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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普查文物普查
守住历史的守住历史的““根脉根脉””

本报讯（朱文亮 吴志健）目前，吴桥
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工作正
有序进行。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二阶段
实地调查工作开展以来，吴桥县秉持“应查
尽查、应保尽保”的工作理念，精心安排文
物普查工作队深入乡村田野，对全县不可移
动文物开展复核，广泛征集、调查新发现的
文物线索，严格按照普查相关标准规范登记
各项文物信息。

吴桥县成立了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建
了文物普查工作队，建立健全文物普查协调
机制。同时，制定普查标准，明确对信息采
集、数据、图纸、照片的具体要求，并严格
把关，确保普查工作质量。

由于田野调查的文物点分散，且大多分
布在各乡镇，多数文物点位于乡野田间，为
了精准采集到每一处文物的数据，普查队员
深入田间地头，利用多种普查设备对文物的
坐标位置、平面布局、年代、保存状况等信
息进行集中测绘、采集、录入。同时，他们
按照文物普查要求，通过走访熟悉村史的老
人了解村内文物情况，收集新的文物线索，
实现“应普尽普、应保尽保”。

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物普查队按
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统一部署，严格
遵循普查标准要求，确保普查质量，全力推
进文物“四普”实地调查工作进度，为后续
文物保护利用、文化旅游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

快瞧这生生不息的吴桥杂技……快瞧这生生不息的吴桥杂技……快瞧这生生不息的吴桥杂技……
陈慧娟

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下沉工作队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下沉工作队

美化村居环境美化村居环境
提升民生福祉提升民生福祉

特色文化创作特色文化创作
留住乡愁记忆留住乡愁记忆

蓦地，一柄钢叉被抛向高空，
打了个旋又急速落下，直直刺向一
位精壮汉子。“啊——”围观人群
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

但见男子并不惊慌，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直到钢叉堪堪刺到，才
轻轻侧身让过叉头，微耸肩头往叉
杆上一靠。那钢叉顿时卸了力道，
竟顺从地从男子背上滑向脖颈、绕
到胸前，服服帖帖地在手臂间上下
翻飞，用闪闪寒光将男子笼住。观
众叫好声刚一出口，男子却又一转
身形，用后脚跟一蹴，再将钢叉踢
上半空……

这男子，是吴桥杂技大世界彭
家班少班主彭立新，也是河北省级
非遗项目飞叉杂技第四代传承人。
从 17 岁开始，他就学习这项技
艺。在他身后，是同样身怀绝活、
正敲锣唱曲“说口儿”热场的父
母。

“一锣一鼓一家人，一身技艺
好‘卖口儿’。”吴桥杂技历史悠
久。相传，黄帝与蚩尤大战，蚩尤
头上生有两角，常常以角抵人。由
此，“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
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这，
便是杂技的雏形，而吴桥，正是古
冀州的一部分。

战国时，富有艺术气息的中山
国被赵国所灭，大批艺人流落到吴
桥安陵镇，进一步推动了杂技的
发展。至汉代，杂技技艺已渐成
熟，形成“百戏”，在流传至今的
画像石上，可以看到抛球、转
碟、弄剑、倒立、走索等；在盛
唐，杂技艺人集中于宫廷设立的
教坊、梨园，杂技艺术被推向顶
峰；及至宋代，随着城市工商业的
发展、夜禁制度的瓦解，杂技重又
进入市井勾栏，街边“撂地”变得
司空见惯……

吴桥，地处交通要道，四通八
达。农忙时耕种、农闲时走南闯北
卖艺，成了吴桥人重要的谋生方
式。有民谣唱道：“上至九十九，
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
一手。”足见杂技在吴桥的普及程
度。

渐渐，吴桥杂技艺人不满足于
家门口的“小打小闹”。“小小铜锣
圆悠悠，学套把戏走江湖。南京收
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凭
借一身本事，吴桥杂技艺人沿着大
运河闯荡到了北京天桥、南京夫子
庙、上海大世界，还在清末走出国
门，走进东南亚，甚至远渡重洋巡
游欧美。

被誉为“世界近代马戏之父”
的孙福有、“东方卓别林”赵凤
岐、带领的马戏班被称为“中国皇
家大马戏班”的史德俊……吴桥杂

技，这展现力与美、追求人体极限
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
迎。

新中国成立后，杂技艺人有了
组织。仅从 1949年至 1954年，吴
桥就成立了 61个杂技团、272个杂
技小组，还将数以千计的杂技演员
输送到全国各地。“没有吴桥人，
不成杂技班”一时传为佳话。

有了剧团，杂技也成了新中国
最早试水海外商演的艺术门类，有
的杂技团体在国外签约巡演，一巡
数年。作为“文化大使”，吴桥杂
技开创了与“乒乓外交”齐名的

“杂技外交”的新天地。
“演员的生活有了保障，在艺

术作品创作上不再局限于一家一
户，而是可以全团演员共创，使艺
术形式有了更多创新。加上政策的
支持，杂技从‘撂地谋生’步入

‘艺术殿堂’。”著有《吴桥杂技》
一书的吴桥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原所
长杨双印对记者说，“正是激烈的
竞争与充分的融合，使吴桥杂技更
加富有朝气，也使中国杂技技艺深
刻地影响了世界杂技的发展。”

如今，每个周末，杂技剧《江
湖》都会在吴桥杂技大世界上演。
LED 大屏幕上宇宙浩瀚、星际运
转，杂技始祖吕洞宾乘五彩祥云而
来。时序随着灯光音效更替，蹬
技、柔术、空竹、飞叉等各种技艺
各美其美，再现运河两岸的繁华盛
景。可一转眼，风云突变，一艘帆
船在狂风巨浪中航行，荡杆表演恰
似搏击风浪，演员空中飞跃令现场
千余名观众紧张到手心出汗……戏
剧性与杂技技巧美妙结合，让吴桥
杂技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你看，今日之杂技，‘惊奇绝
险’丝毫不减，而益见其美。”杨
双印细数，“美在舞台，现代化的
声光电、服化道营造出丰富的视觉
效果，舞台张力大增；美在融合，
与舞蹈、体操、武术等艺术门类的
深度融合，使杂技表达更具感染
力；美在情感，不但技巧出神入
化，还加入故事性叙说，令人耳目
一新……”

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
增添了旺盛的生命力。

这生命力，来自对杂技艺术的
痴迷。

目前，吴桥 473个行政村，村
村都有杂技艺人，杂技专业户超过
50户的杂技村有100个，7600多名
杂技艺人常年在国内外演出。

这生命力，来自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珍视。

2023年，吴桥重新恢复了形成
于明朝时的黄镇九月庙会。九月庙

会从农历九月初五办到十月初五，
不仅各式绝活轮番上演，道具买
卖、技艺切磋、搭班插伙、拜师收
徒也在此热闹进行。当地政府还原
这一盛会，希望为杂技发展培上更
深厚的沃土。

这生命力，来自生生不息的传
承。

“2017年以来，吴桥推行‘杂
技进校园’工程，平时孩子们的课
间操做的就是杂技操，放学后还有

‘杂技文化延时服务’。”采访中，
一位女士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她
的孩子学杂技的视频。她说，学校
每年都举办杂技进校园活动，或抖
空竹，或转软帕，或舞狮头……每
个学校都会排练自己拿手的杂技节
目。“吴桥有 3 万多名中小学生，
可以说，个个都有手‘绝活’！”

沿着大运河走入村庄，往昔杂
技艺人们“平地抠饼，撂地磨杆”
的艰难早已如烟尘飘散，而今诸多

挂着横幅的“杂技小院”成了十里
八乡的著名“景点”，这里依然用
师徒相授的方式传承着祖上留下的
技艺。而在县城中心，吴桥杂技艺
术学校砖红色的教学楼里，几十个
孩子分成三队，在老师的指导下练
习着基本功。

从这些孩子的灼灼目光中，
记者看到了吴桥杂技明日的模
样……

据《光明日报》

本报讯（李书杰 王月敏）日前，吴桥
县铁城镇文化站邀请民俗画家刘现辉和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崔鹏举等人，围绕吴桥杂
技、历史名人、文物古迹及民间优秀文化艺
术等内容，创作了一批生动活泼的特色墙
绘。墙绘不仅绘出了吴桥人的文化自信，也
绘出了和美乡村新景，同时再现了吴桥丰富
多彩的历史、人文、风物，让人们记住乡
愁、留住根脉。

铁城镇以特色文化创作为契机，不断培
育优秀文化人才，激发文化工作者创作热
情，持续推出更多、更优、更接地气的乡村
文化作品，保护、传承、弘扬特色鲜明的地
方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吴桥县以农业农村为依
托，以乡村文化为纽带，以旅游休闲
为抓手，积极打造互相带动、相互融
通、共同发展的新业态，农文旅融合
正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生力量”。

一村一品
打造农业特色名片

用相机定格美好瞬间，到荷塘深
处采摘莲蓬……连日来，到吴桥县桑
园镇大辛村赏荷采莲，成为不少游客
的必备“打卡”项目。

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随风摇
曳。荷花或含苞待放，或灿灿盛开。

“我要用画笔把这片美丽的荷塘画出
来。”9岁小学生王淇卉说。写生的

“小画家”们在荷塘边支起画架，用
画笔创作着作品；来此观赏荷花的游
客络绎不绝，拿着照相机、摄像机在
花中穿梭；工人们俯身采摘荷花和莲
蓬……这幅美丽的乡村丰收图，让荷
塘的负责人刘志强十分高兴。

“荷花池占地 100余亩。我们除
了利用荷花池发展种植、采摘、观光
外，还因地制宜搞起了养殖业。”刘
志强介绍，池内养殖了鱼、虾、河蚌
等。

立足当地资源优势，桑园镇坚持
把产业发展放在推进乡村振兴的首要
位置，围绕“乡有主导产业、村有优
势产业、户有增收产业”的目标，引
导各村明晰发展思路，培育“一村一
品”特色农业产业。各村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发展特色果林、设施园艺、
乡村旅游、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推

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带动村民就
近增收致富。

农旅融合
“甜蜜事业”蓬勃发展

“听说这里的水果熟了，我就带
着亲朋好友过来体验采摘，品尝新鲜
水果。”在吴桥县沟店铺乡东丁村的
果园里，一名正在采摘的游客说。初
秋正是各种水果抢“鲜”上市的时
节，东丁村果园为游客准备了一场采
摘盛宴。

果园里，成片的果树郁郁葱葱，
青的、黄的、红的果实点缀在枝叶之
间，果形饱满、色泽诱人，惹人喜
爱。

“水果刚一成熟就吸引了大批的
游客，除了当地人，也有来自山东
的。”果园负责人樊凤霞介绍，果园
面积约 100亩，种植了桃、梨、杏、
苹果等果树，每年从5月到10月实现
水果不间断采摘。

“甜蜜事业”的蓬勃发展，带火
了乡村采摘游。沟店铺乡大力推动农
业和旅游深度融合，绘就“良种培
育+规模种植+采摘旅游”的全链条
融合发展蓝图，让小果实化身助农增
收、振兴乡村的“幸福果”。

“立足发展采摘经济，我们坚持
在保证水果产量、提高水果质量上下
功夫，针对病虫害防治、剪枝、疏
果、坐果等方面开展农技培训，组织
农技专家深入果园，手把手指导果农
科学种植。”沟店铺乡党委书记王飞
介绍。

优化结构
立体发展助农增收

“我把土地流转给了农场，再到
农场务工采摘金银花，这样就有了两
份收入。”近日，正在田里劳作的吴
桥县安陵镇安陵村村民苏维军喜笑颜
开。

眼下正值采摘金银花的黄金期，
在大运河畔的安陵镇，成片的金银花
汇成了一片花海，黄的似金，白的如
银，空气中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花香。

安陵镇依托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金
银花、玫瑰花、菊花等种植，培养了
一大批种植能手和销售骨干，吸引了
周边村民纷纷加入到采摘的“大军”，
建立起了农产品深加工、现代农业和
休闲旅游业“三位一体”的立体发展
模式。大运河畔盛开“致富花”。

同时，秉承用技术指导群众、用
示范带领群众、用效益吸引群众的理
念，安陵镇依托“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苍术、玄参、
丹参等中药材种植，在运河畔打造中
草药种植基地，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如今，广大农民种植中药材的热
情更加高涨。

推进中草药种植绿色化、生态化
创新发展，加强中草药种植技术指
导，安陵镇通过召开现场会、田间观
摩会、农情分析会等，有效促进中药
生态农业与健康食品、文化旅游等领
域多元跨界融合发展，让群众共享中
药材种植效益。

本报讯（刘文亮）“以前，我们村街道
两侧的路肩没有硬化，每逢下雨，路边的
泥土被冲上街道，老百姓雨天出行是个麻
烦事，并且村内缺乏照明亮化设施，晚上
一片漆黑。现在好了，道路硬化了、街道
宽了、路灯亮了，我们的心里也舒坦了。”
谈起吴桥县梁集镇卢家庙村的变化，村民
赵金海连连点赞。

为进一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擦亮乡村振兴“新底色”，省数据和政务
服务局驻吴桥县梁集镇卢家庙村下沉工
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广泛开展调研，
推动美化村居环境等“一事一议”项目
落地实施，清理垃圾、硬化路肩、安装
太阳能路灯等一件件实事落地，改善了
村容村貌。

今年以来，吴桥县坚持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充分发挥下沉工作队资源和专
业优势，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民生服务
水平，美化人居环境，以实际工作成效
造福群众。

水果长成水果长成水果长成“““幸福果幸福果幸福果”””鲜花开出鲜花开出鲜花开出“““致富花致富花致富花”””
———吴桥县农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添活力吴桥县农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添活力吴桥县农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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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技演员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表演杂技节目转伞杂技演员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表演杂技节目转伞

▶▶杂技演员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表演平衡技杂技演员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表演平衡技

▲ 工人在
采摘金银花

◀游客观
赏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