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吴桥杂技“九

月庙会”在吴桥杂技大世

界景区开幕，杂技绝活、

非遗展演轮番上演，让观

众感受吴桥杂技艺术魅

力。“九月庙会”是吴桥

传统民俗活动，对吴桥杂

技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推

动作用。

骆学峰 摄

““光伏＋光伏＋””立体养殖立体养殖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谭梦婷）日前，在吴桥
县铁城镇“光伏＋”养鸡大棚内，养
殖户焦文更正在进行管护作业。

“自从在养殖大棚安装了集发电、
储电、放电于一体的光伏板，白天可
以发电供鸡棚运转，多余的电量可以
储存晚上用。”焦文更介绍，“光
伏＋”立体养殖既降低了成本，又实
现了节能减排。

近年来，吴桥县因地制宜发展
“光伏＋”立体养殖，采取“光伏+特
色养殖”模式，将光伏发电和高效养
殖有机结合，促进企业增效、农民增
收。同时，引进“光伏＋”发电项
目，推动了清洁能源和高效养殖业一
体化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双丰收。

“实施‘光伏+’立体养殖生产模
式，让土地实现最大产出。充分利用
大棚养殖的优势，把周边的村民带动
起来，让更多农民群众享受到‘阳光
红利’。”铁城镇镇长齐昊表示，将进
一步发展“光伏+”，形成养殖业收益
与新能源发电双赢的良好局面。

新闻速递

看杂技表演、赏运河流韵、逛九月庙会、享
文化盛宴……日前，在杂技故里吴桥，随着第十
九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绝技绝活、
非遗展演、民俗文化等轮番上演，以杂技和运河
为主题的各种行进式趣味演出、沉浸式全息演
艺、互动式观展体验，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流
连忘返。

近年来，吴桥县集中力量打造大运河文化
带、生态带、旅游带，积极推进吴桥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试验区创建工作，在统筹推进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进程中，努力擦亮吴桥
杂技国际化名片，竭力提升杂技文化的向心力、
杂技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全力打造大运河特
色文化节点城市。

污水达标处理污水达标处理
再生水为小城美颜再生水为小城美颜

本报讯（王双双）日前，吴桥国
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化验室内，工
作人员正在对处理后的污水进行水质
检测。在达到排放标准后，这些再生
水将主要用于城区道路喷洒、绿化以
及宣惠河水系补水。

“以前每天用于绿化浇灌及清洗马
路的自来水需要600吨左右，自从采用
了再生水回用设备以后，每天能满足
50辆洒水车的取水，每年可以节约水
费约30万元。”吴桥县国祯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厂长赵展介绍，通过再生水综
合利用，可以有效节约人饮水，同
时，城市绿化以及当地的小气候也得
到了改善。

近年来，吴桥县以“农业节水领
跑、工业节水增效、城市节水普及”
等为重点，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
设，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效益大幅
提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更加可靠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
障。

谈及下一步打算，吴桥县城市管
理局副局长梁海峰表示，将进一步推
进再生水利用，把再生水与黄河水、
地表水、地下水一道纳入全县水资源
总盘子，实行统一配置，优先配置再
生水，优先支持再生水项目，不断促
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

培树先进典型培树先进典型
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本报讯（刘玲玲 李一平）“尊老
孝亲是传统美德，我们要把这种美德
传承下去。”日前，在吴桥县大第八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沧州好人”杨俊
连讲述着她多年如一日照顾患病婆婆
的故事。

近年来，吴桥县坚持培树典型、
宣传典型，发挥好典型的引领示范作
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站、
所）持续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实
践活动，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感
人事迹引领道德风尚，让崇德向善的
文明之风遍吹吴桥大地。

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吴桥
县将好人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持续深入开展“吴桥好人”“文明市
民”和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今年
以来，“中国好人”蔡士学荣登河北省

“双争”光荣榜，“沧州好人”孙浩政
参加“强国复兴有我”全省365百姓故
事汇群众宣讲活动，“沧州好人”典型
代表杨俊连被授予“诚信人物”称
号；5人获评“沧州好人”称号，3人
获评市级“文明市民”，1人获评市级

“新时代好少年”，10名“吴桥好人”
典型代表受到表彰，“向身边好人学
习、争做道德模范”氛围日渐浓厚。

一个好人就是一面旗帜，一群好
人影响一座城。“始终如一树好文明风
向标，不遗余力构筑好人蓄水池，不
断丰厚精神文明土壤。”谈及下一步打
算，吴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晓军表
示，将坚持用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
尚，以好人之善、好人之真、好人之
美推动形成更加坚定的主流价值、更
加高扬的道德旗帜、更加清朗的社会
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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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畴沃野尽田畴沃野尽““丰丰””景景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激发杂技产业发展动力

坚持规划先行，科学开发，吴
桥县围绕打造“世界级杂技主题乐
园”的目标，相继出台了《吴桥县
杂技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2015-2030）》《吴桥县全域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 （2018-2030）》《加快
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为
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依据。

将杂技文化、大运河文化元素
贯穿于旅游产业发展全过程，把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与大
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全域
旅游示范区和杂技大世界 5A级景区
创建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文化遗产
大保护、基础设施大建设、对外形
象大提升、环境面貌大改变，通过
保护、研究、传习、展演、展示、
体验等各种方式增强文化遗产传承
活力。

激发杂技产业发展动力，设立

产业引导资金，先后出台了《杂技
产业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在职演员
奖励补助、杂技文化创作激励和困
难演员救助等七项奖励扶助政策，
扶持杂技产业发展，激励杂技节目
创新。

深入挖掘独特文化资源

在全县广泛开展杂技文化资源普
查，建立杂技文化遗产保护清单，对
已经失传的杂技节目进行挖掘恢复，
用视频、文字等方式进行抢救性记
录。目前，全县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
个，省级非遗项目 16个，市级非遗
项目30个，县级非遗项目73个。杂
技专业村 17个，省市县级文保单位
24个，风景名胜区3处。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吴
桥县先后投入2亿元用于杂技大世界
景区整体提升，推出 《江湖》《运
河·印象》《时代》 等多个精品剧
目，复原“吕家班”“赵家茶棚”演

艺节点，新增“鬼手居”“红牡丹大
舞台”“百戏剧场”室内景点，再现
吴桥“九月庙会”盛景。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与传承生产
基地的吴桥杂技大世界，目前有杂
技类非遗项目 41个，代表性传承人
36名，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拥有
非遗传承人最多的民俗旅游景区。

为做强杂技职业教育，吴桥县
积极推进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扩建，
联合多所杂技学校和团体做大做强
杂技职业教育联盟，深入实施杂技
文化进校园工程，出版专著《吴桥
杂技校园读本（小学）》，《吴桥杂
技校园读本 （初中）》，目前已有
400余名外国留学生、3万余名吴桥
中小学生实现“人人有一手”。全县
超 6000名杂技演员足迹遍布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擦亮“吴桥杂技”名片

今年，杂技故里吴桥即将迎来

杂技节闭幕式首次“回家”。为把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闭幕式首
次“回家”办成一届高水平、有特
色、有影响的艺术盛会，吴桥县立
足杂技文化，精心打造配套节会活
动。

突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果，
将运河元素融入中国吴桥国际杂技
艺术节闭幕式，拟定了“运河明
月、月映故乡”的主题，讲述吴桥
杂技沿运河走向世界的故事，实现
新时代杂技艺术与运河文化的完美
融合。同时，推出运河旅游推广季
活动，打造大运河非遗文化观光
游、沧州大运河自然风光游等精品
主题旅游线路。

展现非遗保护传承利用成果，
将杂技节吴桥会场与“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北方）示范性交流活
动相互融合，推出一系列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非遗活动，展现

“杂技非遗”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
用，让杂技节嘉宾、观众在盛会中

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同时，举办吴桥杂技欢乐汇

（九月庙会），进行吕祖庙探源寻
根，再现祭拜吕祖、拜师收徒、悬
祖议事仪式；开展杂技巡游，融合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北方十省
市、河北省、大运河沿线城市等各
级非遗代表性节目组团行进式巡
游；开办非遗集市，设立非遗产品
销售专区；通过传承人活态展示、
互动体验、产品展销等形式，立体
呈现具有五百年历史的九月庙会原
生态底色，让本届杂技节成为展示
优秀非遗文化的重要窗口。

促 进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 按 照
“节会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
大力实施文化赋能，积极嵌入节
会元素，积极筹备吴桥杂技全球
推介活动、吴桥杂技魔术装备产
业洽谈会、吴桥杂技产业对话等
活动，深度推进文旅融合，努力
让节庆活动“火”起来，文旅融
合“活”起来。

秋高气爽，吴桥大地一派丰收
景象，田间地头大型农机不间断地
作业，此起彼伏奏响一曲曲丰收的
乐章。吴桥县全力保障粮食生产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保持了粮食稳定
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良好势头。

农技推广让农人“慧”种田

从春耕备耕到秋粮收获，走在
田间地头总能看到各类农机和农技
人员的身影。广袤田畴，藏粮于
技，田间地头激荡着科技动能，让
广大种粮农民更安心。

“虽然玉米丰收在望，但仍应因
地制宜推行玉米适当晚收等技术措
施，继续加强田间管理，守住玉米
生产最后关键阶段，努力提高产量
和质量。”10月初，吴桥县玉米进入
成熟期，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抓
住晴好天气，深入田间地头，开展
秋收技术指导工作。

近年来，吴桥县大力实施“藏
粮于技”战略，坚持以“技”助
农，依托实施全国基层农技推广项
目，在全县范围遴选了数百名农业
专业技术人才组成农技服务团队，
利用微信、广播、电视、发放明白
纸、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定期发

布农业技术信息，开展农业科普培
训。同时，积极组织全体农业科技
推广人员下沉服务农业生产一线，
动员各级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农技
服务平台主动入位、靠前服务，全
力打通科技进村入户“最后一道
坎”，以科技之“先”，促进粮安之

“实”。
科技兴农的“主力军”、乡村振

兴的“服务队”、农民增收的“引路
人”……一支支农技服务队伍奔忙于
田间地头，看苗情、查病害、送技
术、保生产，现场答疑解惑、“开药下
方”，促进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农民学
科技、用科技的积极性不断提升。

农业机械化解锁丰产“密码”

“今年玉米亩产达到了 800多公
斤，一台收割机一天能收割 70 多
亩。”今年是蔡士学专职种粮的第23
个年头，这样的生产效率和亩均产
量，放在10年前他想都不敢想。

在蔡士学看来，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产量不断提升背后，是人力
工作的占比减少，机械设备逐渐成
为农业生产的主力。

在吴桥县，粮食作物及油料作
物的机械播种、机械插秧、无人机
施肥打药、机械化收割等“一条
龙”作业已广为推广，像蔡士学一
样的种粮大户也不断涌现。

农业机械化是加快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抓手，也是吴桥县农业发展
的重要方向。丰收时节，在吴桥县
各大粮食丰收地块，一台台收割机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农业机械化
丰产探索上，吴桥县摸索出自己的
答案。

为实现“藏粮于技”，吴桥县围
绕“提质增效、减损增产”，落实落
细各项农机管理服务措施，积极调
整优化农机装备布局，扎实开展农
业新技术新机具示范推广、农机维
修保养与存放、农机人员培训管理
等工作，为全县各乡镇提供机械化

作业、机具维修保养、综合农事等
多元化服务。

“农业机械化有效降低了田间劳
作强度，在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粮
食产量的同时，也大大激发了农民
种田的积极性。”吴桥县农业技术员
张晓瑜介绍说，今年吴桥县粮食机
械化收割率达到了100%。

土地流转
为乡村振兴添“翼”赋能

秋风起，高粱熟。千亩高粱，
红红的高粱穗俏立枝头；收割机来
回穿梭，吹响丰收“集结号”；农用
运输车往来奔波，种植户喜笑颜开。

坚持走“科学化、标准化、规
范化、规模化”生产道路，吴桥县
深入实施大运河现代园区红高粱项
目，采用土地托管模式，积极推进
大运河沿岸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有
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我家的地都流转给了高粱种植

户，我又来到自己的地头上务工，
一下有了两笔收入。”吴桥县安陵村
村民闫德森感叹土地流转成为富民
增收的重要渠道。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近年来，
吴桥县按照“依法、自愿、有偿”
的原则，鼓励农民创新经营模式，
自愿流转承包土地。同时，通过政
府资源引导及政策支持，引进种植
大户、农业合作社及农业企业，进
行示范带动，以出租、入股、托管
等多种形式，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真
正活了起来，打开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农村发展的多把“锁”。

越来越多的村镇通过土地流
转，实现“碎田”变“整田”，统一
机械化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加上
先进的农业技术，让秋粮丰产的成
色更足了。土地流转不仅破解了种
粮大户的经营难题，也为乡村振兴
带来新的生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积极探索
新的种植模式，不断推进农业规模
化经营，为智慧农业、农民增收挂
上‘快进挡’，为吴桥县乡村振兴
注入更大的内生动力，让乡村更
美，让农民‘钱袋子’更鼓。”吴
桥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鲁根东满怀期
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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