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雪+红色体验
速度与激情中别有感悟

“加油！加油……” 1月 8日
13时，在沧县纸房头镇事竞成滑雪
场，助威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一
场别开生面的冰雪运动会正在热闹
进行中。

这边，一根绳，两队人，随着
工作人员高喊一声：“预备，开
始！”雪上拔河比赛正式开始。双
方队员铆足了劲、憋红了脸，全力
以赴地向各自方向拽着绳子。

不同于平地拔河，脚下踩着松
软的雪，人们越是用力拽绳子，脚
下越是打滑。突然，一边队伍中，
有个人滑倒在地，他后头的人也连
接倒下。尽管样子狼狈，他们却毫
不抱怨，彼此拉上一把，站起来继
续投入比赛。

那边，雪圈比赛场地旁围满了
人。两个人组成一组，一人坐在雪
圈中，另外一人拉着雪圈沿着规定
路线跑向终点，中间要绕过几道障
碍物，谁最先到达终点，谁获胜。

第一轮，一个胖男孩拉着伙伴
第一个到达终点。第二轮，胖男孩
坐雪圈，却把伙伴累得够呛，只见
伙伴一边拉着雪圈艰难地朝前走，
嘴里一边嘟囔着：“真后悔跟你一
个组。”俩孩子把围观人逗笑了。

除了雪地拔河、雪圈比赛，还
有滑雪、雪上保龄球、雪上跳绳
……虽然天气寒冷，游客们却玩得
酣畅淋漓。

“冲啊！”一阵呼喊瞬间让视线
转移。只见几个男孩抓起雪，一边
往上扔，一边向上爬，再一瞅，原

来是一座碉堡般的建筑。滑雪场负
责人张炳营说：“我们在戏雪活动
的基础上，打造了红色体验项目，
除了围墙上的‘碉堡’，城墙下方
还有地道，游客在戏雪的同时，可
以走地道感悟红色革命精神。”

沿着一处台阶走到地下，眼前
黑漆漆一片。打开手机手电筒，摸
索着向前，没走多远就出现一个岔
口，炸药库、会议室……走着，电
视银幕中的一幕幕场景浮现于脑
海，若不是工作人员引路，怕是会
被困在里头。走了半天，终于找到
了洞口，重见天日的感觉真好，不
禁感叹：“如今的幸福生活真的来

之不易。”

杂技+冰雪
流动的艺术盛宴

和着悠扬的旋律，两名杂技学
员脚穿轮滑鞋，一边神态自如地在
冰上起舞、旋转，一边用手熟练地
转动着细杆上的碗。忽然，他们将
碗抛向对方，尽管他们一直在冰面
上滑动，碗依然能准确地落到细杆
上。1月10日，在吴桥县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滑冰场，杂技学员正在表
演冰雪杂技——转碟。

一旁，冰上水流星表演更是惊

险刺激。普通转碟表演，碗里是空
的，水流星表演，碗中盛着水。随
着演员在冰面上滑行，碗在杆顶平
稳地转动，水却不见飞溅，不由为
演员的娴熟技能所叹服。

学校副校长魏丽丽告诉记者，
冰雪杂技融合杂技表演、冰雪运动
为一体，改变了传统杂技在相对稳
定的状态中，完成高难度动作的表
现形式，对杂技演员来说，是一大
挑战。为了将传统杂技与冰雪运动
完美融合在一起，学校专门成立了
教研组，反复研讨冰雪杂技节目。
目前，他们已经编排了 10余个节
目。

前不久，在吴桥杂技文化公园
“冰雪大篷车”活动现场，冰雪杂
技首次亮相，瞬间惊艳了现场观
众。吴桥县教体局副局长马红艳介
绍说，为了弘扬冰雪文化，他们将
冰雪运动场馆建在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充分利用独特的杂技资源优
势，将传统杂技表演艺术与现代冰
雪运动结合。同时，他们还要将冰
雪文化与石影雕、剪纸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结合，让吴桥文化成为流动
的冰上艺术盛宴。

从冬季走向四季
300余万人乐享冰雪运动

握壶、瞄准、推出，随着冰壶
在赛道上滑动，“啪”的一声，黄
壶被撞出圈外，红壶得分。近日，
献县单桥景区内，一名游客正在专
业老师的指导下，体验陆地冰壶项
目。献县“冰雪大篷车”开进景
区，让游客和附近村民近距离感受
冰雪运动的魅力。

活动现场还摆放了冰雪运动和
冬奥会的宣传展板，人们一边参
观，一边讨论冰雪器材的玩法。献
县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介绍说，献

县没有真冰真雪场馆，陆地冰壶作
为冰壶项目的普及版，不受场地约
束。他们在开展冰雪运动大篷车进
农村、进景区、进商圈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地在全县范围内推广陆地
冰壶项目，为全县各乡镇、学校购
置了陆地冰壶赛道 60 余套。如
今，每个乡镇、每所县直学校均成
立了陆地冰壶队伍，每天坚持训
练，每年组织学生和教职工进行比
赛，并且在县城 3所学校设立了冰
壶培训基地，积极培养冰雪运动人
才。在河北省第三届冰雪运动会暨
2021-2022赛季河北省青少年冰壶
锦标赛中，献县代表队获得预选赛
陆地冰壶西部赛区乙组第一名，青
少年冰壶锦标赛团体总分全省第三
的好成绩。

日前，在肃宁留善寺镇东乾泊
村主题文化公园，随着工作人员紧
锣密鼓地布场，陆地冰壶、陆地冰
球、桌上冰壶等趣味性十足的运动
项目一一呈现在村民面前，大伙儿
争相体验，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为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冰雪运动
的热情，肃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先后将“冰雪大篷车”开进乡村、
校园、公园，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体验冰雪运动的激情与乐趣。

市体育局工作人员介绍说，为
提升全社会对冰雪运动的关注度和
参与度，市体育局积极构建政府引
导、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冰雪运
动推广普及发展格局，在冰雪赛事
体系、社区和乡村冰雪推广普及、
冰雪进校园 3 个方面精准发力，

“冰雪大篷车”走遍全市 26 个街
道、167 个乡镇，在 390 个社区、
503个重点村开展了社区、乡村冰
雪活动，实现了全市 300余万人参
与冰雪运动。如今，冰雪运动从冬
季走向四季，成为狮城城乡一道别
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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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我市
许多旅游景区进
入 “ 冬 眠 ” 状
态，游客寥寥。
而一些景区乘着
北京冬奥会的东
风，通过开展丰
富多样的冰雪运
动，在淡季中赚
得了人气。

陆地冰壶、
陆地冰球，虽没
有真冰真雪，游
客却可在参与体
验中感受冰雪运
动的乐趣；雪地
拔 河 、 雪 地 跳
绳、雪圈比赛，
融戏雪与比赛于
一体，让人们尽
情地在雪地上撒
欢儿；冰雪杂技
融合杂技表演和
冰雪运动，成为流动的艺术……过去，
溜冰、滑雪一向是冬季运动的专属。如
今，冰雪运动实现了从冬季到四季，从
小众竞技运动，到大众时尚生活方式，
约三两好友或携全家老少去滑雪场滑
雪，或玩各类冰雪娱乐项目，已成为许
多人的新追求。

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衷程度有多
高？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中国
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2》，报告指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国冰雪旅游重
构了“三足鼎立、两带崛起、全面开
花”的空间新格局。“三足鼎立”是指
东北地区、京津冀、新疆3个区域，其
中，京津冀蕴含着到2025年达1亿冰雪
旅游人次、2500 亿元收入的市场潜
力。在冰雪旅游前景如此美好的预期
下，景区如何在冰雪旅游上做文章，打
破冬季旅游的“冰封”状态？成为我市
不少景区走出淡季的最好发力点。

但发展冰雪旅游并不仅仅是建个滑
雪场、购置些冰雪器械那样简单。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我市一些景点将冰雪运
动与特色文化融合，为游客打造别样的
休闲体验。同时，也有一些景点存在内
容同质化、配套服务跟不上等问题。随
着冰雪旅游消费的升级，游客越来越不
满足于单纯的参与冰雪项目。发展冰雪
旅游，不能只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
要将冰雪活动与地方文化、民俗文化结
合起来，或与红色旅游、工业旅游等业
态相融合，这样有特色的冰雪旅游目的
地才能成为冬日的“火焰”，让景区顺
利走出“冬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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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尚兴磊 王昱鑫 祁洁） 近
日，记者从吴桥县水务局获悉，吴桥县坚持

“节引补蓄管”五措并举，截至2021年12月
底，深层地下水位较 2020年同期上升 6.83
米。

抓节水，在利用效率上做文章。实施完
成投资238万元的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项目，对54家公共机构、13个居民小区、3
家工业进行节水设施安装改造；大力发展节
水农业，实施耕地季节性休耕项目 3.1万
亩，旱作雨养1.39万亩，小麦节水品种及配
套技术示范推广项目44.2万亩，积极推广节
水灌溉。

抓引水，在引入客水上下功夫。利用原
有南运河引水线路，同时启动岔河引水线
路，以引黄、引江水为主，并适时引蓄雨洪
资源，大力引入上游外来客水，不间断向吴
桥县域范围内引入地表水。截至目前，已引
入外来客水 8000万立方米，在满足农业灌
溉的同时，有效涵养补充了地下水资源。

抓补水，在河流补水上解难题。重点实
施吴桥县引蓄地表水重点项目一期工程，通
过工程实施，清淤了主干河道，打通了阻水
节点，实现漳卫新河、南运河等五河相连，
形成了“六纵二横”的水系连通网。通过实
施南运河吴桥县段补水河道清淤整治项目，
清淤南运河河道23.2公里，提升了河道引蓄
水能力，使河道形成连续景观水面并有效增
加地下水回补入渗量，呈现出“水美岸绿，
风光宜人”的运河景观。

抓蓄水，在存水灌溉上下准药。及时修
复启动大型排灌站3座，维修、新建扬水站
20座、移动式扬水站点 20余处，日扬水能
力达到 200万立方米以上，并通过新建 1座
扬水泵站、1座节制闸与改建 5座涵洞，有
效将引入的地表水蓄到坑塘、引到地头，实
现沟渠坑塘相通、“一村一水盆”，保障水源
蓄得住，打通群众用水“最后一公里”。

抓管水，在取水用水上谋长远。安装
33处农业取水监测设施，强化地下水取用
监管；今年已关停取水井 1768眼，遏制地
下水过量开采；建立127个村级用水管理平
台，对吴桥农业用水情况进行精准计量。

“篆刻艺术是我国特有的一门传统
艺术，被喻为‘指尖上的国粹’。古代
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甲骨文，就是篆
刻的雏形。大家仔细看，我手中的印
章并不是一枚普通的印章，而是融合
了书法与雕刻艺术，上面，每一笔画
都经过了精雕细琢。”近日，在运河区
文化馆，篆刻老师正在向人们介绍篆
刻艺术。为了传承篆刻艺术，让更多
人参与其中，运河区文化馆举办篆刻
体验活动，让人们近距离感受篆刻艺
术的魅力。

篆刻的流程是什么？刻的时候该
怎样用刀？人们体验之前，篆刻老师
先介绍了相关要领。“听老师讲觉得容
易，自己动起手来却没那么简单。单
这一横，刻的时候刻刀左跑右窜，最
后被刻得七扭八歪。简单笔画刻起来
都这么难，复杂的更可想而知。”现场
参与体验的杨佳慧感慨道。

活动现场，冯子平老师篆刻了一
方“大吉”和一方冬奥会主题“一起
向未来”的白文汉印。王川老师设计
了冰雪、大熊猫等冬奥会主题印章，
还准备了活泼可爱的虎年生肖印章，
老虎福字形象立刻吸引了现场小朋友
的目光。

来自运河区迎宾路第二小学的多
米，年龄虽小，却是个资深的篆刻爱
好者。他从 4 岁起就跟随爸爸学书
法，临帖、篆刻都是他的爱好。在张
维富老师的指导下，他篆刻了“冬”

“吉祥”两枚印章。
运河区文旅局工作人员介绍说，

篆刻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承载着诸多
传统文化。平日里，人们接触篆刻艺
术的机会不多，见证一方印章的诞生
更是难得。通过参加篆刻体验活动，
亲手刻一枚小章，能切身感受方寸之
间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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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文字
在刻刀下慢慢呈现

▶孩子们手握
刻刀用心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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