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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明确了我国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 总基调是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近年来，濮阳县始终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统筹
推进湿地生态治理， 让 “生态濮
阳”的底色越擦越亮 ，变 “绿水青
山”为“金山银山”，走出了一条生
态可持续发展道路。

近日， 濮阳县黄河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在保护
区内开展正常巡查时， 又监测到
大鸨 14只 、斑嘴鸭 240只 、白鹭
15只 、苍鹭 20只 、白骨顶鸡 150
只等，一大批鸟类来此栖息。

金堤河作为黄河下游一条重

要支流，曾经是杂草丛生、污水横
流的“臭水沟”。2012年，濮阳县实
施污染源治理、河道清淤、水体净
化、 生态绿化和水源调节五大工
程，对周边水系、道路、桥梁等配套
设施进行建设和整治，规划建设了
濮阳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公园总
面积 725公顷， 湿地面积 490公
顷，湿地率67.63%。 范围内基本保
留了河流原有的自然生态风貌和

生态环境，其湿地生态系统是黄河
下游特有的内陆湿地生态系统。

近年来， 濮阳县黄河湿地省
级自然保护区秉承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以 “打
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样板区”为契机，牢固树立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
价值观，修建了休闲步道 、栈桥 、
休息廊架、景观雕塑，种植绿化苗
木等，让市民进入湿地之中，近距
离接触湿地生物，感受湿地景观，
充分感知黄河湿地生态环境之

美。
据介绍，去年以来，湿地保护

区通过开展湿地执法、 维护湿地

生态安全，开展科普宣传，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湿地保护， 同时开展
退化湿地修复等多方面工作 ，进
一步加大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

保护和恢复力度。 目前湿地公园
拥有植物 317种， 分布有国家重
点保护的一二类植物， 脊椎动物
203种。被称为“鸟类中的大熊猫”
的震旦鸦雀在公园内有 20余个

种群 500余只， 而且呈梯级增长
的现象。
2022年 2月， 濮阳县成功承

办河南省“四水同治”现场会和省
“五水综改”暨水利重点工作推进
现场会。 省水利厅、 省农业农村
厅、 省发改委等省直部门负责人
和全省 18个地级市领导共 100

余人到濮阳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

观摩“五水综改”暨水利重点工作
推进情况。

去年 11月，濮阳县又成功打
造了 “神龙开天”“帝丘风云”“濮
阳芳华”“烟火万象” 等金堤湖光
影视。 其采用 IP透视、水幕、地幕
投影等多种技术手段，灯光绚丽、
场面壮观 ，将龙城的文化 、历史 、
风景经过艺术化加工处理，化作舞
台上的光影， 融于自然山水之间，
铺陈出古今时空的奇幻穿行、盛世
强国的恢宏盛典和绿水青山的生

态画卷。
濮阳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党支部书记贾贤伟表示 ，下
一步， 将积极创建金堤河国家水
利风景区， 严格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报告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要精神， 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空间格局， 加强自然保护地体
系建设， 把濮阳金堤河国家湿地
公园建成集物种栖息地保护 、维
护黄河湿地、 生态休闲和科普教
育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典范。

全媒体记者 谷爱素

通讯员 王志强 张洪北

2月5日，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
节，正是万家团圆的日子。然而有这
样一群人，舍小家顾大家，牺牲和家
人团聚的时间， 深夜坚守工作岗
位，成为元宵节独特的风景。

劝解出走男孩 暖心

“你家住在附近吗？你叫什么
名字？ ”“你父母的联系方式你记
得吗？ ”“甭管啥事，这么晚真该回
家了孩子……”2月5日晚 11点
30分左右 ， 濮阳县执法局城南
中队在进行夜间巡查时 ， 偶遇
一名离家出走的男孩。 多次劝说
后 ，男孩始终不愿意告诉执法队
员家人联系方式。 因其不愿回家，
也无法联系到他的家人，为保证他
的安全，执法队员和城南派出所联
系沟通后， 只得暂时将男孩送到
城南派出所，并再次进行劝说。

深夜奋力灭火 细心

“从派出所返回濮水小镇周

边巡查时已是凌晨 1点。 返回途
中 ，我们仍不能放松 ，时刻注意
周边有没有安全隐患。 ”

执法队员发现滨河路与解放

路交叉口处河道内出现明火 ，并
伴有浓烟。 附近就是濮水小镇，并
且持续浓烟还会造成空气污染，他
们意识到可能存在火灾风险隐

患。 在队长王峰的带领下，城南中
队迅速组织灭火， 经过十几分钟
的不懈努力，最终成功将火扑灭。
随后， 执法队员又在着火点周边
仔细排查， 在确认火灾隐患全部
排除后， 才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开
展巡查。

“节日期间 ， 我们要坚守工
作岗位 ， 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 ，
但是能为群众做好服务 ，我们就
感到由衷地自豪。 ”王峰说。

全媒体记者 谷爱素

通讯员 史一诺 潘秋霞

美丽湿地 生态画卷

万家灯火下的平安守护

锣鼓喧天闹元宵
舞龙、舞狮、踩高跷、猜灯谜、打铁花……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之一，元宵节当天，为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濮阳县开展“欢乐闹元宵”
主题活动，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濮水小镇

“咚咚锵！ 咚咚锵！ 咚咚锵咚锵咚锵！ ”2月5
日上午，濮水小镇锣鼓齐鸣，文艺表演者用手中
的锣鼓将“闹元宵”的氛围烘托到了极致。 濮水小
镇戏楼舞台上，舞龙、舞狮、武术表演、金枪刺喉、
萌兔巡演、打铁花、猜灯谜、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
上演。 表演者身着鲜艳的服装，搭配精美的道具，
组成了一支支活力四射的表演队伍，在振奋人心
的鼓乐声中，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独具地方特色的
民俗文化盛宴。

“我把刚才的民俗表演视频发到朋友圈
后，外地的大学同学都表示特别羡慕。 原本今
天来的目的是打卡濮水小镇的景点和小吃，没
想到还免费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 ”家住濮阳
县县城的大学生小张满心欢喜。

海通乡两门村

“厉害！真棒！再舞一个！ ”2月 5日上午 10
点，伴随着铿锵锣鼓声，威风凛凛的舞狮队在
观众面前翻腾跳跃。 在一片叫好声中，濮阳县
海通乡两门村民俗文化活动在该村十字街拉

开帷幕。
本次会演负责人介绍：“这次文艺会演既

有民间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
元素，完美营造了欢乐祥和的氛围。 目的就是
让大家沉浸其中，一起欢乐过佳节。 ”

火龙与舞狮表演中，火龙、狮子外形威武、
动作刚劲、神态多变，赢得现场观众喝彩声不
断；铿锵有力的锣鼓声、排鼓声、盘鼓声，使人
精神振奋；花车花船、踩高跷、背阁抬阁、司衙
官等传统节目诙谐幽默……在叫好声中，元宵
佳节的喜庆氛围被推向高潮。

“一早就听说这边有文艺演出， 赶紧带孩
子来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幸亏来了，这
么热闹喜庆，孩子也特别开心。 ”两门村村民肖
珍一边说一边举着手机拍摄视频。

鲁河镇顾头村

“今天我们一家特意从城里赶回来过节，
村里举办的活动丰富多彩， 我们都很喜欢，而

且还具有教育意义，真不孬！ ”鲁河镇顾头村村
民顾超说。

元宵佳节， 走进鲁河镇顾头村文化广场，
一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的景象映入眼帘，500
余名村民身着彩服、头戴凤冠，扬起马鞭、翩翩
起舞。 有敲锣的、打鼓的、唱戏的、扭秧歌的、舞
龙舞狮的，现场观众更是人山人海、数不胜数。

其中最为瞩目的是由 20岁左右青年组成

的竹马队和 10岁左右少年组成的腰鼓队，表
演得惟妙惟肖、精妙绝伦，赢得围观群众阵阵
掌声。 “竹马表演是模仿先辈横枪跨马、驰骋疆
场的威武场景，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这次为了
更好地把节目呈现给大家，又特意进行了精心
编排。 ”竹马队表演负责人介绍道。

五星乡葛邱村

“以文艺比赛的形式组织这场演出， 就是
为了提高群众的参与度。 看到大家的热情空前
高涨，纷纷为自己村子加油喝彩，我们也发自
内心高兴！ ”五星乡文艺大赛组织人员激动地
说道。

元宵佳节，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
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五星乡隆重举办了
民间文艺表演大赛。 大赛节目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共有 21个行政村表演节目 41个，其中
包括 3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个县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岁岁闹元宵，民俗实堪骄。 为顺应时代潮
流，响应广大群众呼声，濮阳县为全县人民精
心呈现一场场文化味儿十足的饕餮盛宴，同时
为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让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焕发勃勃生机， 既预示着时代的赓
续、文化的传承，更寄托着全县人民欢度元宵
佳节迈步走向新生活的美好希冀与祝愿。

下一步，濮阳县将在传统佳节期间持续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多彩的民俗活动，以丰富群
众精神生活、提升群众文化素养，将文化活动
办到群众心坎里，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求。

全媒体记者 谷爱素

通讯员 史一诺 陈永忠 刘少辉 赵少辉 文/图

2月 2日，农历正月十二，濮阳县习城乡
吴刘寨青古庄村热闹非凡， 濮阳市武术协会、
濮阳梅花武术馆、 菏泽王坊武术队等 23支武
术队伍，前来参加第六届濮阳县梅花拳传承文
化交流武术会演，伴随着送暖的春风和欢乐的
锣鼓，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节
日气氛。

现场，刀、枪、剑、棍，几乎是十八般兵器上
阵，单打、对打，闪展腾挪，形式多样的精彩表
演， 展现了梅花拳丰富的内容。 拳势朴实无
华，动作舒展大方，静如寒梅怒放，动如残花
飘荡。 各种擒拿 、摆腿等高超的技艺招式引
起阵阵掌声 ，给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生活。

“我从小就喜欢武术， 每年都会来看比武
大会，场面非常壮观。 ”一名村民说。

“我学习武术已经有 5年多了。 学武不仅
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锻炼胆量，现在越来越
喜欢武术了。 ”今年 12岁的王昌旭第二次参加
比武盛会，他对记者讲道。

吴刘寨青古庄梅花拳传承培训基地第十

七代传承人吴红民说：“这里每年春节都会以
传统民俗表演庆祝佳节， 今年已经是第六届
了。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
梅花拳、走近梅花拳，传承梅花拳文化精神，积
极为社会服务，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

非遗梅花拳“武”动桑间濮上
全媒体记者 谷爱素 通讯员 裴会会 丁龙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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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翻腾飞舞的舞龙表演。
②威风凛凛的舞狮表演。
③传统武术表演。
④群众与“龙”互动。
⑤民俗活动现场人山人海。
⑥濮阳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游人如织。
⑦濮水小镇喜闹元宵。

梅花拳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
称干支五势梅花桩，因在呈梅花状的木桩上练
习而得名，落地演练以后，简称梅花拳或梅拳。
2011年， 濮阳县习城乡吴刘寨村经审批成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传承培训基地。

一代代梅花拳传承人赓续传统武术精

神，坚持把练习梅花拳推广成全民健身运动，
发挥其强身健体、舒筋壮骨等实际效用。梅花

拳倡导武德高尚、尊大让小、谦虚忍让，
“虽有武功彰其外， 实有文德居其

内 ”，数百载长盛不衰 ，深受
广大武术爱好者喜爱。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