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吴桥县的一些
工业企业升级生产设备、
拓展新市场、赶制订单。
相关部门主动服务，全力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助力
企业提效率、抢工期，打
好今年“收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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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吴桥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吴桥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面子面子面子”“”“”“里子里子里子”””双提升双提升双提升 诗意乡村留住乡愁诗意乡村留住乡愁诗意乡村留住乡愁
本报通讯员 张晓东

▲吴桥县安陵镇发展乡村旅游

◀安陵镇赵家茶棚驿站一角

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日前，吴桥县退役军人法律
援助工作站在吴桥县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揭牌成立。该工作站由吴
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吴桥县司
法局联合建立，集法律咨询、法
律援助、矛盾调处、法治宣传、
服务指引等职能于一体，旨在为
全县退役军人提供更加便捷、精
准、高效的法律服务，切实维护
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揭牌仪式结束后，吴桥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吴桥县司法局召
开了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座谈
会并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就建立
常态化会商机制、定期沟通退役
军人法律援助重点工作作出安
排，并为相关律师颁发吴桥县退
役军人法律援助志愿律师聘书。

两部门还联合制定了《关于

做好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
见》，明确援助对象，强化法律
援助站点和队伍建设，规范法律
援助运行机制和办理流程。

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站成
立后，将在吴桥县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设置“法律咨询”窗口，并
由吴桥县司法局选派专业律师每
周定期值班为退役军人提供法律
服务。

两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合作，
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志愿法律
服务，加强值班律师业务培训，
努力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
性，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法制环境，打造“服务质量更
优、援助范围更广”的拥军新名
片。 张俊峰

今年以来，吴桥县扎实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不断改善村民生
产生活条件，推动乡村由“一处美”向

“处处美”、“一时美”向“持续美”、
“外在美”向“内在美”转变，不断刷
新和美乡村颜值。

美化环境 共建美好家园

眼下，吴桥县沟店铺乡的美化工程
正火热进行中，一车车花砖运入施工现
场，施工人员熟练地铺设花砖，现场秩
序井然。

近来，沟店铺乡启动游园建设、路
肩美化、排水沟改造等项目，通过推动
街道沿线立面整治、道路铺油、景观树
种换代、弱电入地等工程，不断拓展乡
村绿化空间，有序推进村庄绿化、美化
工作，全力改善人居环境。

人居环境整治是惠民工程，也是民
心工程。吴桥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绿化工程、生态廊
道绿化提升、农田林网建设、高标准农
田建设等项目相结合，大力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推动乡村面貌增颜
值、提气质。

吴桥县还通过“实地查看+现场点
评”的形式，组织人居环境观摩活动，
广泛开展“美丽庭院”“文明卫生家
庭”等一系列创建评比活动，激发群众
在提升人居环境方面自觉养成“自我约
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改善”
的良好风尚。

农旅融合 丰富乡村内涵

“我们一直在摸索如何搞好乡村旅
游。我们村景点多，有莫子镇故居、
莫子镇生平事迹陈列馆，历史文化底
蕴很深。现在村里的环境不断改善，
吸引了不少游客。”谈及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带来的巨大变化，安陵镇莫场村
党支部书记刘琳难掩自豪之情。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民是主力
军。刘琳介绍，莫家场村建立了以党员
示范、干部先行、榜样带动、群众互动
的“党建+”新机制，形成了以党支部
主导，党群共治、家家户户参与的常态
化治理模式。村民们逐渐养成保持房前
屋后干净整洁、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生
活习惯。乡村“颜值”提升的同时，红
色旅游也热了起来。

吴桥县依托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和
地形地貌，高标准编制实用性、可持续
性兼备的村庄规划，各乡镇探索将农村
闲置宅基地改造成文化广场、小游园、

文化会客厅等，将闲置农房打造成乡村
民宿，让农村建筑旧貌换新颜。同时，
吴桥县积极统筹资金、项目等资源要
素，打造百亩荷塘、千亩玫瑰园等乡村
景点，助推乡村旅游业及休闲农业全面
发展。

留住乡愁 守护文化根脉

老旧年画、黑白电视机、煤油灯、
老式挂钟……走进桑园镇大第八村村史
馆，一件件老物件陈列其中，记录着农
村生活的变迁。

为了让农村人居环境“留得住绿水
青山，记得住乡愁”，吴桥县坚决不搞

“一刀切”，杜绝“一个样”，尊重原有
的村庄格局和内在脉络，深入挖掘乡土
特色、风土人情，使每条乡村风景线具
有鲜明的乡村文化印记。

吴桥县坚持人居环境“面子”与
“里子”共治，在着力改善乡村“外在
美”的同时，通过对乡村的人、事和景
更大程度地还原呈现，打造诗意乡村，
让人们记得住乡愁、望得见乡景、留得
住乡情。

杂技魔术道具制作杂技魔术道具制作

“““新老新老新老”””融合融合融合 让吴桥杂技更具时代性和艺术性让吴桥杂技更具时代性和艺术性让吴桥杂技更具时代性和艺术性
本报通讯员 王昱鑫

金融知识进乡村
护好百姓钱袋子

连日来，吴桥县农村信用联
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桥信
用联社）扎实开展“金融知识进乡
村”活动，围绕金融知识普及、风
险防范、清廉金融文化建设等方
面，推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帮助百姓守护好钱袋子。

“针对农村老年人群体，我
们重点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防范非法集资等内容，以老年人
喜闻乐见的方式，精准推送金融

知识。”吴桥信用联社梁集信用
社主任李扬说。

今年以来，吴桥信用联社深
入开展各项教育宣传活动，针对
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金融活
动，分类别、分人群、多渠道、
多样式、有侧重地进行提示提
醒，切实当好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坚定捍卫者，进一步提高金
融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王 冬

保护保护++开发开发
古井焕新生古井焕新生

日前，吴桥县双井王村“苦
井甘泉”古井修缮工程竣工。

“苦井甘泉”古井修建于明
正德三年，分为东西两井，东为
甘泉，西为苦水，东西两井相距
3尺，为研究当地的地质结构和
水资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吴桥县
按照“修旧如旧”和一井一方案
的原则，积极修缮古井边缘，改
善古井周边环境。

近年来，吴桥县不断加大对
辖区内古井的保护力度，加强对古
井的普查力度，全面掌握古井的资

料信息，挖掘古井的人文历史，丰
富古井文化内涵，并逐一对古井进
行修复和保护。同时，吴桥县将保
存较好的古井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重点保护，
采取建保护亭、立保护碑、加设保
护围栏等方式进行保护。

另外，吴桥县对部分历史久
远、保护较好的古井，重点整治
其周边环境，并作为文物景点进
行开发，纳入全县的旅游线路，
让古井焕发新生机。

王昱鑫

12月2日，走进吴桥县丰耀杂技魔
术道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
在忙着赶制杂技道具订单。“我们今年
已交付400余万元订单，在手订单还有
60多万元。广西、山东、云南等地的
杂技团在排队等着提货。”丰耀杂技魔
术道具“掌门人”周文明说。

杂技道具是杂技的第二生命。在
“杂技之乡”吴桥县，杂技魔术装备制
造企业有 10余家，一些传统杂技魔术
道具制作技艺还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早期的杂技道具来源于人们的日常
生产生活。杂技艺人为了方便快捷、省
时省力，将身边的生产生活用具作为道
具，从事演出活动。异地演出时， 杂
技艺人为路途方便选择轻装上阵，每到
一地，便向当地百姓借些桌、椅、板
凳、缸、盆等进行表演。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杂技
道具也不断演变，从最初的生产生活用
品到产业化生产，更适合杂技特点和表
演形式，让演员的舞台表演更具吸引力
和表现力，使观众切身感受到杂技艺术
的美感。

“杂技道具最初是木质材料制作

的，现在的杂技道具取材多达百余种，
经过劈、砍、削、刨、凿、锯等多道工
序。”传统杂技魔术道具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庞振岭介绍，早年每个杂技团
都有一个木匠，他们既能表演杂技，又
能制作杂技道具。在庞振岭看来，杂技
道具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来源于杂技表
演，也服务于杂技表演。庞振岭说，他
要传承好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手艺，也要
不断创新。

“叮叮叮……”清脆的敲击声，从
杂技小院里传来，杂技艺人于永玉正在
制作杂技道具软杆。作为传统杂技魔术
道具制作技艺传承人，除了培养杂技艺
人之外，他还根据团里的需要设计杂技
道具。

“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不能丢！”于
永玉介绍，道具的制作技术越来越先
进，但与老手艺并不冲突，因为有些
老手艺可以救活一个传统杂技节目。
如传统杂技节目“拉洋片”的道具制
作，从木箱制作到画片绘制、机关设
计，每个步骤均需纯手工完成。如
今，于永玉制作的杂技道具除了供自
己的杂技团使用外，还供应包头、南
宁、绍兴等地的杂技团。

“要想让传统工艺更好地发展，也
需要借助科技力量，融入现代技术。”
周文明在吴桥县经营着一家集杂技魔
术道具研发设计、制作和销售于一体
的公司，他将机械设计专业知识运用
到杂技道具制作中，不断改良传统杂
技道具。

设计图纸、数据计算、选料、打
磨、刺绣……经过十几道工序后，一只
只中幡呈现于眼前。“这款中幡的杆采
用碳素材料，重量仅有1公斤，同时中
幡杆可伸缩，存放时也节省空间。”在
生产车间内，周文明介绍着一款新式中
幡的制作工艺。

在传统杂技节目《舞中幡》的表演
中，道具中幡最初选用的是6米高的粗
竹竿，竿顶上放有一面三角旗，旗面上
有手工绘制的巨龙等图案，彩旗下装有
圆形罗伞，整个道具重15公斤。

为减轻中幡的重量，让演员在表演
时更自如，周文明在 2008年开始尝试
改进中幡制作工艺，将粗竹竿换成不锈
钢杆，并采用机器刺绣工艺制作旗面，
将中幡重量降低了一半。

2010年，周文明又将中幡材料换
为铝合金，将中幡重量缩减至5公斤。

2021年，周文明接到沧州杂技团
的一批中幡订单。为了让演员在表演形
式上突破传统，他尝试改用碳素材质，
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将中幡重量缩减至
1公斤。道具重量轻了，演员们在表演
中加入了翻、转、腾、传、顶等技巧。
杂技节目 《龙跃神州——中幡》 于
2022年 11月斩获中国杂技界最高奖项

“中国杂技金菊奖”，并登上 2023年央
视春晚舞台。

围绕车技表演项目，把单车的车
条换成钢片以增加承重，解决了单车
项目难以完成三层高度的问题；围绕
高椅表演项目，在道具上加设小机关
增加稳定性，使得节目突破了 18 把
椅子的高度；围绕飞技表演项目，在
道具上安装可控无极调速装置，可让
演员在空中匀速飞行，增强表演安全
性……一代代杂技道具制作技艺传承
人在传承老技艺的基础上，将科技元
素和杂技表演融合，让杂技表演更具
时代性、艺术性。

随着时代发展，杂技道具制作技艺
传承人继承老传统，弘扬新技术，在创
新中推动杂技道具产业新发展，也让更
多杂技节目获得新生。

一针一线绣出新生活一针一线绣出新生活
日前，在吴桥县何庄乡前

林村刺绣坊，十几名绣娘正在
熟练地做着电脑刺绣，绣出的
各式成品琳琅满目。

“自从我们村开了这个电脑
刺绣厂，我就在厂里找了一份工
作，每个月有 3000多元钱的收
入，还不耽误照顾孩子和老
人。”前林村村民高蕊说。

吴桥县始终重视农村妇女就
业问题。近年来，通过加大创业
扶持力度、搭建就业平台、加强
宣传引导等措施，大力发展刺
绣、仿真花制作等手工业，把

“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
济”，为农村妇女提供更多就业
机会和创业平台，拓宽农村家庭
增收致富渠道。 黄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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