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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港大宗散货码头黄骅港大宗散货码头

矿粉堆场工程土地平整如期完工矿粉堆场工程土地平整如期完工
8月13日，沧州黄骅港大宗散货码头矿粉堆场工程土地平整工

作如期完工。随后，施工单位将按照计划进行道路堆场区和辅建区
及其附属结构和堆取料机相关工艺施工。

据介绍，总投资56.99亿元的黄骅港集疏运体系项目，是由黄
骅港大宗散货码头煤炭堆场工程、黄骅港大宗散货码头矿粉堆场工
程和黄骅港综合港区及散货港区铁路专用线等3个子项目组成，其
中黄骅港大宗散货码头矿粉堆场工程总投资约为 15.6亿元，2022
年10月开工建设，占地551亩。规划建设包括生产区、生产生活辅
建区、绿化和交通组织。堆场作业区布置有矿粉堆存区及变电所等
辅助设施，堆场西侧布置有海关监管设施及生产辅助区。主要布置
5条矿石堆场、4台堆取料机、14条皮带机，堆场四周设置2100m×
17m防风抑尘网围蔽。

沧州港务集团沧港铁建公司副总经理呼海林介绍，为保障施工
安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团队加强人员和机械等资源配置，抢抓有
利施工窗口，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极端大风天气、汛期施工等各种
不利因素，确保项目按进度推进。

邵玉姿（8月16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河北频道）

““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让更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

沧州推出沧州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
文旅专享优惠措施文旅专享优惠措施

第十一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开赛在即，沧州市以大赛为契
机，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文旅专享优惠措施，发动相关景区、
景点在赛事期间为外地来沧观众、参赛队员提供景区门票优惠活动。

8月21日至8月25日大赛期间，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对参
赛选手免费开放、吴桥杂技大世界门票对参赛选手及家属7折优惠。
同时，围绕沧州园博园、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等大运
河沿线重点景区景点，沧州打造了3条特色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在
来沧观看国际武术赛事的同时，欣赏沧州美景、感受沧州文化。

赛事期间，第三届中国·沧州武术文化博览会和武术舞台剧同
步开展。第三届中国·沧州武术文化博览会将于8月21日至25日在
沧州体育馆举行。展会分为展览展示板块和产品展销板块，涉及

“武健泱泱”武术古今名家展、“武脉流长”武术历史文化展、“武
影沧澜”古代武备典籍文化展、“武偃文修”古代兵器文化交流展
四大展区和武术器械、武术衍生品、武术文创等九大门类，利用沧
州区位、资源、政策优势，打造品牌性武术文化博览高端平台，促
进武术产业发展。武术舞台剧将于 8月 21日至 22日在荀慧生大剧
院举行。舞台剧以武术为主，融合杂技、戏剧、舞蹈、音乐等艺术
表现形式，对沧州武术的悠久历史、名师巨擘、民风民俗进行深入
发掘和精心创作。 鲁萍（8月12日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盐山盐山

操场变身操场变身““暑期安全课堂暑期安全课堂””
近日，河北省盐山县边务镇联合盐山县第五中学和交警部门，

将暑期安全课堂“搬到”操场。交警先向学生讲解了汽车盲区的相
关知识，随后指挥学生们依次站在不同车型的盲区内。测试结果显
示，校车和私家车的盲区能“容纳”20名学生，而大货车盲区竟
然能“藏”下 60名学生。一名学生坐在驾驶座上，环视四周或通
过后视镜，竟然看不到一名同学。学生们依次上车体验后纷纷表
示，以后要和行驶中的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

盐山县第五中学校长王克民表示，虽然现在学生在放暑假，但
假期安全不能忽视。孩子们出来玩时常在路上遇到货车。于是，学
校用这种直观形象的实景演练方式给学生们上了一堂“交通安全
课”，让学生们真正感受到身边的潜在危险，学会更多安全知识。

下一步，盐山县多所学校将通过不同形式，对学生开展暑期防
溺水、防诈骗、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安全
意识和防护技能。同时，学校老师会时刻关注学生暑假期间安全问
题，与家长携手，共同为学生的安全保驾护航。

姚连红 张文娟 （08月10日人民网河北频道）

千余种产品亮相塑料包装国际博览会千余种产品亮相塑料包装国际博览会千余种产品亮相塑料包装国际博览会

日前，2024第三届中国沧州·东
光塑料包装国际博览会在沧州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洞
悉未来 融创沧州”为主题，展出
塑料机械设备200余台套，配套部
件、原辅材料 350 余种，涉及食
品、工业、农业包装膜等 1000 余
个品种。吸引了来自韩国、印度等
国家及国内20余个省市的300余家
企业参展。

苑立伟 摄
（新华社客户端河北频道）

南大港候鸟栖息地南大港候鸟栖息地

精心呵护精心呵护精心呵护“““大洼大洼大洼”””造就翔集胜景造就翔集胜景造就翔集胜景

家住河间市兴村镇陆家村的陆宁养荷15年，从创业初期27盆
荷花起家，发展到现在100多个池塘、170余种名品荷花。养荷为
他带来可观的收入，他计划做大“荷花经济”、延长产业链。图为
陆宁在荷塘中记录荷花长势。 新华社发

沧州拓展地市级电网数据运营中心应用场景沧州拓展地市级电网数据运营中心应用场景

智慧化监测助力电网安全运行智慧化监测助力电网安全运行
今年以来，沧州市深化大数据应用，提升电网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特别是依托新建成的地市级电网数据运营中心，拓展智慧化监
测场景，为电网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今年 3月，河北南网首个地市级数据运营中心在沧州市落成。
该中心基于数据管控平台，通过贯通基层数据服务专区、企业数据
中台和可视化开发环境三方信息链路，融合设备、营销等专业系统
数据。按照数据敏感性差异，分级分类明确使用权限，减少跨部门
数据调用审批环节，实现数据即时联动分析，随时为电网“体
检”，保障运行安全。

依托这个数据运营中心，国网沧州供电公司不断拓展地市级
电网数据运营中心应用场景。“区县配变负载率分析”场景，可
实时提供配变负载率信息，让一线业务人员全面掌握电网运行状
态，遇到数据波动，及时分析处置；“台区线损高、负损监测”
场景则能帮助一线业务人员直观定位异常用户，及时解决用户遇
到的问题。

袁铮 王倩 （8月13日《河北日报》）

一望无际的芦苇丛中，远处几只苍
鹭正在觅食，近处几只黑翅长脚鹬正低
头整理自己的羽毛；高高的观鸟亭上，
游客们纷纷拿出相机，争相记录下这一
幕……日前，记者来到河北沧州南大港
候鸟栖息地，感受这处“鸟类天堂”的
独特魅力。

不久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含沧州南大
港候鸟栖息地在内的中国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被
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沧州南大
港候鸟栖息地由此成为河北第一个世界
自然遗产地。

这片总面积达 7500公顷的湿地被
当地人称为“大洼”。“长期以来，上游
下泄淡水汇聚在这儿，逐渐形成浅水沼
泽地，随之又繁衍出各种动植物。”南
大港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
任王立军介绍。

温暖湿润的气候、丰富的食物种
类、辽阔的水域让南大港湿地拥有环渤
海生态区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典型沼泽湿
地生态系统，也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
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目前，南大港湿
地记录的鸟类种类已达271种。

“现在是鸟儿出现的‘淡季’，每
年 2月下旬至 4月上旬和 10月上旬至

12月中旬，鸟群飞起来遮天蔽日，特
别壮观。”48岁的沈明俊边走边观察，
不时拿出手中的巡护终端机，记录下
目前的情况。作为保护区的巡护员，
他的工作内容包括保护区卫生清理、
火灾排查、打击盗猎行为、救助野生
鸟类等。为了保护好这片湿地，保护
区共设置了 10处保护站点，守护着南
北迁徙的候鸟。

从 2019年开始，南大港产业园区
就陆续编制湿地保护区申遗总文本，完
善保护区管理制度，梳理湿地存在的问
题，并与北京、天津的专家一起研究解
决方案。2020年至 2022年，南大港产
业园区还精心实施了北部养殖池塘生态
修复项目，通过微地形整理、滩面营
造、生态化改造，成功恢复了 108.8公
顷的湿地生态。南大港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计划今年开工建设，
将通过河道治理、生态护岸护坡改造、
湿地修复、农田整治等措施，实施生态
修复总面积386.66公顷。

随着湿地生态系统不断改善，飞抵
“大洼”的鸟类越来越多。湿地监测到
的迁徙数量从2020年的3.5万只，增长
到2023年的10万余只。

保护区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上，正
实时记录着当天的鸟类数据和种类。

“我们安装了3套声纳系统，能收录鸟的
叫声，通过和系统内1569种鸟叫自动比
对，判定鸟类品种。我们还安装了多个
高清摄像头，由AI自动比对飞过监控探
头的鸟类数量和品种。”王立军说。

而在景区不远处，总建筑面积
10631.82平方米的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世
界遗产展示中心主体工程已完成。未
来，栖息地将通过鸟类标本展览、VR
互动等多种形式帮助游客加深对鸟类等

野生动物的认识。
“我们将充分发挥世界自然遗产地

优势效应，科学打造观鸟研学、湿地观
光、湿地康养度假等生态旅游产品，努
力将湿地周边建设成以服务业为支撑的
综合经济发展区，进一步带动区域生态
旅游高质量发展。”南大港产业园区文
化旅游局局长肖棚译说。

陈元秋 耿建扩
（8月15日《光明日报》）

“出拳力度再大一些、速度再快一
点，要像风暴中的闪电一样，干净利
索，不拖泥带水……”

一大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八极拳第八代嫡系传承人吴大伟便与
徒弟张啸曦开始了“晨练”。第十一届
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举办在即，作
为参赛选手的张啸曦正在进行大赛前
最后的冲刺性训练。

八极拳，又称开门八极拳，其起源
可追溯到清朝雍正年间。作为众多武术
门派拳种中的佼佼者，八极拳具有朴实
简洁、刚猛脆烈的风格。2008年，被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小时候，家里就像个小‘武林’，
来来往往的都是和父亲学习八极拳的
人。”吴大伟回忆道。

沧州，这座自古武风浓郁的城市，
孕育了53种拳械门派，占全国武术门派
拳种的41%。1992年，沧州市被国家体
育运动委员会命名为“全国武术之乡”，
成为首批全国武术之乡中唯一的地级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习武曾是一
种潮流，沧州的大街小巷上，习武之人
络绎不绝。进入 21世纪后，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人们休闲娱乐方式的多样化，
武术文化的传播力大不如前，武术传承
一度陷入困境。

吴大伟对记者说，“现在的年轻

人，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什么都想要
速成，不愿意再像过去一样慢慢练、慢
慢学，这对武术文化的传承是致命的。”

面对这一挑战，吴大伟开始思考：“武
术文化传承，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和市场
发展？”

“我一直在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引起
徒弟们的学习兴趣，有了兴趣他们就能
够沉下心去学习、去传承。”吴大伟坚
定地说，“这些年，我和我父亲的大部
分积蓄都用来支持武术传承，就是想把
这件事做下去。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学
习八极拳、学习武术，我是打从心底高
兴。”

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武术发展传承
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各级武术赛事也
逐渐丰富起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选取河北省作为第二批“武术
进校园”的试点省份开展工作。目前，
河北省已确定121所学校为“武术进校
园”试点学校并完成河北省试点学校师
资培训。

“‘武术进校园’对我们武术的
传承是非常有利的，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挖掘出更多有天赋的孩子去
练习武术，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
人才去保护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吴
大伟说。

正说着，吴大伟的电话响了起来。

“吴师傅，我是丹尼利。最近，我
在习练‘砸跪膝’这一招，怎样才能一
击即中？”来自意大利的徒弟丹尼利在
视频电话里问。

2006年，吴大伟在法国创办“八
极拳联盟”。在联盟的一场训练中，丹
尼利认识了吴大伟。从此，这位热爱八
极拳的小伙子一边工作，一边跟着网络
上吴大伟的习武视频练习八极拳，攒够
了学费，便辞职来到中国求学两年，系
统学习八极拳。

想学武，先学中文，像丹尼利这样
的外国人还有很多。当问到吴大伟是如
何与外国徒弟们沟通交流的时候，吴大
伟自豪地说：“就说中文，他们都会说
中文。你看，他们每一位说得都很标
准。”拿出手机，吴大伟向记者展示了
多位外国徒弟用中文发来的微信消息以
及日常祝福的视频。

多年来，“八极拳联盟”先后在法
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开设武馆和
培训班，提供专业的八极拳教学；不
定期组织集训营，邀请国内外八极拳
大师进行深入教学和交流；主办和参
与各类武术比赛，为八极拳爱好者提
供竞技平台……各式各样活动的举办让
孟村八极拳在欧洲各国逐渐声名远扬。

从“掌门人”到总教练，吴大伟见
证了武术传承的与时俱进和发展。2006

年，孟村八极拳国际培训中心成立，不
仅免费教授本地的八极拳爱好者，承担
起了培养职业运动员和接待国外八极拳
爱好者的重任。目前，培训中心已经设
立了 158家八极拳传习所，其中有 9家
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新
加坡等地。这些传习所定期沟通交流、
举办活动，全球习练八极拳的人数超百
万人。

“我们积极出台政策、筹集资金大
力支持八极拳的发展。多年来，举办
了沧州市与中东欧武术‘云端’交流
大会、首届全国武术国家级八极拳传
承发展交流大会研讨会、2024年河北
省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等重大赛事
活动，使得八极拳这一古老武术文化
得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生。”孟
村回族自治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王俊达说。

在沧州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上，武术之魂年复一年地滋养着每一寸
土地与人心。今年，沧州将录制 12套
沧州武术拳械代表口述视频，助力沧州
武术优秀拳械申遗，并完成版权登记，
让沧州武术的每一个招式、每一声呼
喝，都能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绽放出最
耀眼的光芒，讲述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
武术传奇。

方童（8月11日人民网）

▲▼与会客商在中国沧州·东光塑料包装国际博览会
上参观。

▲参展商（左）在中国沧州·东光塑料包
装国际博览会上向与会客商介绍产品。

▶参展商在中国沧州·东光塑料包装国
际博览会上调试设备。

翘鼻麻鸭在湿地上空翔集翘鼻麻鸭在湿地上空翔集。。 刘全胜刘全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