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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吴桥县借力“旅游+农业”，拉动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以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为抓手，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协调发展，走出了
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的发展之
路。 刘天奇 摄

“跨省通办”政务服务再升级

本报讯（郝平原 吴梦）日前，吴桥县行政审批局牵
头组织“冀鲁京津赣苏浙鄂”8省19县行政审批、政务服
务管理部门，举行第二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网上签约
仪式。由此，进一步拓展了“跨省通办”政务服务外延，
扩大了“跨省通办”政务服务圈。

通过网上签约，县行政审批局与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务
服务管理局、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山
东省德州市宁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等 18个县（市、区）
行政审批部门正式签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
议》，实现了企业注册、社会事务等 81项行政许可事项

“跨省通办”，有力地解决了群众办事“两地跑”“折返
跑”的难题。

今年以来，县行政审批局把推进“跨省通办”作为优
化营商环境、服务吴桥人民的重要支点，主动加强与兄弟
县市的工作对接，经过两次集中签约，构建了涵盖华北、
华东、华中、西北、环渤海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等4.6万
平方公里，惠及2300余万人口的10省22市35县“跨省通
办”政务服务圈，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有力提升了广
大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受伤夜鹭获救助

本报讯（李金花 吴梦）日前，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夜鹭，在吴桥县得到成功救助。

前不久，沟店铺乡蒋家哄村张女士在村头路边发现一
只受伤的“长嘴怪鸟”，“怪鸟”右翅膀拖地不动，伤口不
断淌血。张女士经了解得知，县自然资源局是野生动物保
护和救助的部门，驱车将受伤的“怪鸟”送到自然资源局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人员手中。

经判定，“怪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夜鹭，右翅受
伤疑似钝器撞击所致。工作人员对伤口消毒处理后，迅速
将夜鹭送往沧州野生动物救助站进一步救治。

夜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12年列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00年 8月 1日
列入中国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
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吴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位负责同志表示，今后
他们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保护野生动物意
识；建立健全群众举报和奖励机制，强化重点区域巡逻
防控，加大对野生鸟类迁徙繁衍地、活动区域的巡护检
查力度，坚决斩断伸向破坏森林资源和乱捕滥猎的黑
手。

杂技大世界好戏连台醉游人

本报讯（窦松尚 吴梦）日前，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
区，一台集杂技、音乐、舞美、汉服秀等艺术表现形式为
一体的杂技情景剧《江湖情缘》正在上演，引来众多游客
观看游玩。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中低风险地区对文旅演艺消费限
制的进一步放开，文化演艺市场开始复苏，吸引众多游客
来到吴桥。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落实测量体温、查验绿码
等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执行错时、预约、限流等措施，为
游客打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同时，对景区吴桥老城

“江湖文化城开城迎宾”、中国风女子鼓队、“江湖八大
怪”等非遗项目进行全新包装，并打造多台杂技主题情景
剧，以满足不同游客的文化需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吴桥杂技大世界景
区对《车技》《大跳板》《单杆技巧》等一批曾在国内外重
大赛事获奖的节目进行创新融合，通过杂技人刚柔相济的
肢体语言，诠释新时代杂技人不忘初心、昂扬奋进、不屈
不挠的杂技精神，向建党百年献礼。

体验科技 启迪智慧

本报讯（赵宾 吴梦）日前，“中国流动科技馆”吴桥
巡展走进吴桥中学。

此次“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集知识性、趣味性和
操作性于一体，同学们兴趣盎然、热情高涨。大家在

“跳舞的回形针”展台，热烈讨论跳舞原理；在“旋转
的银蛋”展台，亲手操作使银蛋站立……以问题为引
导，在探究中抽丝剥茧，实现了对学科知识的深入理解
和灵活掌握。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是中国科协为推动科普服务
公平普惠、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所打造的公益品牌。此
次巡展活动以“体验科学 启迪智慧人生”为主题，设置
了“声光体验”“电磁探秘”“运动定律”“数学魅力”等
7个主题板块，由40余件互动式科普展品和科学体验项目
组成，涵盖力学、电学、光学、数学、声学、机械学等内
容。

近年来，吴桥中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提
升创造能力，涵养科研情怀。为使学生更多了解科学知
识、掌握科学方法，学校成立了各类科技小组，全天候开
放实验室，定期组织开展科技体验活动，以充分激发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文化乐民，文化强民，文化还
要富民。杂技文化兴起，随之带动
相关产业发展，吴桥县多角度全方
位发力，擦亮“中国杂技之乡”金
字招牌，打造“金吴桥”。

1993年 11月，以杂技文化为载
体的杂技主题公园——吴桥杂技大
世界景区建成开业。景区建有江湖
文化城、滑稽动物园、马戏游乐
园、杂技博物馆等景点，推出了

“百戏剧场”“鬼手居”“红牡丹大舞
台”“运河人家”“九月庙会街景”

“新江湖八大怪”等旅游品牌，吸引
了国内外众多游客聚集。2016年重
磅打造的由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大
型杂技情景剧《江湖》，已成为吴桥
全域旅游和大运河文化带的一大亮
点。

“这里的杂技表演和影视舞台上
看到的不同，感觉更接近‘江湖’，
更真实也更具观赏性。”来自北京的
游客赵香君说。

据初步统计，吴桥杂技大世界自
建成以来，年均接待游客约 60万人

次，带动相关从业人员 2.5万人，年综合收入约 3
亿元，使吴桥杂技文化产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截至目前，全县各类杂技文化团体、企业 100多
家，杂技衍生品开发制作企业 9家，产品涉及 60
大类 800多种，畅销国内市场，远销日本、坦桑
尼亚、新加坡、加拿大、马来西亚等 10多个国
家。

张晨萌说，“杂技兴县”是吴桥重要的发展战
略，以杂技为媒，加快全域旅游建设步伐，让一方
百姓从中受益。

在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吴桥以“杂
技+”为支点，撬动全域旅游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
度融合。

推进“杂技+农业”。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
赵家茶棚为中心，辐射东何村、西何村等7个自然
村联村共建农村新兴社区，加快大运河、曹洼等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打造一批旅游专业村和杂技专业
村，引导农民把“种农田”变为“种风光”，把

“美丽风景”变为“美丽经济”。
推进“杂技+工业”。围绕金鼎古籍、丰耀魔

术道具、宏艺宫面等一批特色企业，着力发展科普
观光、生产体验等旅游新业态，开发一批高附加值
和具有吴桥特色的旅游产品，培育旅游业发展新的
增长点。

推进“杂技+文化”。把杂技文化、大运河文
化元素贯穿于旅游产业发展全过程，重点推进孙福
有故居、澜阳书院创建 3A级旅游景区等工作，同
时发展好“杂技+康养”“杂技+商贸”“杂技+互联
网”等新业态。

从“江湖”走来的吴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下，正走上一条新的传奇之路。新征程镌刻着
新时代昂扬向上的鲜明印记：推进杂技文化旅游产
业化发展，提升产业延伸壮大的拉动力，打造集杂
技人才教育培训、杂技艺术创新研发、杂技文化交
流、杂技魔术道具研发制造和世界杂技文化旅游等
于一体的“世界杂技之都”。

新闻速递

“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作为中国杂技艺术发祥地和世界杂技的摇篮，千百年来，从吴桥县走出的众多杂技艺人，
身怀绝技，四海为家，在各杂技团体，在国内外舞台留下闪光足迹。

绕城而过的大运河，是杂技文化天然的“传送带”。运河古道，岁月沧桑，吴桥杂技艺人沿大运河走江湖、闯南北，孕
育了极富传奇色彩的千年杂技文化，成为大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河北省高度重视吴桥杂技艺术的传承
和发展，省级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特别向杂技文化产业倾斜，持续加大对杂技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吴桥杂技在
技艺上不断突破的同时，坚持杂技教育传承和中外杂技艺术交流，并带动文化产业等多种产业发展，不断提升杂技文化影响
力。如今，吴桥杂技已成为连接中外杂技艺术交流和文化交融的纽带，正焕发出蓬勃生机，续写着新的传奇。

吴桥吴桥：：以杂技为媒以杂技为媒 兴文化之风兴文化之风
本报通讯员 耿建扩 陈元秋 本报记者 哈聪杰 摄影 苑立伟

吴桥杂技，源远流长。
吴桥县文物保护管理

所原所长杨双印对吴桥杂
技有着多年研究。“吴桥在
古冀州东部，古代‘角抵
戏’首先从这里出现并流
行，奠定了古代杂技基
础。从春秋战国至今，吴
桥杂技历史已有 2800 多
年。”杨双印说。

在吴桥，甚至在古墓
发掘中也发现了杂技表演
绘画形象。 20 世纪 50 年
代，在吴桥县小马厂村，考
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座南北朝
东魏时期的古墓，墓壁上绘
有“蝎子爬”“倒立”“肚
顶”等杂技表演形象。这既
表明杂技在那个时期的受
欢迎程度，也可见当时吴
桥杂技已广为流行。

“为了维持生计，也为
了打响‘招牌’，很多杂技
艺人练出绝活奇技以招徕观
众，无形中推动了杂技技艺
的传播与创新。”杨双印认

为，吴桥杂技为世界瞩目，正是源于杂技艺
人不断精进的高超技艺。

100多年前，2000多名吴桥杂技艺人先
后走出国门，他们或只身，或结伴，带着道
具远走天涯，在各大洲进行演出交流。

其中，以杂技大师孙福有的“中华国术
马戏团”最为著名。孙福有被誉为中国杂技
对外交流的先驱与典范。他从艺 55年，有
18年在国外度过。他和他的“中华国术马
戏团”先后到欧亚大陆 30多个国家演出，
他的绝活《十字大绳》《十字飞人》《飞刀》
等节目为世人叹服。他发明的“保险绳”，
使演员安全得到保障，这一装置至今仍为世
界各杂技团所沿用。

杨双印编著的《吴桥杂技》一书中记
载，“中华国术马戏团”鼎盛时期，有演员
120余人，其中包括俄、美、德、印等六国
演员，有十多部卡车、两辆吉普车、两部发
电机，一个可容纳 3000多人的大盖棚，40
多头大型动物，演员之多、声势之大、节目
之丰富前所未有。

走出国门的吴桥杂技艺人，足迹遍及世
界 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大批来自东方
文明古国的文化使者，不仅展示了高超杂技
技艺和艺术成就，也将国外的先进文化和精
美技巧传回中国，丰富了杂技内容，提高了
杂技艺术水平。

为擦亮吴桥杂技“金字招牌”，1987
年，文化部和河北省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吴
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每两年一届，多年前
就已成为与法国“明日”与“未来”杂技艺
术节、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并称的世
界三大杂技赛场。

杂技为媒，文化交融。吴桥这座小城，
仅与杂技相关，就接待过法国、德国等 50
多个国家的外宾两万多人。法国“明日”与

“未来”杂技艺术节主席莫克莱尔曾评价：
“吴桥不仅是中国的杂技之乡，也是世界杂
技艺术的摇篮。”

“任何一门技艺或一种文化，要实现长久兴盛，
都需要一代一代传承发展。”吴桥县文广旅局副局长
张晨萌说。

在吴桥，杂技艺术生生不息，杂技艺人层出不
穷，这与师带徒、团带班、鼓励开办专业学校、开
展杂技进校园、打造杂技专业村等各种形式的技艺
与文化传承密切相关。

曾任吴桥县杂技团副团长的刘志凯，2008年建
立了吴桥铭扬杂技艺术中等专业学校。学校学员最
多时有80多名，现有在校生47人。

“开始以本地招生为主，后来也招收河南、云
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学员。”刘志凯说，除了传承
杂技技艺之外，让一些家庭贫困的孩子拥有一技之
长、实现自立自强也是他的心愿。

17岁的马建华在校学艺已过2年，他来自四川凉
山彝族自治州的一座小山村，现在已学会晃板弹
碗、水流星、蹬技、地圈等十几个节目。他曾到山
东济南、江苏徐州等多地演出，现场表演有了一些
经验。“刚开始有些紧张，后来挺‘享受’的，听到
观众的喝彩和掌声，觉得自己也挺了不起。”马建华
有些腼腆地说。

在吴桥，培养杂技人才最知名的是河北吴桥杂
技艺术学校，可谓家喻户晓。学校创办于 1985年，
是由河北省政府批准建立的我国最早的一所专门培养

杂技人才的中等专业艺术学校。
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常务副校长齐志义说，学校于 1999年被文

化部批准为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培训中心。2002年，学校开始
招收第一批非洲留学生，到目前已有十六期，为 40多个国家培养
杂技留学生400多名。

许多留学生学成归国后，通过自己的杂技技艺在当地产生了较
大影响。埃塞俄比亚学生叶纳回国演出 2年后，成为当地“杂技
明星”，他创办“非洲梦”杂技学校，将杂技艺术在非洲大地传
播。2019年，他培养的学生参加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获得铜
奖。

“杂技技艺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过去一些绝活奇技有的
已经失传，有的也很难再找到传人。”77岁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吴
桥杂技代表性传承人王保合，人称“鬼手”，古典戏法“三仙归
洞”是他的拿手绝技。而他的另一项绝活“缩骨功”却少有人知
道。由于练功较苦，王保合四处游历，甚至到了偏远山村，仍没找
到传人。“这项绝活要失传了，只能尽量详细地把练法和技巧整理
出来，期待后人能将它捡起来。”王保合并未感到特别沮丧，他认
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练起来“吃苦受罪”的技艺难
免失传，现在能做的就是多方挖掘整理，将这些古老技艺记录下
来，让它们不至于消失。

杂技的与时俱进，就在挖掘与创新中迂回攀升。如今的吴桥，
“杂技进校园”活动已普遍开展，杂技文化理念以及一些基本的杂
技技巧，在新一代中开始扎根。根据各村村情，吴桥发展起 15个
杂技专业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小院内外，人们习练杂技的场
面成为乡村一景。

而优秀的新生代杂技演员，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2008
年，吴桥青年杂技演员表演的《追梦——蹬人空竹》在文华奖第
七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得金奖；2010年，《蹬人空竹》荣获第 31
届法国巴黎“明日”与“未来”杂技艺术节金奖；2015年，《秦俑
魂——独轮车技》荣获第 15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金狮奖第
一名；2019年，《凌云狮秀——流星》在第17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
艺术节上荣获金狮奖……

吴桥杂技，“后浪”奔涌。在各种传承模式交相辉映、广布桃
李的作用下，吴桥杂技艺术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展。“上至九十
九，下到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的古老歌谣，正成为
吴桥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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