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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进一步推进农村垃圾治理建立农村垃圾问题举报处置反馈机制

本报讯（记者高振发、杨明静）从10
月 17 日 在 北 京 举 行 的 2018 ∕ 2019

“大好河山·激情张家口冰雪季”系列活动
发布会上获悉，2018∕2019 冰雪季，张
家口市将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
中心、省体育局合作，举办国际竞技赛事、
大众冰雪活动、冰雪文化交流、冰雪旅游
和培训等四大类共100多项赛事活动。

2015 年以来，“大好河山·激情张
家口冰雪季”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吸
引 了 众 多 冰 雪 运 动 爱 好 者 和 游 客 。

2018∕2019 冰雪季系列活动历时 5 个
月，旨在进一步点燃大众参与冰雪运动
的热情，推进冰雪旅游等产业发展，为
2022年冬奥会举办积累经验。

2018∕2019 雪季，张家口市将承
办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单板
滑雪 U 型场地和坡面障碍技巧、自由式
滑雪 U 型场地、单板滑雪平行项目、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5 项世界杯赛事，以
及高山滑雪积分赛、高山滑雪远东杯赛

（太舞站）、高山滑雪远东杯赛（万龙

站）、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积分赛4项国
际雪联赛事，为 2022 年冬奥会举办积
累经验。同时，与省体育局共同举办
PSA 亚洲单板职业联赛、ITU 张家口国
际冬季铁人三项赛，打造张家口冰雪运
动的标志性品牌。

此外，2018∕2019 雪季，省体育局
将在张家口举办京津冀滑雪越野定向
赛、河北省大众滑雪等级标准推广赛、
河北省青少年冰雪项目年度锦标赛等
大批群众冰雪赛事。冬奥体验营和世界

雪日冬令营活动也将在张北、沽源、尚
义和康保举办。

大力开展冰雪旅游活动，塑造城市
品牌形象。围绕“冬奥+冰雪+年俗”，突
出“红红火火中国年”品牌带动，张家
口市将以崇礼滑雪为龙头，在全市各
个县区举办冰雪嘉年华、滑雪节等冰
雪旅游活动，深入推动全域冰雪旅游
发展，不断丰富冬季旅游业态，力争在
2018∕2019 冰雪季接待游客突破 300
万人次，形成冬季旅游增长新亮点。

2018∕2019冰雪季

张家口将举办冰雪赛事活动百余项

聚焦2018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

本报讯（记者龚正龙）“铁骨傲风
霜，心正自刚强；上天有公理，任重自
担当。”10 月 17 日，山东莱芜梆子艺
术传承保护中心在石家庄大剧院为
观众们奉上精心创排的新编历史剧

《嘶马河》。该剧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廉
政文化相融合，诠释了情与法的抉
择，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
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精彩纷呈、高潮不
断，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和赞誉。

《嘶马河》讲述了莱芜历史上载
入史册的县令——韩韶的故事。汉永
寿年间，旱灾成祸，韩韶担任嬴县(今
莱芜）县令，甘冒杀头之罪，私开官仓
赈济灾民，并“以工代赈，募民修渠，
率导百姓，引汶入嬴”。而县丞王松求
官心切，趁韩韶开仓放粮之际，盗取
赈粮以作进阶的礼金，太尉幕僚吕世
能也从中渔利⋯⋯“故事很曲折，但
叙述清晰，特别是对三个不同官吏形
象的塑造，剖析了三种不同的为官之

道，歌颂了韩韶为民恪尽职守的人格
魅力和不亏心的坦荡人生，鞭挞了官
场的丑恶现象，很有警示和教育意
义。”省会老戏迷吕彦斌如此评价《嘶
马河》。

与现今戏曲舞台上特别注重舞
美布景等不同，《嘶马河》的舞台可谓
简单朴素。一块背景幕布、一根马鞭、
一辆小车、一壶酒、几袋米粮⋯⋯就
是在这样简单的道具陪衬下，《嘶马
河》用传统戏曲最核心的唱腔和表
演，来塑造人物、表现剧情，其优美而
富于莱芜特色的唱腔，高亢奔放，特
别是男声高音真假音转换自然，充满
了奋发向上的力量。“在‘送子服刑’
片段中，唱腔多变，契合人物内心情
感变化，将父子情、母子情、夫妻情徐
徐呈现，演绎了一场有情有义的‘训
子’戏，实现了情感高潮，非常感人。”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的几位学生看后
深有感触。

莱芜梆子《嘶马河》

铁骨清官树廉风

10 月 17 日，由山东莱芜梆子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出的《嘶马河》在石家
庄大剧院上演。 记者 耿 辉 田瑞夫摄

本报讯（记者曹铮）锣鼓渐起，唱
词高昂。10月17日，由安徽省阜阳市
演艺集团表演的淮北梆子《永远的大
别山》在石家庄丝弦剧院连演两场。
精彩的演出给现场观众送上独具安
徽地方特色的戏曲盛宴。

该剧取材于革命老区金寨一位
新娘在新婚之夜与参加红军的丈夫
分别后，用 50 余年等丈夫归来的真
人真事。整台演出从上世纪三十年
代开始，讲述了女主角杜鹃与男主
角周四海新婚之夜，敌人来抓捕参
加革命的周四海，杜鹃送其离开后，
承担起照顾家庭和老人的责任，数
十年如一日等待丈夫回家团聚的故
事。该剧具有浓郁的大别山乡土气
息，展现出大别山儿女的赤子之心
和家国胸怀。

“喜轿迎亲大别山，唢呐声声锣

鼓喧。红红盖头藏娇艳，花伞翻滚满
山川。”随着活泼欢快的唱腔响起，激
昂嘹亮的安徽传统戏曲声腔迷住了
全场观众。“淮北梆子表现力强，有高
亢激越的一面，也有细腻婉转的一
面，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该剧
导演张俊杰介绍，剧中除了淮北梆子
中的花腔外，还融入了民族歌剧的音
乐元素，使情感传递更加饱满。

该剧所表现的时间跨度大，从上
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演出中，舞台背景不断变
化，演员服装随着时代发展而更换，
展现出长达半个世纪的戏剧时间跨
越，极具历史纵深感，震撼人心。

“从戏里，我看到了大别山人的
心胸、品格和情怀。这出戏感人至深，
回味无穷。”演出结束后，石家庄观众
陈素菊依旧沉浸在剧情中。

淮北梆子《永远的大别山》

老区儿女赤子情

剧场听戏

10 月 17 日，由安徽省阜阳市演艺集团演出的淮北梆子《永远的大别山》
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上演。 记者 田瑞夫 耿 辉摄

本报讯（记者杨玉）为强化社会各界
和公众对农村垃圾清理工作的监督，持续
改善农村环境卫生，进一步推进全省农村
垃圾治理工作，近日，省住建厅在全省建
立农村垃圾问题举报处置和反馈机制。

公布举报渠道，实行逐级交办。按照
及时、便利原则，建立两种投诉举报渠道，
在省住建厅官网设立农村垃圾问题举报
专栏、微信公众号设立农村垃圾问题投诉
举报栏目。省住建厅通过这两种举报渠
道收集整理群众上传图片、文字等举报信
息，并定期将农村垃圾问题线索分别通报
各市农村垃圾治理牵头部门，再由各市牵
头部门转交相关县（市、区）核实、处理，组
织整改。各市交办任务后，县（市、区）农
村垃圾治理牵头部门要在接到交办任务
后的当日，确定专门人员进行现场核实并
拍照。经核实确定存在问题的，按照本地
农村垃圾治理分工职责，责成有关乡镇政
府、部门限期清理。

整治积存垃圾，核查整治效果。各
市组织县（市、区）对核实问题立即进行
整治，分类妥善处理。对建筑垃圾较多、
有机垃圾比重不大的，可采取填埋压实、
覆土绿化等措施进行处置。现有垃圾处
理能力不足的，要对临时存放地点合理
选址，但不得对生态环境和群众生活造
成不良影响，待垃圾处理设施正常运转
后重新处置。一般情况，整治时间不得
超过 5 个工作日。县（市、区）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主管部门负责农村生活垃圾、建
筑垃圾问题整治的核查工作，其他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问题整治核查工作。
经核查不符合要求的，要重新整治、重新
核查。

反馈整治信息，严肃追责问责。对限
期整改不到位、整改质量不高的，要对有
关负责人进行追责问责。

本报讯（记者任学光）10月
17日，石家庄市主城区5万套室
温信息采集装置开始入户安装。

2018 年，石家庄市强力推
进集中供热在线监测平台建
设，建成了全国首家供热智能
化管理平台，实现了供热运行
监测、能源使用监测、用户服务
监 督 、应 急 保 障 一 体 化 智 慧
管理。

按照智慧化供热要求，今
年，石家庄市将投入约 1500 万

元，在主城区入户安装5万套室
温信息采集装置。室温信息采
集装置多选在往年投诉较多或
温度不达标的小区安装。该装
置具备数据存储、传输功能，每
隔 20 分钟存储一次温度数据，
并自动将数据上传至石家庄市
供热智能管理平台服务器。

按计划，10月底前，将完成
3 万套装置的安装，另外 2 万套
将在采暖季视供热效果，有针
对性地选择小区入户安装。

5万套室温
信息采集装置开始入户安装

本报讯（记者刘雅静）10月
15 日，张家口坝上地区开始供
暖。张家口市区及其他地方按
规定则在 11 月 1 日开始供暖。
如遇气温异常，可提前供暖。

据了解，9 月初，张家口市
区及县区供热公司已陆续对供
热管网系统注水试压、检测管
线，保障如期供暖。

为确保采暖期用电安全，
连日来，张家口供电公司组织
人员深入清洁能源供暖企业，
了解企业用电需求及供电负荷
变化情况，告知相关人员安全
生产操作注意事项，对企业用
电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对存在
的 安 全 隐 患 及 时 提 出 整 改
措施。

15日开始供暖

本报讯（记者陈宝云）从承
德热力集团了解到，为满足居
民供暖需求，自 10 月 15 日开
始，该市市区开始实行弹性供
热。居民如觉家中寒冷，可提前
打开家中温控阀，按需供热。

进入 10 月份后，承德最低
气温一直在零摄氏度左右，室内
寒意袭人。随着人们对生活质
量要求的不断提升，居民对按需

供热的呼声日益高涨。为此，承
德热力集团在可开展供热计量
收费、入住率达到一定比率等条
件的部分小区，推行弹性供热模
式，并在具备条件的小区张贴通
知。据介绍，弹性供热期间，居
民热计量价格为 0.115 元/千瓦
时，实行多退少补缴费方法，居
民用户补费比例最高不超过按
面积热费的15%。

开始弹性供热承德市区

▲河 北 大 学 2005 届 新

闻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

生 封 昊 毕 业 证 书 丢失，编

号 ：100751200505003920，

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2005届新闻

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封

昊学士学位证书丢失，编号：

100754053666，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 2008 届新

闻学专业三年制硕士研究生

毕业生封昊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 ：100751200802002077，

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陈宝云）已是深秋，寒
意渐浓。记者近日在燕山深处的隆化
县七家镇看到，新铺设的柏油路就着山
势蜿蜒前伸，两侧山峦连绵起伏五彩斑
斓，沟谷中武烈河水奔流不息。依着
山、傍着水，一处处整洁农家小院依序
排开，挂着京津唐等地牌照的车辆停得
满满当当。七家镇的“温泉游”迎来了
好时光。

“老吴，新酸菜腌好了没？明天留
两间房，我们一家过去泡温泉。”还没到
周末，吴金树的手机订房电话不断，都
是北京、天津的老主顾。“周末人太多，

都得准备二三十桌饭菜。”吴金树一边
指挥着家人烧肉、炸丸子一边介绍。

61 岁的老吴是七家镇温泉村第一
个从温泉“淘金”的人。1996年，他东拼
西借开了当地第一家温泉泡池，当年就
赚得盆满钵满。

“七家镇的山绿啊，森林覆盖率达
70%多；七家镇的温泉好啊，出水温度
能达到 97℃，还富含锂、锶、锌、氟等微
量元素，对皮肤病、风湿病有非常好的
辅助治疗作用。”吴金树自豪地说。
眼看着吴金树赚了钱，不少村民也在院
里打井，办起了农家院。

“ 农 家 院 越 开 越 多 ，钱 却 越 赚 越
少。”吴金树说，由于缺乏规划管理，造
成资源无序利用、废水随意排放、村容

村貌又脏又乱，客源流失不少。
“ 必 须 科 学 开 发 利 用 温 泉 资 源 ，

才能守住绿水青山，为百姓留下金山
银山。”七家镇镇长白宗彬说。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七家镇在温泉
村 率 先 启 动“ 四 网 合 一 ”工 程 ，投 资
4000 万元，重点实施了集中供热、集
中供温泉水、集中供自来水、集中污
水排放，同步开展了民居改造、村庄
绿化、环境综合整治、旅游基础设施
配套等工程。

“我们村是无煤村，温泉水循环利
用、污水集中处理、民居统一风格，游客
自然回来了。”吴金树说，经历过阵痛，
村民都把生态环境保护记在心里，落实
在行动上。

“山绿、水清、景美、村子漂亮，七家
镇真是个休闲养生的好地方。”北京游
客杨辉说。

目前，温泉村 213 户人家，从事乡
村旅游的就有 120 多户，有近 2000 个
床位，周末一床难求，户均年收入 10 万
元到30万元。该村乡村旅游的发展，不
仅带动本村87名贫困群众实现就业，还
带动周边5个村155名贫困群众参与温
泉经营，实现稳定脱贫。

“七家镇正以脱贫攻坚、美丽乡村
建设和现代农业建设为抓手，集中精力
打造乡村旅游产业、温泉康养产业、民
宿风情产业和设施观光农业四大特色
产业，逐步实现由建设美丽到经营美丽
的转变。”白宗彬说。

沿路而行，处处是火热的建设场
景。7 个总投资 150 亿元的文旅康养项
目已全面铺开；投资亿元的山水林田湖
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建设；涉及 5 个行政
村的供热供水等管网，全镇生活垃圾收
集、转运及压缩工程即将开工⋯⋯一座
山清水秀、怡人惬意的“热河皇家温泉
旅游区”正在京北崛起。

乡村振兴一线行

依托森林自然景观和温泉地热资源优势

隆化七家镇：温泉游助力百姓奔小康

石家庄主城区

张家口坝上

□实习生 宋博文 记者 田 恬

“奶奶为我整戎装，步履从容出庙
堂，且把刑场当战场，红梅笑傲抗严
霜。”10 月 15 日，由河南小皇后豫剧
团带来的豫剧现代戏《铡刀下的红
梅》在石家庄大剧院唱响。剧中，饰
演刘胡兰的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
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河南小皇后
豫剧团团长王红丽，一登台亮相便赢
得了结结实实的满堂彩，足见其功力
的深厚。

王红丽唱腔明亮甜润，兼具著名

豫剧表演艺术家陈素真和阎立品两大
流派之长，著名剧作家马少波曾为其
题诗曰：“陈姿阎韵两派兼，借得金玉
三分憨。胡女雪梅传京蓟，急管繁弦
惜少年。”

“我 12 岁进入戏曲学校学习，17
岁登台演出原创剧目《春秋配》，到现
在已与戏曲艺术相依相伴了近四十
载。”王红丽出生于梨园世家，父亲王
豫生是河南著名的豫剧作曲家，母亲
是常香玉的入室弟子，也是她最重要
的戏曲启蒙老师。其代表剧目除《铡
刀 下 的 红 梅》外 ，还 有《风 雨 行 宫》

《五 凤 岭》《花 喜 鹊》《三 更 生 死 缘》
等。1995 年、2003 年，王红丽分别凭

借传统戏《风雨行宫》和现代戏《铡刀
下 的 红 梅》两 度 问 鼎 中 国 戏 剧 梅
花奖。

在王红丽的艺术生涯中，也曾短
暂离开舞台。“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
因为剧团的人事变动，我离开戏曲舞
台下海经商。”两年的经商经历为她
日后的戏曲创作和表演带来了积极
的影响。“正是因为有这一段特别的
创业经历，我才能够更好地了解观众
的需求，创作出更多适合老百姓观看
的作品。”

1993 年，回归戏曲舞台的王红丽
创办了如今闻名全国的省级民营剧
团——河南小皇后豫剧团。“我们从

建团之日起，就提出了‘改革兴团、以
质量取胜，靠好戏赢得市场’的经营
思路，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事。”王红丽
告诉笔者，“一手抓吃饭戏，一手抓精
品戏”的经营策略使得剧团的剧目真
正 做 到 了“ 立 得 住 ，唱 得 响 ，传 得
开”。王红丽首次问鼎中国戏剧梅花
奖的《风雨行宫》就是小皇后豫剧团
成立之初推出的作品。“当时创排这
台戏就是冲着梅花奖去的，这部原创
历史题材戏的成功演出也证明了我
们的实力。”

演艺事业的成功，加深了王红丽
对梆子声腔传承问题的思考。她认为
推动梆子声腔的发展，就一定要出人
出戏，优秀的人才与好的剧本二者缺
一不可。“过去 20 多年里，我们剧团已
经招收了5批学员，他们都是非常不错
的豫剧苗子。只有培养更多后备人
才，创排更多好戏，才能走得更远、更
稳健。”

王红丽：靠好戏赢得市场
“梅花”专访

本报讯（记者刘剑英）10月
17 日，为期 2 天的首届中国“邺
城·建安·诗歌”文化节在临漳
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诗人、朗诵艺术
家、文学爱好者齐聚临漳，共同
诵读建安诗歌，研讨邺城文化。

本届文化节由中华文学史
料学学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
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邯郸学院、临漳县委县政府
等联合主办，主要包括建安文
学和邺城考古研讨会、建安诗
歌大赛颁奖晚会等活动，是中
国社科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系列活动之一。其中，首届建安

诗歌大赛自4月初启动以来，共
收到国内外诗歌作品 6000 余
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临漳古称邺，先后为曹魏、
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
朝都城，有“三国故地、六朝古
都”之称，以“三曹”“七子”为代
表的建安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临漳县
深入挖掘传播邺城文化，建设
了邺城博物馆、佛造像博物馆
等一批文化设施，举办了“京津
冀文学论坛·邺城文化学术研
讨会”等文化活动。据了解，“邺
城·建安·诗歌”文化节今后将
在临漳县每两年举办一届。

首届中国“邺城·建安·诗歌”
文化节启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