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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流30多年的河道有水了
驱车至瀑河水库的路上，时有私家车在路

边停靠，据徐水当地人介绍，全长73公里的瀑

河在徐水辖区内长 43 多公里，沿线 57 个村

庄。上世纪80年代，瀑河开始断流至今，这次

补水瀑河重焕生机，河水潺潺，河草青青，很多

人都跑来赏景看水。

登临高处，俯视面前的瀑河水库，水域宽

阔，烈日中有了水的滋养，空气也变得清新湿

润。村民代克山指着水库旁边的洼地，“我小

时候天天去瀑河捞鱼，可后来水库就干了，跟

那干燥的洼地一样，一点水也没有。”代克山以

为河、库也就这么一直干下去了，“谁知道来水

了，你说我们能不欢喜？”

“现在到水库、河边‘看水’的人可多了，我

们特意安排专人巡防，对大家进行安全宣传。”

瀑河水库相关负责人刘文德介绍说，“南水经

总干渠瀑河退水闸下泄进入水库，现在瀑河水

库蓄有600多万方水，水质达标，每天向下游

放水70万立方米，河道落差约25米，水流速度

快，河道水最深处达4米。”

江水来了，不但看得见的河道有了水，看

不见的地下也补了水。“以前抽地下水浇地，要

1个多小时才能灌溉一亩，现在40分钟就能浇

一亩，水层变浅，浇地省时省电。”代克山高兴

地说。

江水经保定大水系入白洋淀
随后，记者又来到保定市大水系分水闸，

该分水闸处于西大洋水库下游。2008 年，保

定市投资建设大水系工程，以王快、西大洋水

库作为水源，将两库连通，修建输水管道向穿

越保定市区的府河、清水河、侯河、一亩泉河、

护城河、外环堤河、黄花沟、百草沟8条河道输

水，最终抵达白洋淀。

2011 年大水系工程正式通水，过去几年

库水多次向白洋淀补给。今年4月初开始，西

大洋水库再次放水，通过大水系工程向主城区

及白洋淀补水。

“今年又有了江水的补充，将大大改善保

定主城区及白洋淀的水生态环境。”南水北调

中线保定市建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来自南

水北调总干渠的江水由郑家佐口门分水，通过

输水管道，再经一亩泉河上游，进入到大水系

输水工程。西大洋水库的库水与南水北调江

水汇合，共同向主城区及白洋淀实施生态补

水。自 5 月 7 日至 6 月 6 日，已累计补江水量

500多万立方米。

局地浅层地下水位回升近2米
按照省南水北调办安排，此次通过北易水

退水闸、瀑河退水闸、郑家佐分水口，经白洋淀

上游河道，向白洋淀生态补水，通过北拒马河

退水闸向河道补水并回补地下水。

补水工作自4月中旬开始，预计6月中下

旬结束，据统计，截至6月6日，保定市境内已

接收南水北调生态水量8500万立方米。

据介绍，此次通过瀑河补水，仅徐水境内

就新增河渠水面面积40余万平方米。河道周

边地下水位回升明显，浅层地下水埋深平均回

升0.96米，其中南白塔站点回升1.9米。目前，

河道周边部分灌溉机井出水快、水量足。清冽

江水的流入，也让河道水环境得到了明显改

善。

记者看到，在活动主会

场设有舞台表演、项目展示

及制作、非遗知识及项目宣

传三大板块。舞台表演板块

汇集了传统音乐、戏剧、曲艺

类等项目，徐水舞狮、保定老

调、河北梆子、清苑哈哈腔、

雄县西河大鼓等动态非遗项

目在这里热闹上演。糖人、

面塑、皮影、陶埙、驴肉火烧

等静态非遗项目传承人则现

场制作、现场表演，展示手中

的绝活、作品，让群众近距离

了解非遗。欣赏着一个个数

代人坚守的老手艺老技艺，

现场一位市民在和朋友交谈

中感叹，工匠精神，咱们民族

一直都有。

就在王新乐的泥鼓风车

展位不远处，是来自高碑店

市的百年燕窑第五代传人周

海青的展位。周海青生于制

陶世家，他不但继承了祖辈

的制胎手法并敢于大胆创

新，作品曾在全国各地举办

的工艺美术大赛上多次获

奖，他的澄浆泥陶制作工艺

被列入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

记者看到，展位上陈列

的作品有笔筒、花瓶还有茶

壶等百姓生活中经常会用到

的物品。现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种茶壶透气会呼吸，

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茶香。

说到澄浆泥陶的市场问题，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

产品不愁销售，有固定的客

源。“因为我们的产品全部都

是手工制作，而且生活中用

得着。你看这个笔筒的制作

时间得需要一个星期，这里

最耗时的产品需要一个月才

能完成。我们的产量有限，

但客户们知道是好东西，所

以销路不是问题。”

在肖氏面塑展位前，一

群小学生模样的孩子们，正

低头跟着现场指导老师专注

地揉捏着手中的彩色面团。

不一会儿工夫，一个个栩栩

如生的小动物托在了孩子们

的手上。

保定市市文广新局副局

长孙彦君介绍称，非遗融入

现代生活是非遗传承的重要

措施，你看易水砚本来是文

人磨墨时的用具，现在他们

的产品主要是人们生活中需

要的茶盘茶海。泥塑、面塑、

糖人等制作技艺，通过保定

市群艺馆举办体验活动、进

校园和各种展演活动，逐

渐得到孩子们的喜欢，重

新获得了市场。经过多年

的引导和发展，正因为这

些非遗产品融入了百姓生

活，才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

光大。

据了解，6 月 9 日当天，

保定市还在河北大学、河北

金融学院、保师附校、大激

店、莲池博物馆设立了分会

场，开展非遗展示、展演、展

映、讲座、知识竞赛等活动。

6月11至20日，保定市文广

新局还将举办保定市 2018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

质文化遗产宣传展演展示系

列活动。

非遗融入百姓生活

小朋友们展示自己的面塑作品。

小朋友挑选泥人玩具。

铁球绝活铁球绝活。。

南水北调生态补水“喝爽”白洋淀
4月中旬开始 输水河道水环境明显改善 浅层地下水水位回升

“几乎每天都来，看着这哗

啦啦流着的水心里就敞亮。”4

月中旬开始，南水北调中线总

干渠经保定市徐水区瀑河水库

向白洋淀生态补水，干枯了多

年的瀑河水库重又碧波荡漾，

瀑河沿线德山村62岁的村民代

克山一有工夫就到水库边待上

一会儿，“现在的水库、河道跟

我小时候那会儿一样。”说话

间，他晒得黝黑的脸上盈着笑。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

改善了河北人的生活，促进了

企业的发展，受益的还有我们

的生态。从4月中旬开始，南水

北调中线总干渠北易水河退水

闸、瀑河退水闸、郑家佐分水口

陆续开启，向相关河道及白洋

淀进行生态补水，预计到6月中

下旬结束。

本报记者刘岚 通讯员邵玉恩

保定“非遗”展“花开”多场
多个分会场，多样活动引众多市民参观

“你看咱们保定有

这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耐住寂寞坚守老手艺

的传承人。”保定市民张

先生对孩子说。当天他

带着孩子冒雨专程来到

保定军校广场参观展出

的众多非遗项目。他告

诉记者，看到数代人执

着坚守着一个物件或手

艺，孩子很受震撼，这比

看书还长见识。6 月 9

日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当天，保定市2018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宣传展演展示活动在军

校广场开幕。众多市民

如期来到广场，近距离

感受着非遗的独特魅

力，很多人有着和张先

生一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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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朵火红的花朵，随风转动。

“哒哒哒哒······”一阵阵脆亮的响

声吸引着孩子们围在王新乐的玩具

风车展位前。

6 月 9 日，王新乐早早地开着电

动三轮车从清苑区刘指挥村出发，驱

车 3 小时，提前到达保定市军校广

场。尽管下着小雨，但他的泥鼓风车

有着不一般的魔力，吸引着人们层层

围观。“这样的风车多少年没见过了，

咱们小时候上庙会买的就是这种，不

过人家这风车的声音更脆。”一位年

纪大约40多岁的市民在摊位前边说

边问，你这怎么做的呀？王新乐告诉

市民，他的风车声音之所以这么脆，

是因为他对风车进行了多次改良，尤

其是发出声音的泥鼓，泥鼓必须手工

制作，厚度在一定范围内才会发出脆

响，这也是他这么多年不断试验摸索

出来的。

王新乐告诉记者，泥鼓风车这门

手艺，他家已经传了5代了，他10多

岁就跟着父亲学做风车。经过10多

年的潜心研究摸索，他在风车制作工

艺、用料、式样上大胆创新改进，不断

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手

工风车，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风车

哥”。

交谈中，王新乐告诉记者，曾经

有段时间，传统手工风车失去了市

场，这门手艺也已经到了濒临失传的

边缘。2012年，“传统风车制作技艺”

被录入清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后来，又被录入第四批保定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新乐本人也被

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随着政府部门的重视，还有风

车制作也不断改良，渐渐地传统手工

风车又受到了人们的喜欢。你看，现

在下着小雨，买的人还挺多。要是大

晴天，我这带来的风车一会儿就卖完

了。”王新乐笑呵呵地说。

王新乐的展位，吸引了保定市文

广新局副局长孙彦君。她与非遗传

承人王新乐交谈后，告诉记者，自

2005年起，国务院发布相关文件，让

各级政府部门认识到非物质文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和 紧 迫

性，经过政府部门这么多年的保

护、扶持、宣传，加上非物质文化

遗产本身就具备着强大魅力，众

多老手艺老技艺再次走入大众视

野、走入大众生活，这些老技艺重新

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老技艺重新焕发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