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杨昊文 通
讯员李可心） 记者从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获悉，近日，我
市与天津市静海区、河北雄
安新区共同签订了《环京跨
省三地（沧州—静海—雄安
新区）禁止传销和公平竞争
工作区域合作联盟协作机
制》，正式成立三地禁止传销
和公平竞争交流合作联盟。

据介绍，合作联盟的成
立将进一步打造京津冀公平
竞争市场环境标杆，推动建
立公平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
准体系。根据协作机制安
排，三方将加强政策研讨和
宣传培训，培养满足区域发
展要求的公平竞争工作和打
击传销专业队伍，并建立日
常联络机制，畅通信息共享
渠道，加大网上交叉检查力
度，形成打击合力。同时，
在提升社会公平竞争和禁止

传销上持续用力，畅通群众
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跨
区域线索移送机制，提升区
域公平竞争工作和打击传销
工作能力，不断挤压传销活
动生存空间，为各类经营主
体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
环境。

近年来，我市市场监管
部门创新监管方式，通过引
入第三方评估，为市级各有
关单位免费提供“智能一体
化辅助审查与监测系统”，数
字化赋能公平竞争审查全程
留痕和可追溯管理，有效防
止行政垄断行为发生。市市
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他们将认真履行合
作协议内容，充分发挥区域
优势和职能作用，不断推进
市场监管区域执法协作的制
度创新和方法创新，为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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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作风 优环境 抓落实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通
讯员黄培炎 董鑫龙） 近日，
神华 521轮迎来两名特殊的

“船员”——来自沧州海事局
的执法人员马云合、陈泽浩。
两人将在这里完成为期一个月
的随船实训。期间，他们与船
员共同工作和生活，参与船舶
应急演练，深入了解船舶相关
工作和各项技术，加强与船员
的交流沟通，为日后更好地开
展执法工作奠定基础。

这是沧州海事局正在持
续开展的执法人员随船实训
工作的一幕。“执法人员随船
体验生活，有利于充分了解

船员面临的日常需求和困
难，进而在以后的执法工作
中提升执法温度。同时，对
船舶相关技术进行系统学
习，也有利于执法人员更加
精准、高效地开展工作。”沧
州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说。

随船实训期间，执法人员
还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现场
指出船舶存在问题并提出整改
建议，帮助船员提高防范风险
的能力。同时，积极向船员们
宣传海事法规和安全知识，增
进船员对海事业务的了解度、
配合度，形成促进海上交通安
全秩序强大合力。

沧州海事局沧州海事局

执法人员登轮执法人员登轮当当““船员船员””

千年华夏飞天梦，廿载嫦娥揽月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策实施探月工程，圆

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之梦。月球探测的
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
用星球能力的充分展示。”

砥砺奋进，春华秋实。20年来，中国探月工程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一条高质量、高效益
的月球探测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心引领下，中国探月工程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屡立新功，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
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高度对接续实施月球探
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战略擘
画，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方
向，推动中国探月工程实现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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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吴 晶 温竞华 宋 晨

本报讯（记者郭震） 9月19
日至 2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向辉率沧州代表团赴新疆轮台
县、新疆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
团学习考察并看望慰问我市援
疆干部人才代表。新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副主任王久忠，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党委副书记、河
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
长李广义，新疆轮台县县委书
记肖旭等参加相关活动。

9月21日，沧州市对口支援
新疆轮台县工作座谈会召开。在
听取了轮台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介绍后，向辉对轮台县发展取得
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对口援
疆是国家战略，支援轮台县是沧
州必须扛牢的重要政治责任。沧
州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按照河北省委、省政府工作
要求，立足轮台所需、发挥沧州
所能，持续打好产业援疆组合
拳，做实做深民生福祉大文章，
不断擦亮文化润疆金名片，高质
量推进对口支援工作。希望两地
深化务实合作，坚持“输血”与

“造血”并重，进一步拓展帮扶
渠道，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

肖旭代表轮台县委、县政
府对沧州多年来给予的大力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这次
考察交流，充分体现了沧州市
对推进对口支援工作的高度重
视，希望两地持续深化项目、
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合
作，统筹推进产业援疆和民生
援疆，谱写两地对口支援携手
合作新篇章。

在新疆期间，代表团来到轮台县人民医院、第一中学、
巴州鸿源石油装备、国欣种业研发基地、河北医院建设项
目，三十团园林三连、文明实践所等地学习考察，详细了解
我市对口支援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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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组成部
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河北
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这是继 2014年中
国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后，沧州又一处世界自然遗产，沧州成为

“双世界遗产”城市之一。
对一座城市而言，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显而易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
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
蜿蜒曲折的运河、浩渺广阔的渤海，河
海相依，水脉交汇，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
出沧州独一无二的河海文化，也蕴含着沧
州同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文化遗
产地的“文化密码”。

时针拨回到 10年前。2014年 6月 22
日，第 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中
国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大运河河北段的沧州—衡水—德州段和谢
家坝，名列其中。

从曹操命董昭开挖平虏渠算起，大运
河在沧州流淌了 1800多年，滋润着运河
两岸，更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化遗存。开
展泊头沉船、南川楼沉船等考古勘探，完
成沧州铁狮子、澜阳书院等文物古迹修
缮，实施非遗项目普查建档、传承培训等
保护举措，打造大运河谢家坝水工智慧展
示馆、捷地分洪设施景区等运河文化展示
平台……10年来，我市坚持以规划为引
领，做好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文
章，加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
游带，不断丰富运河文化时代内涵，努力
擦亮千年运河“金名片”。

如今，运河岸边，南川老街文韵厚
重、烟火氤氲，园博园城市展园非遗荟
萃、各美其美，大运河非遗展馆非遗项目
生动鲜活、研学火热……人文景观串珠成

链，大运河文化遗产正在保护传承利用中
走进群众生活、融入大众文化，不断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濒临渤海，九河下梢，苇蒲丛生，洼
淀连绵。沧州的另一处“世界遗产”——
南大港候鸟栖息地，同样与水有关。

南大港候鸟栖息地紧邻渤海湾西岸，
上游下泄淡水汇聚于此，在复杂的海陆变
迁与河流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了退海河
流淤积型的滨海沼泽。这里不仅是东亚—
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
和中转站，也是众多珍稀水鸟的栖息繁殖
地。水草丰茂，鱼虾成群，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客
栈”。长久以来，“与鸟为邻”“爱鸟护
鸟”的意识深深扎根于“大洼人”心中。

今年 57 岁的冯国强就是这样一位
“大洼人”。作为南大港湿地第二保护站的
一名巡护员，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 20

年，巡护里程超过 15万公里。他见证着
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的一幕幕，更守护着这
片鸟儿的“天堂”。

如今，湿地水体环境和水文连通性持
续改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物种的多样
性稳步提升，栖息在这里的候鸟从2019年
的2万只增长到了2023年的10万余只，“鸟
类天堂”的“金字招牌”愈加熠熠生辉。

“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
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
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今年8月，习
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
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作为“双世界
遗产”城市，沧州更需以“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进一步加强文
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
实提高世界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让文化
遗产、自然遗产在高水平的保护传承利用
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碧 水 悠 悠 文 脉 兴碧 水 悠 悠 文 脉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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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海涛 本报通讯员 陈墨白 张景兴

几十米高的高架上，数名演员静
静伫立，随着音乐响起，演员们开始
在空中“起舞”，熟练地翻转、接力、
跳跃……动作扣人心弦。有的演员还
不时故意倾斜一下，引得观众惊呼不
断、掌声不断。近日，在吴桥杂技大
世界江湖大剧院内，上演了一场精彩
的空中飞人表演。

在吴桥，这样的精彩演出很常
见。“说起杂技，便会想到咱吴桥！”
剧场负责人王立刚说。“上到九十九，
下至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
手”。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农家小院，
时常可见有人翻一翻跟头、变两个戏
法，演出道具多是家里的锅碗瓢盆、
桌椅板凳，尽显人间烟火气。

吴桥杂技起源于先秦时代的角抵
戏，汉唐时期一直是宫廷表演的重要
节目。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漕运繁
华，杂技艺人沿河“撂地摊”，杂技技
艺由此开枝散叶、走向世界。 1954
年，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欧 14国，每
到一处接见华侨时，总有吴桥的杂技

艺人，周总理欣喜地说：“吴桥真不愧
是杂技之乡！”1987年创办的中国吴桥
国际杂技艺术节，如今已举办 19届，
成为中国杂技艺术领域举办历史最
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国家级
国际性艺术赛事。

走进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来
自埃塞俄比亚的杂技学员正在练习蹬
技，一招一式，颇见功力。从 2002年
开始，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承担了文化
和旅游部、商务部交办的外籍杂技人
才培养任务。“到目前，学校已为 20
多个国家培养杂技留学生 600余人。”
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副校长王洋介绍，
留学生回国后有的创办杂技团和杂技
学校，有的在世界舞台上表演。“杂技
搭建起对外交往的友谊桥梁，让中国
杂技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为吴
桥杂技增添了旺盛生命力。截至目
前，吴桥建立杂技非遗传承基地 20
个，认证挂牌杂技专业村 17个、杂技

演出团体 132家。全县 473个行政村，
村村都有杂技艺人，杂技专业户超 50
户的杂技村有100多个。

每逢周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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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艺术与杂技技巧实现美妙结合。

这是吴桥大力推进“杂技兴县”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吴桥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将杂技教学、演
出、旅游以及道具研发生产融为一
体，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杂技文化
旅游产业集群。吴桥县先后投资 2亿
元用于杂技大世界景区整体提升。景
区集娱乐、表演、交流等多功能于一
体，既有原生态的民俗表演，又有蕴

含高科技的舞台演出，推出了 《江
湖》《运河·印象》《时代》等多个精品
剧目。作为非遗杂技项目保护与传承
基地的吴桥杂技大世界，目前有杂技
类代表性传承人 36名，已成为国内规
模最大、拥有非遗传承人最多的民俗
旅游景区。

同时，吴桥县还积极推行“杂技
进校园”工程，通过编写教材、选聘
教练、整合课程以及组织展演比赛等
方式，吸引了全县124所中小学和幼儿
园的孩子参与。目前，吴桥县已有近 3
万名青少年儿童投入到杂技文化传承
中。

漫步吴桥，杂技无处不在。吴桥
杂技大世界景区里，游客不仅观赏到
精彩表演，还可以亲身体验众多项
目；吴桥县实验小学校园里，杂技元
素被融入团体操，让孩子们充分体验
到杂技的魅力；秋日阳光下，吴桥运
河公园步道上，时不时可见到年轻人
压腿、倒立的身影，成为运河边一道
独特的风景……

向世界亮出最美文化名片向世界亮出最美文化名片
———走进中国杂技之乡吴桥—走进中国杂技之乡吴桥

本报记者 袁洪丽 本报通讯员 李坤霖

在渤海新区黄骅市齐家
务镇，“盒子灯”制作已有百
年历史，曾一度面临失传。
齐家务镇齐东村村民重新拾
起这一传统手艺，订单应接
不暇，让这一百年老手艺重
新焕发生机。

张国文 摄

百年老手艺百年老手艺
焕发新生机焕发新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