间由此得名。由于地理位置等
原因，北宋大观二年，河间府署
始置，是目前国内制式最完整的
衙署建筑，昔日是与保定、开
封、济南府齐名的京南四大名府
之一。在讲解员韩芳和河间市文
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杨昭的
介绍中，开启了一次文化之旅。

正中甬道上，矗立着一座
“公生明”戒石坊，气势磅礴，
让人不觉驻足。“‘公生明’取
自 《官箴》 中的‘公生明，廉
生威’，意为‘公正使人显得光
明磊落，廉洁则使人显得不怒
自威’。”看着，想着，古代官
员必经之处设立这样一座牌
坊，日日警省，当政者真是煞
费苦心。

沿着甬道前行，来到大堂。
置身其中，竟被周围的陈列逼得
内心些许发紧。只见正前方的桌
椅后挂着山水朝日图，上方挂着

“明镜高悬”的牌匾，两侧则是
红底黑字的“清正”“肃静”等
匾牌，恍惚间似听到官员拍案、
士兵“威武”的回声。

韩芳介绍道：“以前，大堂
会在每年秋季公开审理一些案
件，身后的两侧栅栏，就是供老

百姓听审的地方。”恍然大悟，
原来，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听
审制。

来到穿堂，屋内靠着墙排满
的桌椅，更像是一个会客厅。本
觉平平无奇，韩芳的话却令人震
惊：“看着好像不起眼，可正是
这，彰显了河间府署的地位，河
间府署是除北京故宫之外，唯一
建有穿堂的衙署建筑。在前方大
堂审理案件累了或者需要决策，
就来穿堂休息商议，相当于现在
法院的合议庭。”果然，每个场
所的设置都凝结了老祖宗的智
慧。

走过穿堂，来到二堂。这里
是审理机密案件的场所。只见包
拯的蜡像坐落其中，话说，不是

“开封有个包青天”嘛，正疑
惑，听到了包拯也曾在河间任瀛
州知州的解说音，兴趣大增。而
在堂内左侧，保留着一块明代老
二堂的砖面，砖面上已有细碎的
裂纹，似乎在讲述着那个已远离
我们的时代。

二堂后，是三堂，相当于知
府“办公室”，用于接待官员，
会见宾友。三堂过后，便是内
宅，是官员及家属工作生活的地
方，真真是前庭后院，把“单位
当成家”。不仅如此，府内还设
有西花园、后花园，春季能赏
花，冬季能赏雪，乐哉快哉。

品读唯美诗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说起诗
经，想必不少人都能吟上几句。
来到河间府署会知道，《诗经》
和这里有着怎样的渊源。

“诗经斋”内，装满了藏
书，全是各个年代各种版本的
《诗经》，让人叹为观止。看着一
本本泛黄的书籍，再吟诵起那些
唯美的诗句，不禁感慨万千。书
籍已然老去，但诗句却在传承中
青春。韩芳笑着说：“这里还有
一个小故事。”顺着韩芳手指的
方向，记者注意到屋内的毛苌公
雕像，“诗经能流传下来，可少
不了他的功劳。”韩芳说。

原来，为了躲避秦始皇焚书
坑儒，毛苌的叔叔毛亨从鲁地北
上，来到今河间地后，以吟唱的
方式讲解诗经，至今古曲犹存，
并称为“河间歌诗”，并被列为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此河间成为诗经的传承地。

值得一提的是，诗经斋内藏
有旧籍《诗经》各类版本8000余
册，2003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
总部评为“收藏《诗经》版本之
最”。

如今，《诗经》 通过微课
堂、歌诗传唱、诗经研讨会等文
化活动，继续演绎着当时的盛
况，让诗经文化穿越两千年时光
历久弥新。

弘扬廉政文化

西轴线上，最震撼的要属廉
政文化教育基地。徜徉于“古灜
乡贤清廉风范”“灜郡循吏崇廉
尚德”“十大廉吏光照千秋”等
10个展厅，深刻感受着廉政文化
的内涵。

边走边看，感触颇深。那些
历代清官廉吏的典型事迹，那些
贪官污吏发人深省的案例，中国
共产党的反腐历程以及当代先进
模范人物典型事迹，在展室借助
声、光、电等现代高科技手段，
愈发深刻，仿佛听到的、看到
的、触摸到的每一段故事，都在
身边发生过一样。河间名相张
衡、两袖清风的张西胜、以身殉
职的戈涛……淹没于历史的一个
个人物，跃出时间长河，又一次
熠熠生辉。

其实，从一进河间府署，就
能感受到随处可见的廉政文化。
从写有“公生明”的戒石坊，到
兵房和刑房间的“廉丼”，再到
大堂处“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
辱；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
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的楹联，无不写着一个大大的

“廉”字。
一圈下来，意犹未尽。既开

阔了眼界，又长了历史知识，不
禁感叹这次游览太有意义了。韩
芳热情相邀：“天儿越来越暖
和，过段时间，一定再来打卡，
到时，雍容的牡丹、绚丽的芍
药、淡雅的丁香，还有晚樱、连
翘、蔷薇，满园芳菲，定会让你
不虚此行。”

本报讯 （宁美红 刘
璐 刘震 左越） 近日，黄
骅市博物馆公众号新上两
档视频节目——《黄骅记
忆》和《社教小课堂》，以
线上方式展现黄骅的特色
民俗。

“大家好，欢迎收看
《黄骅记忆》民俗物品展，
今天为大家讲的是麦莛
子、掐辫子……”第一期
《黄骅记忆》在黄骅市博物
馆公众号上线以来，深受
观众欢迎。

据了解，黄骅博物馆
此次推出的民俗物品展
览，包括收音机、自行
车、缝纫机、手表、煤油
灯，以及黄骅特有的蟹壳
画、面花模子、麒麟手工
制品、剪纸等一系列民俗
物件。这些民俗物品是当

地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凝
聚着当地人民的文明与智
慧、勤劳与创造。

黄骅市博物馆讲解员
张蕊说：“疫情期间，为方
便人们游览，我们特别推
出了线上展览。”除了《黄
骅记忆》外，上线的还有
《社教小课堂》栏目，通过
情景故事、任务挑战、知
识介绍和演示制作等过
程，以丰富的情节设计和
生动的讲解，吸引了许多
观众观看。

“相比于线下实地游
览，线上展览让文物、风
俗、照片等物件背后的故
事得以充分展示，使受众
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了解
先辈们的奋斗历程，更加
珍惜当今的幸福生活。”黄
骅市博物馆馆长张宝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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