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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甲辰年九月初五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10月 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
正恩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
75周年。

习近平指出，75年前，中朝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掀开两国关系新的
历史篇章，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75年来，两国在巩固人民政权、维
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在加

强交流合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道
路上携手前行，在促进地区和平稳
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密切
协作。中朝传统友谊历经时代变迁和
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成为两国和两
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朝关
系发展，近年来和金正恩总书记多次
会晤并通过函电等保持密切沟通，共
同引领和推动中朝关系深化发展。新

时期新形势下，中方愿同朝方一道，
以两国建交 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
略沟通协调，深化友好交流合作，续
写中朝传统友谊新篇章，共同推动两
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

金正恩表示，75年前，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朝中友好关系进
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就中朝建交就中朝建交 7575 周年互致贺电周年互致贺电

我市坚持不懈地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沧州段
的非遗文化“活”了起来、“火”了起来，焕发出勃勃生机。

非遗传承非遗传承““活活””起来起来

本报讯（记者吴梦 丁猛）“妈妈你
看我吹的小老鼠，胖胖的肚子，尖尖的
嘴巴，多好看！”10月3日上午，在中国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一楼展
厅，8岁的小朋友周健举起一只手掌大
的小老鼠糖人兴奋地向母亲展示。

“现在，大家对吹糖人技艺和糖人工
艺品越来越喜欢了。”市级非遗吹糖人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华放下刚刚吹好的
糖人介绍说，“国庆假期我应邀来这里展
示吹糖人技艺，游客们兴趣高涨，很多
体验者还想进一步学习吹制技巧，希望

能吹制出自己喜欢的作品。”
据了解，节日期间，中国大运河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邀请众多省、市级非遗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进行非遗活态化表
演、非遗知识公益讲座等，快书、武术等
非遗技艺轮番上演，为游客带来别样享受。

丰富多彩的活动也让中国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迎来“体验热”。在
互动体验区，对着镜头作揖，即可开启
学武体验；穿上汉服拍照打卡，便可沉
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市民王女士在
王厂錾铜浮雕传承人指导下，錾出一支
精美的发簪，她开心地说：“今天我不但
了解了錾铜工艺的起源和发展、欣赏了
许多精美的錾铜作品，而且亲手制作了
喜欢的作品，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国庆假期非遗展馆迎来国庆假期非遗展馆迎来““体验热体验热””

④游客在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陈 雷 摄

③10月2日，在沧州园博园苗刀展览馆内，省级非遗苗刀传承人郭铁良在为
游客讲解苗刀知识。 殷 实 摄

②假日期间，在渤海新区黄骅市博物馆内，许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大
家在感受历史文化魅力的同时，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张国文 魏志广 摄

①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内，全方位展示了大运河沿线8个省
（市）的1022项代表性非遗项目，为游客近距离了解非遗、体验非遗打开了一扇
“全景式”窗口。 陈 雷 摄

本报讯 （记者郭彬） 近
日 ， 一 列 由 电 力 机 车 牵
引、满载 4320 吨清洁煤炭
的列车缓缓驶出朔黄铁路黄
骅南站，标志着朔黄铁路黄
万线实现电气化运营，为京
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更加
清洁、便捷的铁路运输通
道。

据了解，黄万线为国家 I
级单线铁路，南起黄骅南
站，北至天津万家码头，年
运输能力 5100万吨，是一条
以煤炭运输为主的货运专
线。国能朔黄铁路公司黄万

线电气化改造现场负责人李
鹏介绍，此次实施的电气化
改造，是助力区域“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具体举
措。黄万线实现电气化运营
后，列车采用新型电力机车
替代传统内燃机车牵引。来
自陕西、内蒙古等地的优质
煤炭资源可以通过电力机车
牵引直达天津港，减少了机
车换挂时间，提升了作业效
率，年运输能力增加 300 万
吨，预计每年减少燃油消耗
4.7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 14.8万吨。

国能朔黄国能朔黄铁铁路黄万线路黄万线
实现电气实现电气化运营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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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智超）国庆假日期
间，不少外地游客来到沧州，他们在观
赏美景、品尝美食的同时，也为沧州丰
富多彩的非遗项目所着迷。

赵江涛一家人来自天津。“我们本来
打算只在沧州玩儿一天，尝一尝火锅
鸡、羊肠子，再到南川老街转一转。没
想到，我们被沧州的非遗‘圈了粉’，来
了就不想走了。”赵江涛笑着说。

赵江涛一家最先去的是南川老街：“这
里建得非常漂亮，地方特色小吃也特别
多，但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家私人

美术馆举办的展览。”
赵江涛提到的美术馆就是凡轩美术

馆。眼下，这里正在举办铁狮子主题文
创展。

展览共展出了近40件与铁狮子相关
的展品，其中绝大部分展品由非遗技艺
制作而成。通过錾铜、烙画、刻纸、木
雕、泥塑、石刻等一项项非遗技艺，不
仅再现了铁狮子的威武雄壮，也让游客
进一步领略了沧州非遗文化的魅力。“这
是我们第二次来沧州。上一次来，沧州
铁狮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次

来，又碰巧看到了铁狮子主题文创展，
真是太巧了！”赵江涛兴奋地说。

看完展览，赵江涛一家对沧州非遗
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临时决定延长在
沧州的行程。

第二天一大早，赵江涛一家去了中
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这里
展陈了1022项非遗项目，是目前大运河
沿线规模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
示地。

“在场馆里，我们主要游览的是‘一
船明月过沧州——沧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成果展厅’和‘指尖大运河——非
遗技艺体验和研学馆展厅’。在这两个展
厅，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博大精深的运河
文化，还体验了沧州特色民俗艺术和古
城遗风。”赵江涛说，在中国大运河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他和家人还体验了
木版年画、香包制作、活字印刷等非遗
项目。

赵江涛一家在沧州玩儿了两天，
他说：“上一次我来沧州玩儿，最关心
的是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儿的，
这一次更想了解沧州的文化和历史。
沧州不仅有浓浓的烟火气，还有悠久
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有机会我们还
会再来。”

沧州非遗沧州非遗““圈圈粉粉””外地游客外地游客

舞龙、大鼓、情景剧……
国庆期间，河间府署举办
了一系列精彩的文化活动，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上
图）。

“河间府署始置于北宋大
观二年（1108年），距今已有
900多年历史，是目前国内制
式最完整的衙署建筑，也是除
北京故宫外，唯一建有穿堂的
地方衙署建筑，昔日与保定、
济南、开封并称京南四大名
府，素有‘京南第一府’的美
誉，包拯、李肃之、王思诚等
都曾在河间府任职，并留下了
许多传说故事。”河间市文化
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杨昭介
绍说，为充分发掘、培育、完
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历史名
城、文化名城，河间市于
2010年在府署遗址上正式动
工复建河间府署。2013 年 8
月，复建后的河间府署正式对
外开放。

河间府署坐北朝南，气势
恢宏，主要建筑均分置于中轴
线上，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
仪门、大堂、穿堂、二堂、三
堂、内宅。

过了大门、仪门这两重府
署衙门的正门，正中甬道上，
矗立着一座“公生明”戒石
坊，气势磅礴。据介绍，“公
生明”取自《官箴》中的“公
生明，廉生威”，意为处事公
正才能明察是非，做人廉洁才
能树立威望。

随后，杨昭带领记者循
序参观了象征封建社会官衙
权威的大堂、供知府临时休
息及商议策略的穿堂、又称
后堂的二堂、相当于知府

“办公室”的三堂，以及官员
和家属生活的内宅。路上，
跟随记者一行的游客，一拨
接着一拨，大家共同感受着
当年河间府署的庄重神秘。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河
间是诗经文化的重要传承
地，河间府署的西书院以前
为知府及府内官员读书和文

化交流的地方，现为“诗经
斋”。“诗经斋”内收藏的旧
籍 《诗经》，数量多达 8000
余册，2003年被上海大世界
吉尼斯总部评为收藏 《诗
经》版本之最。看着一本本
泛黄的书籍，再吟诵起那些
唯美的诗句，不禁让人感慨
万千。

河间自古多廉吏，自两
汉魏晋以来，一代代廉洁之
士在河间留下了数不尽的廉
洁故事，形成绵延数千年的
廉政传统。位于景区西轴线
上的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基
地，占地面积 6090 平方米，
借助声、光、电等现代科技
手段，再现了河间名相张
衡、两袖清风的张西胜、以
身殉职的戈涛等人的廉洁故
事。

如何吸引更多人来到河
间府署，认识河间、了解河
间？杨昭说，河间府署游融
入了很多科技互动元素，创
作开发了“知府巡游”“知府
断案+才女选婿”等实景演出
剧目和“全民参与·协助破
案”等欢乐互动节目，旨在
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
过融合场景展示和越来越丰
富的互动体验感，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打卡”。

如今的河间府署已被评
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并
跻身“旅游业最美中国榜”
和“中国旅游总评榜最受欢
迎景区”。杨昭表示，河间
府署将持续举办各种文化节
庆活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同时，进一步
提高服务能力、讲解能力和
互动体验能力，力争把这
座承载了河间厚重历史的
府署宣传推介到全国乃至
世界。

走进走进““京南京南第一府第一府””
———在河间府署看古代官制—在河间府署看古代官制、、廉政和诗经文化廉政和诗经文化

本报记者 谢颖颖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