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亩金银花千亩金银花
盛开致富盛开致富““幸福花幸福花””

本报讯 （李雨馨） 眼下正是
金银花收获的季节，在吴桥县大
运河畔，近千亩金银花喜获丰
收，当地村民正娴熟地采摘金银
花。

近年来，吴桥县在加强运河沿
岸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同时，大力
发展金银花、射干、苍术等中草药
种植，打造出大运河乡村振兴产业
带。目前，吴桥县运河沿线种植金
银花近千亩，形成了种植、加工、
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让金银花成
为农民的“幸福花”。

吴桥润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党支部副书记赵炎说：“下一
步，我们会继续加强产业链延伸，
对金银花进行深加工，线上线下同
步销售，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致富
的渠道。”

“住院期间，有专人给端水喂
饭、康复按摩。”“现在吃穿不愁，
生活也有了保障。”……吴桥县创新
对困难老人的社会救助方式，让他
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近年来，吴桥县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以特困救助
供养人员、低保对象中的重残老
年人为重点服务对象，不断拓宽
社会救助工作服务领域，在之前
单纯发放救助的基础上，提供送
医陪护、康复训练等多种服务，
探索出“物质+服务”社会救助改
革模式，并于 2022 年 6 月被确定
为“市级社会救助 （物质+服务）
工作试点县”。

吴桥县有特困供养人员1300多
人，农村低保户5500多人，为确保
困难群众在更多方面及时得到救
助，吴桥县立足社会救助制度基础
性、兜底性功能定位，制定“物
质+服务”救助方案，明确具体服
务事项，以基本生活救助为主体，
专项社会服务为辅助，建立健全分
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更多老

人得到精准救助。
“生病时，车接车送去医院。住

院时，有护工悉心照顾。出院后，
还能去老年公寓康复疗养。”不久
前，66岁的五保户老人林书来因意
外脑损伤住进了医院，陪护康复服
务让老人身体逐渐恢复，也彻底消
除了老人的后顾之忧。

为了给像林书来一样的老人们
提供精准救助，让服务科学合理、
更符合老年人实际需求，吴桥县民
政局工作人员围绕老年人饮食、卫
生、心理辅导、康复训练等方面积
极开展调研，深入了解相关护理知
识和护理标准，最终确定了送医陪
护、康复训练服务内容及标准，既
满足了困难老年群体对物质的“硬
需求”，又满足了精神层面的“软需
求”。

同时，专门成立工作专班，扎
实开展实施对象摸底统计工作，以

“公平、公开、公正”为原则开展招
标工作，认真跟踪监督服务过程，
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确保

“物质+服务”工作取得实效。今年

以来，吴桥县为35名特困群众提供
陪护康复服务，有效解决了特困人
员患病住院无人护理或护理难的问
题。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吴桥县民政

局党组成员齐洪波表示，将继续深
入探索“物质+服务”的救助方
式，围绕困难群体的主动识别、多
维救助以及救助资源整合等方面，
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机制，为救助对
象提供精准化救助套餐。

新闻速递“杂技之乡”真把式
骆学峰

提供送医陪护提供送医陪护、、康复训练等多种服务康复训练等多种服务

““物质物质++服务服务””托起困难老人幸福生活托起困难老人幸福生活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杂技艺人“闯江湖”

在“杂技之乡”吴桥县，杂技大世
界景区“彭家班”的演员们唱着锣
歌，进行网络直播表演杂技。

“当年，我们沿着运河耍把式，
运河养活了我们这些杂技艺人。现在
日子好了，我们把运河文化和非遗技
艺传承下来。”杂技大世界景区演员
彭立新说起杂技和大运河，脸上满是
自豪。

京杭大运河边的吴桥县是中国杂
技发源地之一，是著名的“杂技之
乡”。老一辈吴桥杂技艺人沿着运河靠
卖艺养家糊口，当地俗称“闯江湖”。

吴桥杂技起源于春秋时期，由角

抵戏发展而来，在汉代被称为“百
戏”。1958年，在吴桥县小马厂村出土
的南北朝东魏时期的古墓壁画，上面就
画着转碟、倒立、肚顶等杂技，这是吴
桥杂技有据可考最早的真实物证。

大运河贯通后，带动沿河流域码
头、城镇兴起，也带动吴桥杂技的传
播和发展。近代史上，运河流域大城
市出现的著名艺人活动聚集区，如北
京天桥、南京夫子庙、天津“三不
管”等杂技集散地，几乎都有吴桥人
的身影，江湖上也就有了“没有吴桥
不成班”的说法。

近现代以来，吴桥杂技艺人走出
国门，足迹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有孙凤山、孙福有、史德
俊、赵凤岐等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

杂技产业精彩蝶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吴桥就有杂技
团班 60 多个、杂技小组 270 多个。
1987年，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
办。如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
与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法国
巴黎“明日”与“未来”世界马戏节
并称世界三大杂技赛场。

时至今日，吴桥有近 3万人从事
杂技或与杂技相关的产业。在京杭大
运河东岸，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持续
30年重现旧“江湖”丰富多彩的杂技
场景。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吹破天
剧场，演员何树英从 2018年开始网
络直播表演，演员变主播，戏台变直
播间。伴着《杂技唢呐》节目开演，
何树英打开“吴桥杂技大世界英子”
快手账号进入直播间，为杂技文化表

演开辟了新舞台。
与何树英同台表演的是她的哥哥

何树森，人送绰号“吹破天”。兄妹
俩出生于吹奏世家，从小一起学习吹
奏乐器，合作表演 40 余年。表演
中，他们吹奏大小不同的各种唢呐，
甚至吹茶壶，能够同时吹响 6 支唢
呐，还增添口技、抖脸、鼻子吹唢呐
等特色表演。

何树英想让“新、奇、逗、绝”
的表演通过线上传播，遂开始网络直
播表演。“一个小屏幕能把精彩的节目
传播出去吗？”起初，何树英心里没
底，直到开播后，涌入的粉丝规模彻
底打消了她的顾虑。“我们戏台下面最
多也只能容纳百余名观众，而直播间
动不动就成千上万人。”何树英说。

今年 79岁的王保合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三仙归洞”
是他的拿手绝活。三个海绵球、两只
碗、一根筷子，海绵球在碗中实现神
奇“大挪移”。王保合凭借超快的手
法和出神入化的表演，被誉为“鬼
手”。

“小时候经常跟着父辈卖艺讨生
活。吴桥艺人大部分是顺着运河，或
父子或师徒，肩挑手推着简单的道
具，走到哪儿演到哪儿。”王保合
说。如今，已退休的王保合指导徒弟
们在吴桥杂技大世界鬼手剧场演出，
经常忍不住上台“露两手”。

打造运河杂技文旅融合产业带

吴桥县政府副县长刘秀梅说：
“杂技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县域经济
发展的新支柱。同时，吴桥县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多种业态，
延长产业链条，全力推进大运河畔文
旅融合产业高质量发展。”

吴桥县深入实施“杂技兴县”战
略，大力实施杂技人才培育工程，积
极推进杂技大世界景区升级改造，做
大做强马戏、魔术、杂技等多类商演
项目，不断加大杂技魔术道具研发力
度，逐步形成杂技教育、杂技旅游、
杂技演出、杂技魔术道具研发等特色
文旅融合产业。

当地依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综
合运河沿线历史资源、人文典故等元
素，发展“杂技+文旅”“杂技+农
旅”“杂技+研学”等，将运河文化和
杂技文化融合发展。大运河畔也成为
杂技艺人直播取景的天然直播间。

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包装推出
“鬼手剧场”“吹破天剧场”“新江湖
八大怪”“运河人家”“九月庙会街

景”“杂技小院”等民俗旅游品牌，
精心打造“江湖情缘”“江湖酒肆”
等系列“江湖 IP”项目，先后建成江
湖大剧院、球幕影院、运河人家美食
街等地标性项目，推出《江湖》《时
代》《运河·印象》《江湖秀》等大型
杂技剧和杂技秀。

如今，吴桥的很多孩子有机会
在家门口接受专业的杂技培训。今
年 20岁的冯凌霞是吴桥杂技大世界
景区高空项目优秀演员，在杂技情
景剧《江湖》里担任重要角色。在
吴桥职教中心杂技学校里，她享受
到当地杂技人才支持政策和职业教
育补贴。

目前，吴桥杂技有 11 个门类，
共有 1100多个表演节目。当地深入
推进杂技文化进校园，全县 127所中
小学校和幼儿园近 3万名青少年学习
杂技文化。

以点带动面以点带动面
““微更新微更新””让城市更美让城市更美

本报讯（张超 王亚楠） 近日
清晨，吴桥县住建局建设股工作人
员正在巡查修复损坏、坍塌、移
位、凹凸不平的井盖以及破损的便
道、路面等，确保做到第一时间发
现故障、第一时间修复处理，消除
公共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脚
下安全。”

“这几年县城变化特别大，道
路更加平整安全了，设施改善也比
较多，为咱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了很
多方便。”谈起出行情况，市民林
志刚频频点赞。

为进一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
提升市政设施服务水平，近年来，
吴桥县以服务居民群众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不断强化对市政设施的维
护管理力度，在全县建成区重点区
域，通过“小步走、快见效”的模
式，实施城市“微更新”，以点带
面、以条带块推进县城容貌大提
升。让广大群众时时处处都能感受
到整洁、美观、舒适的城市环境。

吴桥县住建局副局长郭兴华表
示，下一步，将秉持“早发现、早
治理”的原则，加大市政道路、排
水管网检查力度，及时修复路面破
损、路沿石倾斜、排水管网淤堵等
问题，不断完善市政设施、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为广大群众营造优
美、舒适、安全、和谐的生活环
境。

杂技大师孙福有杂技大师孙福有
故居修缮故居修缮

本报讯 （张超 温双岱） 日
前，吴桥县有序推进“一代杂技宗
师”孙福有故居修缮工程，切实增
强文物保护力度，有效传承弘扬杂
技文化。

“修缮工程按照‘修旧如旧’
的原则，在保持旧有建筑材料的基
础上，对墙体、门窗、梁柱、屋顶
等进行修补、加固。”孙福有故居
修缮工程现场负责人耿国林介绍，
修复过程采取老工艺、老做法、老
材料，以求最大程度恢复原有的建
筑风貌。

孙福有故居既是吴桥杂技历史
乃至中国杂技历史的宝贵遗存，又
是研究杂技历史不可或缺的见证，
2008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吴桥
县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利用
力度，全力打造本土文化品牌，有
效促进优秀遗产活化利用。目前，
工程修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
7月底完成。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文物保护力度，加快推进孙福有故
居等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和展
示利用工作，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让吴桥杂技文化传承下去。”吴桥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吴
华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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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地即交证’
服务新模式便捷度
高、时效性强，为企
业尽早开工争取了

‘黄金时间’，真正让
企业受益。”谈起吴
桥县推行的“交地即
交证”服务模式，河
北拉普特管业科技有
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辛
兴华赞不绝口。

日前，吴桥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上
半年办理的首批 87
亩“交地即交证”业
务涉及的企业进行了
回访，获得一致好
评。

“交地即交证”
是指对四至清晰、权
属无争议、土地出让
（划拨）价款、税款
缴纳完毕的国有建设
用地，在用地单位申
请且符合登记条件的
前提下，由不动产登
记机构提前介入、靠
前服务，将登记申请
材料的审查、地籍调
查等工作向前延伸到
土地供应环节，把原
来土地供应之后再进
行的不动产登记串联
办理流程，变成同步
并行办理，确保在向
用地单位交地时同步
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实现交地与交证“双
同步、零时差”。

今年以来，吴桥
县将“交地即交证”
改革列入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项目，通过提

前服务、加强部门协作、并联审批等措
施，提前介入权籍调查、宗地测绘、土
地供应、不动产登记等环节工作，加快
办证时间，压缩不动产登记时限。同
时，为企业提供专人跟踪服务，在供地
环节完成出让、交地、确权等现场一次
性踏勘，在向企业交付土地时，完成不
动产证书办理，实现土地交付和不动产
登记的“一站式”精准服务，确保交地
与交证“零时差”。

坚持在服务举措上做“加法”，在
审批流程上做“减法”，“交地即交证”
业务开展以来，让企业办证时间至少缩
短 10天，为企业节省大量时间和资金
成本，变“项目等地”为“地等项
目”，实现“交地即交证、拿地即开
工”，切实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
真正有效助推招商引资和高质量发展。

谈及下一步工作打算，吴桥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军表
示，“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业务审批流程，不断强化自然资
源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量，降低企业
登记成本，为推进项目加快落地建设提
供更多便利服务。”

日前，在吴桥县安陵镇，农民正驾驶农机对马铃薯进行杀秧。近年来，吴桥县在加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在大运河畔打造马铃薯种
植、油菜花轮作示范基地和金银花、菊花中药材基地等，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刘天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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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至九十九，下
到刚会走，吴桥耍杂
技，人人有一手”“小
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
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
京去，北京收了北京
游，南北二京都不收，
运河两岸度春秋……”

千百年来，吴桥杂
技艺人乘船沿大运河北
上南下表演卖艺。从街
边杂耍到艺术明珠，吴
桥杂技早已成为一张靓
丽的中国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