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

会！”北京冬奥会于2月4日拉开

大幕，冬奥会点燃了人们参与冬

奥、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

2021 年以来，聚焦北京冬

奥会，衡水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生动活泼的冬奥会文艺创作

和文化宣传，广泛吸引社会各界

参与。以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的

冬奥文化活动，宣传冬奥知识，

传播冬奥理念，推广冰雪运动，

为北京冬奥会营造浓厚氛围。

非遗传情冬奥

内画、蛋雕、剪纸、烙画、刻

铜……衡水非遗传承人各显神

通，以“多彩非遗、激情冬奥”为

主题，创作多种多样的非遗作

品，既展现了非遗文化的韵味之

美，又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期盼

和祝福。

落笔刚劲有力，勾画层次分

明，点染错落有致……冰雪运动

场景的油画出现在晶莹剔透的

鼻烟壶中，引得围观者连连赞

叹。内画是衡水市7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之

一。内画艺人将冰雪运动与内

画技艺相结合，在小小内画中展

示自己的“巧思+技艺”。

衡水内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王自勇带领弟子，历时近半年创

作了《激情冬奥》系列内画作品

28件，展现高山滑雪、越野滑雪、

短道速滑等多个比赛项目，以盈

寸之地勾勒冬奥会万千气象，记

录国家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

蛋雕是衡水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为了助力冬奥会，

衡水市蛋雕艺人霍广健、李新朋

创作了鸵鸟蛋雕作品，运用阴

刻、阳刻、镂空、浮雕等多种雕刻

技法，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会徽和吉祥物“冰墩墩”“雪容

融”作为视觉中心进行雕刻，作

品气势恢宏，又细致入微，在灯

光照射下玲珑剔透。

省级非遗项目剪纸也为冬

奥会送上祝福。阜城县剪纸传

承人刘建国创作了冬奥会剪纸

作品，和平鸽簇拥下的五星红旗

以及火炬、雪花、松柏栩栩如生，

整幅作品色彩艳丽，激情飞扬，

充分展现了北国“冰雪之美”和

北京冬奥会的“运动之魅”，被中

国剪纸文化博物馆永久收藏。

葫芦烙画“冬奥吉祥物”由

烙画传承人高娜创作，在葫芦

上刻画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墩墩”及冬残奥会吉祥物

“雪容融”，通过烙笔的晕染及

色彩的点缀，使两个可爱的形

象更加生动。

冬奥会元素同样融入了国

家级非遗项目刻铜艺术中，刻铜

艺人高英洲创作了深州文房刻

铜墨盒，采用精白铜材，纯手工

刻制北京冬奥会会徽，以非遗之

美为北京冬奥会助力添彩。

一件件作品饱含着细腻的

情感、融合了多种高超技艺。非

遗项目因创意而“活”，因冬奥会

而“火”，衡水优秀传统文化焕发

出全新的生机活力。

主题文艺创作助力冬奥

追寻冬奥之光，共赴冰雪之

约。2021年以来，衡水市宣传

文化部门精心策划，组织发动全

市文艺工作者深入一线、潜心创

作，各展所长、精雕细琢，推出一

批彰显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的

优秀文艺作品，展现了湖城儿女

奉献冬奥、

助力冬奥的

火热实践。

围绕冬

奥主题，衡水

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协

同衡水市美

术家协会、书

法家协会、摄

影家协会、音

乐家协会、作

家协会，共同

组织举办了

一系列美术、

书法、民间艺

术、诗歌等创作活动。

《燃雪激情》《娃娃赢冬奥》

《剪纸梦冬奥情》《精气神与更

快，更高，更强》《冬奥有我》等5

件中国画，《虎娃迎冬奥》《冬奥

激情》等2件年画作品，以及12

件书法作品入展河北省文联举

办的“为奥运喝彩 一起向未来”

河北省主题文艺创作美术、书

法、摄影作品展。

衡水市作家协会征集了近

百首以“我为冬奥喝彩”为主题

的诗歌作品，以诗意的语言，讴

歌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

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衡水市

音乐家协会韩广义作词的《有雪

的日子真好》，在第三届冬奥音

乐作品征集活动中评选出的9首

冬奥优秀音乐作品中榜上有名。

梦幻的舞台布景，经典的童

话故事……近日，由衡水市体育

产业协会推出的舞台剧《冰雪奇

缘》精彩上演。超级梦幻的冰雪

美景，满足了孩子们对冰雪世界

的无限幻想。

文创产品牵手冰雪运动

聿缘堂子母毛笔、内画茶叶

罐、“相约冬季”习三内画艺术

酒、“衡水古韵”陶瓷杯……由衡

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选送的

14件文创和旅游商品，成功入选

“河北游礼”冬奥系列文创和旅

游商品，并在北京进行了集中展

示。近年来，衡水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深入挖掘整合衡水文旅

资源和创意元素，重点打造冬奥

会元素文旅创意品牌，助力衡水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古老年画也成为宣传冬奥

会的新载体。在共青团中央、北

京冬奥组委等部门指导组织的

“跟着冬奥来我家”绘画征集活

动中，10幅冬奥会主题武强年画

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北京冬奥会

展示中心主题展览。“冰丝带”

“雪如意”等冬奥会元素的冬奥

年画格外引人注目。

国逢大事，必以重器铭记。

北京冬奥会盛事，自然少不了青

铜雕塑的重磅呈现。饶阳华日

青铜公司制造的主题雕塑《冬奥

之约》被作为国礼赠送国际奥委

会，《奥运圣火》系列雕塑被选为

火种采集之礼，《冬奥之约》《冬

奥之舞》《冬奥之歌》等大型雕

塑，陆续亮相北京冬奥会组委

会、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北京故

宫等处，冬奥会中的“衡水制造”

熠熠闪光。

多彩文化活动喜迎冬奥

越野滑雪、雪圈速滑、陆地

冰壶、冰雪文化节、冰雪大篷车、

冰雪嘉年华……衡水庆冬奥文

体活动热火朝天，广大滑雪爱好

者、中小学生等现场体验各项冰

雪运动项目，感受冰雪文化的无

穷魅力。

为引导更多读者了解并参

与到冰雪运动中，衡水市新华书

店组织开展了冰雪运动趣味赛

活动，通过冬奥会知识抢答、你

划我猜、桌上冰壶体验与陆地冰

球操作等形式，为读者搭建了解

冬奥会、体验冰雪运动的平台，

让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群众健身

新风尚。

主 题 展 览、主 题 听 书 打

卡……衡水市图书馆在新春文

化季系列活动中推出各类冬奥

活动，依托有声书展、京津冀百

万少年儿童冬奥会知识竞赛等

形式加强冬奥会文化宣传。

冬奥会点燃了衡水人参与

冬奥、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带

动更多人乐享冰雪魅力、追逐

奥运梦想，携手庆冬奥，一起向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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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邢梅智 常熠
通讯员郭晓燕）“新年好，很高兴为

您服务！这里是12369环保热线，

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吗？”春节期

间，衡水市生态环境指挥中心接线

员庞建国坐在电脑前，一边耐心接

听热线电话，一边双手快速地敲打

键盘，详细记录着举报人说的每一

句话。

今年是庞建国工作以来第21

次春节假期值班，上高中的女儿

很懂事，知道爸爸不能陪她过年，

对爸爸说：“我会照顾好爷爷奶

奶，等爸爸下班再团聚。”

“我们是轮班制，每班 8 小

时。”庞建国说，“春节是家家户户

团聚的时刻，此时，市民遇到的问

题就显得更为紧急和重要。虽然

我们只是接线员，但能帮大家解

决问题，让大家开心过年，我们心

里就很高兴。”

据了解，12369环保热线全

年365天服务“不打烊”，春节期

间是“7天×24小时”超长待机，

用坚守诠释责任，全天候受理群

众生态环境方面的诉求和建议，

并通过各地的紧急联系人，随时

为衡水的碧水蓝天保驾护航。

“全市13个县（市、区）分别配

套建设分中心，成为上传下达，直

接调度网格人员工作成效的‘作

战室’。所以，逢年过节，指挥中

心的工作人员仍需实行‘7天×24

小时’值班制，持续监测各项污染

物的在线数据情况。”衡水市生态

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连兵介

绍，衡水市生态环境指挥平台已

完成对局内21个分散独立的业务

系统的全面整合，基本建成了以

全市162个空气监测站、261套秸

秆高点摄像头、184家重点污染企

业在线监测、313个施工工地扬尘

监测、51家重点VOC企业监测、

22个环境信访渠道、4套移动污

染源监控系统为基础的覆盖全市

的环境感知物联网。同时，应用

GIS地理信息技术将全市所有污

染源的有关信息汇总、呈现在数

字地图上，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

一张图”的线上管理模式。

一泓碧水绕湖城，一片蓝天

成常态。“我只是坚守了自己的岗

位，做好了分内的工作。能够通

过自己的微薄之力，确保市民度

过一个安宁祥和的春节，我们感

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说完，庞建

国便继续投入到了工作中。

话虽如此，然而正是有了无

数像庞建国一样平凡的生态环保

人，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

青春、贡献智慧，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奉献的生态环保铁军精神，诠

释了新时代环保铁军的初心和使

命，让碧水蓝天常驻魅力新衡水。

环保服务“不打烊”碧水蓝天永常驻

本报讯（记者邢梅智 常熠 通讯员罗建辉）“来，

小朋友，张大嘴，啊……”2月2日，大年初二清晨，在

故城县郑口镇运河人家小区采样点，一位身着防护

服的医护人员，单膝跪地在为孩子们做核酸采样。

这一幕被小区网格员罗建辉记录下来，引发广大网

友点赞。

一个细微的举动，展现出抗疫中医务人员的奉

献与担当。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位单膝跪地的医护人

员是故城县医院神经外科医生秦忠南。当他看到朋

友转发的视频时，认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视频里的人

是自己。

“没有想到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会被拍下来，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这是我应该做的。”秦忠南告诉

记者。在故城，像秦忠南这样的医护人员还有很多。

每天早晨6点前，医护人员就会全部到岗，做完所负责

区域核酸采样后，还会有其他紧急任务。他们换人不

换岗，持续工作到深夜，坚守在抗疫一线。

1月31日，疫情发生后，故城县快速行动，迅速打

响疫情阻击战，在省市卫健部门专家团队指导下，全面

开展流调工作，结合大数据推送，聚焦重点点位全面排

查，全力阻止疫情扩散蔓延。2月3日，全县完成第三

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403466人，结果全部为阴性。截

至目前，故城县设有551个村（社区）599个核酸采样

点，共有1206名医护人员坚守在核酸采样一线，日检

测能力达45万人。

本报讯（通讯员郑学建）日前，景县文广旅局、景

县文联组织景县书法家协会书法爱好者，在景县杜桥

镇郑家香坊村开展了“下基层 进社区 到农村 送春

联”活动。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为村民书写春联送祝

福，营造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故城1206名医护人员
春节坚守抗疫一线

景县火红春联送祝福
浓浓墨香聚民心

本报讯（记者卢婉凤 通讯员樊加伟）2月7日是

虎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浓浓年味还未褪去，冀州

区已铆足干劲掀起了农业生产、建设的热潮。

在位于冀州区西王镇东罗口村的衡水京罗蔬果

农民专业合作社温室大棚里，一排排紫油油的长茄挂

满枝头，个个形态饱满，采摘工人们进行采摘装箱作

业。“这些黑长茄是我们跟北京新发地的‘茄子大王’

合作种植的，今天装满车，明天就能端上北京市民的

餐桌，销路根本不用愁。”该村党支部书记韩日暹说，

“除了温室里正在采摘旺季的黑长茄，我们还紧锣密

鼓地在旱地大田里开展堆肥、保墒等春耕备播前的准

备工作，等节气一到，生菜、西葫芦等时令蔬菜将全面

开展栽种，争取再夺丰收丰产年！”

除了温室农业种植一派繁忙景象，农田水利建设

现场也是马不停蹄，在冀州区码头李镇码头李村，在

驾驶员的熟练操作下，挖掘机不断伸展械臂，开展田

间河渠除草清淤作业。据该镇工作人员张米雪介绍，

目前，全镇冬春水利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下一步，该

镇将全力做好春耕备耕的农资储备供应、水利设施的

维修保养，加强田间作物管理，开展农业新技术、新模

式培训，力争全年农业生产实现“开门红”。

冀州区人勤春来早
力促农业生产“开门红”

近年来，深州市突出家居产业发展，着力在

招大引强、延长产业链上下功夫，相继引进圣奥、

顾家、博洛尼等重点企业，倾力打造中国家居北

方智能制造基地。图为博洛尼智能科技（衡水）

有限公司员工在进行柜体板打孔。 高占峰 摄

长城融媒

看家乡变化Vlog

衡水老桥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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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邢梅智 常熠 通讯员李昊男 马永
红 王理杰）近日，记者来到安济桥，宽大的青石桥面、

萌态可掬的石狮子、尘封百年的车辙印映入眼帘，让人

心生震撼，惊叹不已。安济桥位于桃城区胜利东路，东

西横跨在滏阳河之上，为七孔连拱石桥。安济桥修于

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57年的历史，是衡水市地标

性建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桥”。

近年来，由于城市发展、道路改建等原因，安济桥

桥体破损严重，自2019年修复工

程开始，历时两年，如今安济桥重

现了原有的历史面貌，可供游人

多角度观览欣赏安济桥的全貌，

“衡桥夜月”的美景得以重现。

“花式”庆冬奥 一起向未来
□□记者记者 张梅胜张梅胜 胡竞文胡竞文

▲衡水内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自勇（右）

指导弟子创作内画作品。

▼衡水市裕华路小学室内仿真冰场，陆地

冰壶队教练正指导学生训练。

▲衡水书画家庞桂芹和张玉生共同

创作的中国画作品《燃雪激情》。

蛋雕作品传递冬奥精神。

衡水野生动物园开展冰雪运动衡水野生动物园开展冰雪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