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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本届苹果节以“魅力果都·印象丰县”为主

题，遵循丰富活泼、务实创新的原则，以果品为商
机、以展示为引领，进一步推进丰县全域旅游和
果蔬产业优化升级，汇聚人气，加快推进美丽丰
县建设，促进全县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

二、节庆时间
2020年 10月 12日—11月 12日
三、主办单位
中共丰县县委 丰县人民政府
四、活动安排
（一）果业发展
1、果海争冠——第15届优质水果评比大赛
活动内容：邀请省市主管部门领导、果树专

家以及销售企业、果农代表等组成专家评审组，
以全县从事苹果种植的企业、合作组织、家庭农
场、种植户为主体参赛，举办优质果品评比。提
高优质生产意识，推进丰县苹果品牌建设。

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参与单位：县融媒体中心、财政局、相关镇

（街道）
活动时间：10月下旬
活动地点：县农业农村局
2、畅游果都——果旅融合精品果园评比暨

生态采摘游活动
活动内容：培育提升摘果游玩功能型基地，

以先期规划建设的果旅融合果园为试点，参照
种植布局、管理水平、旅游配套服务设施等多项
指标，综合评选出首批果旅融合精品果园，举办
挂牌开园仪式。结合旅游产品展示交流活动，
编排采摘游线路，设计游玩攻略，将丰县特色景
点与特有民俗文化相互融汇，打造提升“周边旅
游”“周末旅游”产业。邀请徐州及周边旅游社
团、新闻媒体及自驾游游客来丰采摘鲜果、品尝
美食、游览风景，充分展示“刘邦故里·中华果
都”的旅游形象，推进丰县特色旅游发展。

责任单位：县文体旅局、农业农村局
参与单位：县委宣传部、大沙河风景管理

处、大沙河镇、宋楼镇、梁寨镇、赵庄镇、华山镇

活动时间：10月上旬—11月上旬
活动地点：大沙河果园
（二）文化旅游
3、苏北明珠——第三届扬子江诗会走进丰

县活动
活动内容：扬子江诗会已被江苏省委宣传

部列为扬子江品牌系列重要文化项目之一，第
三届扬子江诗会引进到丰县举办。活动以诗歌
朗诵为主线，音乐、舞美相互配合，结合丰县实
际，深情讴歌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好人好事，唱响
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充分展示江苏文学、江苏
诗人心怀天下、讴歌人民的澎湃情怀；并结合背
景宣传片等资料，合力推介丰县“农业+休闲观
光”产品，传颂美丽丰县建设成果。

责任单位：省作协、省委驻丰帮扶工作队、
县委宣传部

参与单位：扬子江诗刊杂志社、县文联、融
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11月上旬
活动地点：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
4、故道蓝图——湿地公园景区旅游发展研

讨会
活动内容：邀请专业人士及相关部门，对湿

地公园进行实地考察，举办“湿地公园景区旅游
发展研讨会”，提升发展理念，促进乡村旅游特
色资源建设。

责任单位：县大沙河风景区管理处
参与单位：县委宣传部、文体旅局
活动时间：10月中旬
活动地点：江苏丰县黄河故道大沙河国家

湿地公园
5、时代脊梁——《人民的守护》大型梆子戏

展演
活动内容：通过大型廉政建设题材现代戏

《人民的守护》展演活动，用传统戏曲讲述现代
廉政故事，弘扬“汉源清风”，展示丰县戏曲源远
流长的深厚韵味，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培养现代
文明人格，凝聚强大正能量。

责任单位：县文体旅局

活动时间：10月下旬
活动地点：县会议中心
6、翰墨·丰景——丰县名家书法摄影精品

邀请展
活动内容：组织丰县书法摄影名家，举办书

法摄影邀请展。充实提升丰县各景点的文化艺
术品位，助力打造文化特色旅游品牌，以此展示
丰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

责任单位：县文联、总工会
参与单位：县委宣传部、文体旅局、工商联
活动时间：11月 8日
活动地点：县总工会
7、艺道融心——丰县美术作品展
活动内容：通过举办丰县美术作品展，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现丰县美术家深入生活、
感悟生活、描绘美好生活的优秀创作成果，营造
节庆氛围。

责任单位：县文联
活动时间：10月上旬
活动地点：县博物馆
8、金色童年——丰县第八届“苹果娃娃”少

儿综艺评选活动
活动内容：为丰富苹果节活动的人文内涵，

展示我县艺术教育丰硕成果，为全县少年儿童
提供展示才艺、交流视野的舞台，通过策划培
训、周期赛事，推出丰县第八届“苹果娃娃”优秀
选手，提升文化品牌形象。

责任单位：县融媒体中心
参与单位：县教育局、团县委、妇联
活动时间：10月—11月
9、乐在果都——快乐乡村文艺巡演
活动内容：节庆期间，以“扮靓美丽果都

倡导移风易俗”为主题，结合乡村基层文化资
源，编排活动菜单，在果园及各重点景区开展

“快乐乡村”系列文艺巡演，丰富景区旅游文化，
营造活泼的节庆氛围。

责任单位：县文体旅局
参与单位：县民政局、相关镇
活动时间：10月下旬

中国丰县第31届苹果节活动实施方案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李超 卓娅）丰县城区
水系连通工程是丰县重点建设项目。10月 12日，
记者从县水务局了解到，目前，该工程正在紧张施
工中，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县西部及城河补水的
重要通道，有利于改善城区防洪排涝条件，提升城
区水生态环境。

在丰县城区水系连通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
械和施工人员，分布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条不紊进

行作业。目前，项目的临时办公区已经搭建完毕，
数字化钢筋加工厂房建设完成，钢筋加工智能设
备即将入厂。

据介绍，该工程总投资约 5.2 亿元，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新开柳毅路路带河、建设路路带河，拓
浚城南二号沟，疏浚卜老家大沟、皇园大沟、三号
沟等河道，打通城河补水通道，新建城区强排泵
站、桥涵及部分控制建筑物，同时沿河道铺设截污

管网、并进行景观绿化。
丰县城区水系连通工程以水污染防治为前

提，以水环境整治为基础，以水生态修复为目标，
以保护和改善河道水生态环境为核心。根据城区
水系现有格局、水质要求及水源条件，完善引调水
与控制建筑物，建设清水通道，打通城区水体与外
围水系的水力联系，实现引水润城，促进城区水体
间的互连互通，使城区的水活起来、清起来。

我县城区水系连通工程一期有序推进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马强 卓娅）今年以来，
大沙河镇积极响应人居环境专项行动号召和“百千
万美丽庭院”创建具体工作部署，把实施“最美庭
院”建设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项重要抓手，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广泛发动妇女参与到
行动中来，打造一批环境改善、整洁有序、家庭和
睦的“最美庭院”，让乡村从外到里，越来越美。

走进西陈庄村村民贾文文家，只见院内窗明
几净、物品摆放有序，几棵银杏树绿意盎然，可见
主人在改善家居环境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每天一大早，贾文文都
要先用一个多小时收拾卫生，让自家庭院保持清
清爽爽、干干净净。

“接下来，我准备在院子里再种些花花草草，

让家更温馨、更漂亮。”贾文文告诉记者。
家庭幸福离不开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更离

不开积极向上的文明家风。在保持院落美的同
时，贾文文注重家风家教，孝敬老人、教子有方，是
远近有名的好媳妇。“美丽庭院＋家风传承”，让庭
院既有颜值也有品质。

在西陈庄村，像贾文文这样的家庭还有很
多。一户庭院就是一处风景，家家户户便串起了
美丽乡村。如今的西陈庄村，粉墙黛瓦、飞檐翘
角、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农家小院、窗明几净；村
里村外、文明成风。

据了解，大沙河镇将“百千万美丽庭院”创建
与该镇的旅游产业开发、精品旅游线建设、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串点成线，融

合推进。大沙河镇妇联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工作
职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美丽沙河·巾帼行动”、

“月满华诞、情满双节”爱心志愿服务等主题活动，
激发广大妇女及其家庭成员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和“美丽庭院”创建，同时，为美丽庭院先进家庭
送上暖心礼包，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以小家美带动
大家美，让“最美庭院”建设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可
长期坚持的制度，凝心合力共建美丽家园，共享美
好生活。

下一步，大沙河镇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开展美
丽沙河巾帼行动自愿服务活动，按照“院落美”“主妇
美”和“家庭美”的标准，争创县、镇、村级“美丽庭
院”示范户，以庭院的美丽促进镇村面貌的提升，充
分展示妇女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主力军的风采。

“最美庭院”建设 让乡村从外到里越来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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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丰县
人，江苏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江
苏 师 范 大 学 书
法 专 业 本 科 在
读。

获奖及入展情况：
第十二届江苏省新人书法篆刻作品优秀奖；

“圣泉湖杯”徐州市首届女子书法大赛入展；
2019 徐州·国际友城青年书画展一等奖；
2017 年度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所、江苏文联书画

考级徐州地区优秀作品展一等奖；
第二十、二十一届中国徐州·日本半田书画联展入展；
第四届江苏青少年现场书画大赛软笔书法类金奖。

千禧年，我出生在丰县，一个素有
“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美誉的小城。

小巧，安静，印象里这是从小到大家
庭报告书中老师寄语栏出现最多的形容
词。性格所致，读书也就自然成了小时
候最爱干的事，古今中外，杂七杂八，都
顺手拿来一读。或许在那时就悄悄埋下
了文学的种子，以致于即使现在上了大
学，寝室的书架最显眼的地方，依然整整
齐齐的码着一排古今文学作品。虽然出
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家人却很是看重艺
术对人的熏陶作用，这也为我最终走上
书法这条路埋下一些伏笔。

说来惭愧，虽是一名书法专业的本
科生，却没有从小练到大的“童子功”，反
而半路出家，毅然踏上漫漫求索长路。

努力回想自己的这十几载，虽说临
习甚晚，结缘却是在很早以前。

儿时的某天，在玩闹时无意瞥见习
字的邻居爷爷，一袭粗布长褂，一只玲珑
妙笔，逸笔草草，意境全出，这是我第一
次见到书法作品，也第一次被中华传统
文化所吸引。

但也只是被吸引。
后来上了小学，曾粗浅学习过，却没

有更深一步的去了解和探索，反而因为
喜欢音乐，坚持学习了六年的竹笛，风雨
无阻。

真正开始系统的学习书法，是在遇
到宋聪老师以后。中考完的那个暑假，
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细致学习一本帖
——《宋武帝与藏焘敕》，这也是我的第
一本篆书字帖。现在想想，我现在所拥
有的学习能力，多半得益于那年暑假的
踏实临习。

开学后，因为并没有以书法考学的
打算，虽然周末偶尔会写，但并没在这上
面倾注更多时间和精力。高二文理分
科，兴趣所致，我顺理成章的进了文科
班。每天学习自己喜欢的科目固然是好
事，但随着年级的升高，高考面临的专业
选择问题也迎面而来，各科老师都在敦
促我们要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规划：考
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
……

来回翻着上一届的报考参考书，看
着寥寥无几的文科所能选的专业以及参
差不齐的分数要求，我第一次感到迷茫，
一种近乎于无助的迷茫。好像，能力所
及内，我没有勇气去选择一个专业，为之
奋斗一生。

忽然想到了书法。
像是心里有了洞，于是所有心事都

有了回音，曾经的心心念念，终于在某个
时间节点爆发。我试探着向爸妈说明自
己的意向，他们却开明的惊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性思考，我意识
到了自己喜欢什么，也想明白了自己想
要什么。

高二暑假，期末考一结束我便收拾
行李，跟在宋聪老师身后，直奔杭州，正
式开启我的艺考之路。

很清楚的记得初到学校时，鞠老师
问我想考哪个学校。

“国美”，我脱口而出。
并非所谓“壮志豪情”，那时的我，仅

知国美、南艺、苏师三所学校。后来慢慢
了解到一些学校后，有时会暗自嘲笑自
己的“年少轻狂”，尤其是在模考不太理
想的深夜，伴着亮堂到刺眼的灯光独自

在教室补练，那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
大落差感直刺内心。艺考有着常人不知
的艰苦，每年 20%的低升学率更是让人
望而生畏。前途艰险，全靠当时的一腔
热血与矢志不渝的梦想支撑前行。

篆隶，楷书，行草书；私印，官印，将
军印；白描，线描，中国画；美史，书史，篆
刻史……在杭州的八个月，去了很多地
方，交了很多朋友，也学了很多知识。

人常说，“无知者无畏”。越是学到
一些东西，越能看到自己知之甚少的窘
迫。当每日沉浸于三点一线的紧张学习
氛围中时，初来时的浑浑噩噩早已被发
光的梦想消磨殆尽，对知识的渴求也日
益深切。

最终没能考上国美，输在了文化课
上，确切的说是输在英语上。

这是我万没想到的结果，一个字一
个字掰着看退档信息看了一下午。“毕竟
只上了一百天高三，能超本科线三十分
已经不错了”，我自我宽慰，遗憾但不后
悔。

大学生活比我想象的更充实，也更
累。因为疫情原因，大一的下半年都是
在家度过的，很多社团活动都被迫中止，
因而也就有了大把闲余时间。

人一旦闲下来，就很容易发呆，也容
易乱想。回想上半学年的在校生活，也
曾因为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获得一些所
谓的“褒奖”，虽然每天都很忙碌，但是看
似充实的生活里，实际隐藏很多无聊与
乏味。除去这些浮华，我看到的是一个
内在极为空虚的自己，因为在专业课上，
我看不到多少长进。

于是开始决定改变，幸运又适逢两
年一届的江苏省新人展延迟征稿。

在截稿前的半个月里，我向一位曾
入展的前辈请教经验，阿姨人好，从选
帖、内容选择、章法设计，事无巨细，一一
详尽指导。我换了一种之前从未尝试过
的风格，很大胆也很冒险。中途曾把草
稿拿给宋老师看过，他一向只挑问题，每
句话都说在点上，听了总能豁然开朗。
一直非常感念，因为只有真正想要我变
好的人才会毫不避讳的直指不足。

一段时间的疯狂努力换回一些成
果，我把复试信息发给宋老师，他给我打
电话聊了很多，能看出来他的欢喜。后
来身边师友陆续得知消息，也收到很多
鼓励和祝福。我属“抗压型”选手，喜欢
在压力中寻找动力，所幸爸妈老师深谙
于此，一路适时敲打提点，让我少走很多
弯路。

我一向深知自己基础薄弱，能力不
足，不过凭借运气混得一些奖项。对于
不远的未来，我的规划直白且清晰：就是
考研。

东坡对书法理论的阐述有四，其中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学养，意随文
生”，我作为一个尚未入门的小学生，自
当谨遵前辈教诲，重视文学的积累与个
人素养的提升。庆幸书法之余的文学是
最让我欢喜的学科门类，也更加坚定我
以文辅书、不断钻研的信念。

再远的未来还没有考虑清楚，因为
我不想以现在较为狭隘的目光去决定有
一切可能的美好前程。因此现在我所能
做的，就是好好学习，怀揣一颗赤诚之
心，以最努力的态度去面对我所要经历
的一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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