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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盒”助力低碳生活

任丘4所学校3年累计回收64万个牛奶盒

关注燃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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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灶电池你换对了吗燃气灶电池你换对了吗？？

从农家小院走上国际舞台从农家小院走上国际舞台从农家小院走上国际舞台
————““中华北狮王中华北狮王””的传承故事的传承故事

沧县建立首批个体工商户
发展工作联系点

本报讯（记者李智力 通讯员袁金
良）日前，河北普鑫纸业有限公司的一
辆货车先后来到华北油田钻二小学、华
北油田东风小学，回收了学生们收集的
2.8万个牛奶盒，并为学校送来 300卷
卫生纸，作为此次集“盒”活动的奖
励。截至目前，任丘已有4所小学参与
到这项环保活动中来，3年累计回收牛
奶盒64万个。

近年来，为营造低碳环保氛围，
任丘市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志愿者团
队，以学校牛奶盒回收为切入点，启
动开展了集“盒”助力低碳生活活

动，引导学生将牛奶盒等纸基复合包
装在使用后清洗回收。同时，与河北
普鑫纸业有限公司建立合作，普鑫纸
业公司负责集中收储各学校收集的牛
奶盒并进行无害化循环处理，同时，
按照 100个牛奶盒兑换 1卷卫生纸的标
准，给予孩子们奖励，鼓励大家积极
参与到集“盒”助力低碳生活活动中
来。

“作为奖励的卫生纸都是由大家收
集的牛奶盒再生的。”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让更多孩子切身体会绿色低碳
生活的意义，普鑫纸业还会不定期邀请

学生们到公司生产车间，参观各类包装
纸盒的循环利用过程，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环保意识。

通过参加活动，许多小学生从收集者
成长为低碳行动的组织者、号召者。任丘
第六实验小学的小学生王悦欣，不仅把自
己喝过的牛奶盒收集起来，还带动身边的
亲友长辈一起加入到活动中，她主动去开
蛋糕店的亲戚家收集牛奶盒，最多的一个
月，王悦欣收集牛奶盒千余个。

此外，任丘市还进一步拓宽各类包
装盒的回收范围，由牛奶盒向蛋糕烘
焙、奶茶制作等行业的其他纸基复合包

装扩展，获得众多商家企业的支持。“这
项活动既能让店里废弃的牛奶盒等包装
有个好去处，还能为低碳行动出一份
力，非常有意义。”任丘市一家蛋糕店店
主贾倩说，她会呼吁身边更多的朋友加
入到活动之中，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共
同守护美好家园。

为进一步鼓励广大商户积极参加活
动，任丘市还向回收模式相对成熟的店
铺颁发“低碳门店”公益活动证书，进
一步在全社会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目前，任丘市已有 10 余家店铺获得

“低碳门店”公益活动证书。

本报讯（记者李佳芳 通讯员郭聪慧）
近日，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建立首批
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联系点，为广大个体工
商户提供更优质的营商环境。首批2处联系
点分别设在沧县兴济蔬菜批发市场和沧县食
品包装材料协会。

据了解，目前，沧县共有个体工商户
34876 户，占全县市场主体总量的 70%。
首批联系点将结合日常工作，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不断密切与个体工商户的联
系，及时传递相关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
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了解个体工商户在
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与需求，并及时帮助解
决。

同时，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还牵头建
立了由沧县行政审批局、发展和改革局、
科技工信和商务局等 13 个部门组成的沧
县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在
政策宣传、创业指导、融资贷款、建议诉
求等方面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经营中的具
体困难，为实现全县个体工商户量的稳步
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保驾护航。

暑运大幕开启，旅游“热浪”来
袭。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暑
期，年轻人和学生群体成出游主角。
据我市有关景区统计数据显示，暑假
以来，我市旅游市场主要表现出红色
研学游“圈粉”青少年、博物馆游持
续火爆、避暑游热度不断攀升的特
点，沧州文旅市场继“五一”、端午假
期后，暑期再掀新高潮。

红色研学游圈粉青少年

广袤沧州大地，遍布红色记忆。
时值暑假，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黄骅大赵村惨案
遗址等场馆内人头攒动，追寻红色记
忆、缅怀革命先烈的游客络绎不绝。

在马本斋烈士纪念馆，进入 7月，
许多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来参观，有些
孩子还身穿校服、佩戴红领巾，仪式感
满满。家长陈女士说，参观纪念馆可以
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历史，了解英雄人
物的故事，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增强爱国情怀。初二学生小曾参观
后表示，马本斋烈士的革命精神令自己
由衷地敬佩，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应
该继承先辈的革命思想，树立远大理

想，好好学习，建设祖国。
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

到，随着暑期的到来，红色旅游实力
“圈粉”青少年。近年来，红色文化
游、红色研学游等相关产品深受“90
后”“00后”游客青睐，红色景区景点
也成为亲子游的主要目的地，家长带着
孩子在感受红色文化的同时，也能切身
感受日新月异的乡村新貌。

“旅游+博物馆”一举多得

“走，逛博物馆去!”7月 3日刚放
暑假，市民王先生就带孩子参观了沧
州博物馆。随后，又带孩子来到陕
西，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
馆，体验“博物馆奇妙游”，在“游中
学，玩中学”。

今年暑假，不少市民像王先生一样，
游览观赏著名景点时，很看重历史性和文
化性。因此，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
馆等文博场馆门票成为“抢手货”。

据沧州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暑假，来沧州博物馆游览的游客大
幅增加，其中，中小学生成为主力
军。相关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预订博物馆门票的客群年龄中，

“00后”仅次于“80后”“90后”，排名
第三。各年龄段人群中，“00后”同比
增长最显著，他们文博游订单数同比
增长 8.2倍，而“90后”群体增长 4.4
倍，“80后”客群则增长近5倍。

市旅游协会秘书长彭延悦认为，今
年暑期是我国将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

“乙类乙管”后的第一个暑期。博物
馆、历史文化遗址、红色教育基地和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馆是暑假开展研学
的好地方，能够让孩子感受中华民族辉
煌的发展史，感受先辈们为了国家、民
族解放作出的巨大贡献，激发他们的民
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避暑清凉游持续火爆

这两天，市民张女士和她的几名老
同学相约，共同来到新疆旅游，畅游葡
萄沟、天山、可可托海、喀纳斯等美
景，当华北地区正被高温炙烤时，张女
士朋友圈里的“清凉世界”让其他同学
羡慕不已。

今年暑期以来，沧州连续多日高
温，避暑清凉游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首
选。一方面内蒙古、新疆及西藏等地
成为许多市民青睐的旅游目的地；另

一方面，滨海游、水上运动等也受到
欢迎，特别是海滩、漂流、水世界等
避暑旅游线路的“人气”不断攀升。

“ 天 气 太 热 了 ， 玩 玩 水 也 凉
快。”孙女士说，沧州水世界主题乐
园、黄骅金沙滩等地成了大家消暑
的好去处。除了水上乐园，全市各
游泳馆内也人员爆满，在暑期迎来
了以中小学生为“主力军”的大量
客群。

山泉玩水，泡进清凉夏天；海
边度假，邂逅晚霞浪花……夏季怎
么玩？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了解到，目前，河北已推出 69 条

“夏纳凉”线路，开启夏日自驾之
旅，其中包括沧州的 7条线路，青县
运河堤路休闲采摘、肃宁农耕文化
体验、任丘亲子乐园……市民还可
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探寻美丽乡村，
畅享清凉夏日。

进入暑期，刘吉舞狮团团长卢春玲
和她的“小狮子”们演出任务不断。“全
团属于‘连轴转’，室外再热，演出也要
按时安排。”62岁的卢春玲说。

该舞狮团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驻
地位于沧县，目前是拥有演员近30人的
专业民营舞狮团体，年均演出近 240
场。多年来，他们参加国家级比赛屡获
大奖，2003年在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首
届全国南北狮王争霸赛中，荣获“中华
北狮王”称号。

沧州是我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杂技
之乡。卢春玲和丈夫尹少山，年轻时在
沧州一家杂技团相识相恋。“婚后我们回
到了位于沧县的老家刘吉村，发现农闲
时村里聚集不少有武术、杂技基础的年
轻人，就想着组织一支舞狮队。”卢春玲
说。

1980年，刘吉舞狮队成立。尹少山

把有过杂技功底的二哥尹春山拉来帮
忙。“从全村选定了 20多个有功底的小
伙子，训练场地就设在我家院子里，一
边学习训练，一边在附近村庄表演。”尹
春山说。

记者了解到，中国传统舞狮分“南
狮”和“北狮”，沧县狮舞属于北狮一
脉。舞狮又细分为“文狮”和“武狮”，
刘吉舞狮队是在“文狮”表演的基础
上，兼具杂技、武术、舞蹈元素。这样
既有武术的刚劲，又有杂技的技巧和舞
蹈的柔美。

卢春玲说：“为博采众长，我们总会
利用外出演出的机会四处请教，研究吸
收其他团队的精彩动作到自家的动作套
路里。”

训练中，一个狮头有10多斤，为了
保持手部灵活，“狮头”队员冬天都不敢
戴手套，一年四季都要顶着 20多斤的

“狮皮”。尹春山说：“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想把‘狮子’舞好没有捷径可
走。”

随着不断在国家比赛中登台获奖，
舞狮队在沧州当地知名度增高。尹少山
夫妇就此商量——“如果满足现状，就
还是‘草台班子’，得走更专业的路
子”。2000年，舞狮队更名为刘吉舞狮
团，此后常邀请武术界、杂技界专家上
门指导，走上专业化发展之路。

此后，刘吉舞狮团邀约越来越多，
还曾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的文艺表演
中演出。除了国内的许多地方，他们还
走出国门到美国、捷克、保加利亚等地
参与文化交流演出。

“传统技艺想要传承和发扬，人才储
备是基础。”沧县教育局局长祁雅玲告诉
记者，2008年沧县狮舞入选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多年来由舞狮团成

立的“沧县舞狮传承培训基地”向社会
免费开展舞狮课程培训，一年开展近 10
期、每期容量30余人，有省、市级相关
专家参与授课。

此外，舞狮团将沧县的大官厅中
学、黄递铺中学、白方礼小学等学校作
为“狮舞传承教学示范点”，与校方合作
编写舞狮自选套路教材，由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授课。据介绍，2023年已开展舞
狮进校园活动 10次，参与学生 5000余
人。

“希望培养更多‘小狮子’，将这项
传统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卢春玲说。

据新华社电

暑期旅游暑期旅游暑期旅游，，，咱们应该怎么玩咱们应该怎么玩咱们应该怎么玩？？？
本报记者 贾世峰

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愉快充实的暑假，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店镇董林村国学讲习馆开设了暑期免费托管服务，孩
子们可以在这里诵读经典、习练武术，还有志愿者老师辅导作业，解决了外出务工家庭无人照看孩子的实际困难。

杨 洋 摄

燃气灶不好点火，只有
微弱的“哒哒哒”放电声，
或者有时候根本打不着火，
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是电
池没电了。此时，用户要及
时检查更换电池，千万不能
用打火机进行助燃点火，因
为燃气释放到一定浓度，遇
到明火极易发生爆炸危险。
那么，换电池要注意哪几项
问题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
下。

选择电池时，要注意查
看电池上面的日期，注意区
分电池的生产日期和报废日
期，千万别把报废日期当作
生产日期。

更换电池时，很多用户
反映，刚换上了电池，却还

是打不着火，这很可能是没
有取下电池上的绝缘帽，还
有的用户家中装了燃气安全
阀，更换完电池再把安全阀
重新拔开即可。

更换电池要注意电池的
数量。有的燃气灶需要安装
2 节甚至 3 节电池，而用户
为了节俭，有时会选择只更
换一节，这样是不对的，会
导致换上电池后，没多长时
间又会出现打不着火的现
象，或损伤电路，带来安全
隐患。

李智力 整理

本报讯（刑雨龙）炎炎夏
日，走进沧州博物馆，在文化
视觉盛宴中感知城市历史与
活力，已成为狮城新时尚。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预约
参观沧州博物馆的游客达到
5100 人 次 ， 比 上 周 增 长
113.75% ，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78.76%。在这些“打卡”的游
客中，“90后”“00后”成为主
力军，文旅活力持续释放，参
观人数创历史新高。

通过小红书APP搜索“沧
州博物馆”，就能看到 50多条
用户自发上传的“参观攻略”。
从乘车路线到门票领取，从服
务台“盖章”指南到找寻精品
文物，这些来自网友的经验分
享，吸引着越来越多市民探秘
博物馆，开启文化旅程。

“我跟高中同学约好来博物
馆‘盖章’，早晨8点半就来排
队了。”正在天津某高校读大三
的小韩同学，一边在服务台自
助打卡，一边向朋友展示已经
盖了大半本的“打卡本”，“后
面的印章是我上学时在其他博
物馆盖的，但前面这几页一直
空着，就等着盖上家乡的专属
文创印章。”

参观中最受追捧的文创印

章，刻画的都是文物精品，既
有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

“北朝青釉堆贴花龙柄壶”，又
有见证汉代错金镶嵌工艺高峰
的错金豹镇。游客盖完 12枚印
章，还可按图索骥，在展厅中
找到对应的文物，了解文物背
后的文化知识，不断解锁逛博
物馆新模式。

“避暑游、研学游、亲子游
叠加，加之‘文博热’兴起，
预计参观量还将持续攀升，这
对博物馆将是一次‘暑期大考’。”
沧州博物馆馆长吕庆元介绍，
连日来，沧州博物馆通过开展

“打卡盖章”、举办“年代记忆
展”等活动，开发数字博物馆小
程序，让市民享受沉浸式文化体
验。“新技术、新形式、新玩
法，让原本严肃的文物变得活
泼。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提供优
质文化产品，提高供给能力水
平，着力打造更多体现沧州文
化内涵与狮城人文精神的文博
精品。”

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暑期文博游热度持续攀升攀升攀升

周末周末51005100人次打卡沧州博物馆人次打卡沧州博物馆

本报讯（通讯员徐倩 记者
邢程）“农家书屋是我闲暇时最
喜欢来的地方，这里面有我点
单的书籍。”日前，新华区小赵
庄乡唐庄子村民李飞来到当地
农家书屋，手捧一本《智能时
代》看得入迷。

农家书屋需要什么书，村
民说了算。为更好地满足群众
阅读需求，精准服务群众，新
华区将农家书屋图书选购配置
的主动权交到村民手中，大家
只需列出图书清单，管理员就
会利用冀云平台农家书屋“百
姓点单”栏目预约图书，最大
程度满足群众阅读需求，让农
家书屋真正成为村民的“精神

家园”。
通过开展百姓“点单”选

书阅读，更加精准地满足了
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为
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奠定了
基础。截至目前，新华区已建
设农家书屋 20 个、书报刊阅
览室 5个，藏书均超 2000册，
年均服务群众 1.3万人次。下
一步，新华区将继续创新服务
模式，依托区图书馆、乡镇综
合文化站、农民文化大院、农
家书屋等文化阵地进一步提升
惠民服务效能，让更多的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文化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

需要什么书需要什么书 村民说了算村民说了算

新华区农家书屋新华区农家书屋
推出推出““百姓点单百姓点单””服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