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蔡新霞研究员在超净间实验室观察实验进展。
从2022年元旦至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蔡新霞研究员与团队成员，几乎每天都在超净间和实验室忙碌一项新

任务——“神经微纳传感器检测与光电调控研究”。作为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由她牵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微
纳传感技术”项目于今年正式立项。多年来，她和团队深耕于此，并联合了一批纳米科学、医学等领域的专家，针对检测机制
不清、缺乏高性能传感器而难以发现生物信息传递规律等科学难题，突破了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今年3月，她获评中国科学院
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她用微纳传感器探测神经信号她用微纳传感器探测神经信号

一转眼，又一个“年”过去了。忆起故
园“甩笼花”这项民俗活动，曾在旧时元宵
节大展魅力。

沿安平县王胡林村的东西大街西行，
至戚家井儿北拐，一座中国北方的农居小
院正在忙碌。见我到访，四十多岁、头裹
白毛巾，一身粗布、膀大腰圆、胡子拉茬，
人称“楞头”的戚小雪迎过来说：“兄弟，你
算来对了，今儿个是正月十五，我就愿意
让文化人看看这门手艺。不瞒你说，咱这
个甩花还是闹义和团那会儿，跟南方人学
的呢。按照只传男丁的祖训，老戚家六代
人一百多年都在操持这个活儿。到我这
一辈，还对工艺添加了些新的巧妙。今
儿个下了点雪，晚上我亲自甩花，红绿
黄蓝的各样儿花朵，飞空落地，那叫一
个美……”

“甩花”是礼花家族中的一技“花活
儿”，因为燃放的“花朵”，都要从铁笼子里
甩出，因而被称作甩“笼花”，又因为甩花
人戚小雪名字中也有个雪字，加之有的年
份甩放赶上雪天儿，乡亲们又叫它“雪
花”。

笼花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用料
配比是戚家的祖传“秘笈”，选料备料、
集中制作、定点燃放，是笼花制、燃活
动的三步曲。一苗单传的戚小雪，从儿
童时代，每逢元宵节临近，总如铃铛般
跟在父亲身旁，帮手笼花制作。戚小雪
总爱对笼花的形成原理刨根问底儿，并
夸口要让戚门笼花世世代代为村里父老

添彩佳节。
笼花的原料储备，是戚小雪每年在村

里收集完成的。谷雨前后，村里生产队的
蓖麻出畦，去皮儿剩下的“麻杆儿”，成了
戚小雪的宝贝，他对父老的解释是为正月
十五“放花”烧制黑；完成秋收秋种，村里
生产队耕地的旧铧犁，如有淘换，戚小雪
会找到负责人，三瓜俩枣儿买下储用，他
的潜台词是：铧犁像个盆子，都是合金钢
材质，砸成豆粒掺入“笼花”，会释放千百
颗金色的花朵；对于生产队里俗称“棒子
胡儿”的玉米蕊儿，戚小雪会挑出质硬、个
大的，买下百斤存放家中；见到每年都来
村里的铁匠，戚小雪还会私下嘱托，把打
砸铁具散落的屑沫收起来：“给我攒着，给
你票票儿。”

过了正月“破五”，戚小雪开始给家里
人派活儿：十七八岁的大儿子，“你力气
大，负责把旧铧犁砸成豆粒大小。记住，
这是个重要工序，要砸得仔细，砸成颗
粒。”老二是个仔细人，“你负责把麻杆烧
成黑炭。当心，碳烧得既不能过火，也不
能忒嫩，我会帮你把握火候儿。”三闺女

“你把那堆玉米蕊儿，按长短粗细分成三
等，都用剪子绞成三寸、二寸、一寸的。”老

四最小，“你陪爷爷，当传令兵，看着哥哥
姐姐们干活，哪个不好好弄，告诉我收拾
他。”

经过几日的分工劳作，元宵节下午五
时，戚小雪让孩子们把备足的“花料”，分别
搬入院内偏房，独自操持甩花配料。平素
弄齐的玉米蕊儿、麻杆黑炭等可燃物，外加
从县城新购的金属镁粉，被依量配组，混合
打包，分别装入牛马护嘴的牲口笼子，约摸
两个小时，几十个“笼花”完成组装。

民谚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
五雪打灯。时至元宵节夜晚七八点钟，
零散了一天的雪花，给大街小巷铺上了
一层薄薄的白絮。村里人称“消息灵通
人士”的戚门后生，敲着铜锣，边走边
告诉乡亲们“快到戚家井儿看甩花”“今
晚儿的甩花可有新花样”。不一会儿，一
家家、一群群乡亲父老从东街西巷，簇
拥到了燃放场地。

似如临阵的将军，身强力壮的戚小雪
带领“戚家军”燃放队，手提一个个“笼花”
入场。依照燃放预案，戚小雪居中，东西
各站一位，各位之间间隔五米，拉开距离
摆开架式。戚小雪的开场白三言两语，充
满真情：“过节了，戚家用甩花给乡亲们添

点儿喜气，祝各家各户新春愉快，日子红
红火火！”随即，戚小雪点燃自己掌控的

“主花”，只见笼内的可燃物，迅即变幻成
一个个自下而上的小火球儿，被戚小雪以
脚根为中心，顺时针方向、转着圈甩动起
来。从笼里飞岀的一个个小火球碰到南
北街的农户砖墙，“嘣”的一声散开花朵，
红如火，绿如兰，黄如金，白如银，绚烂夺
目，在雪地的映衬下，华光竞灿，彩韵纷
扬，引发十里八乡的“花客”掌声阵阵，叫
好声声。

未及主花燃尽，东西两方的笼花又已
点燃，状如圆环的左右笼花，左右呈双，炫
美灿烂。而后，长约百米的村里大街，十
多位训练有素的燃放者，隔位、接续甩动
手中笼花，写意出温馨、鲜活、和谐，充满
希冀的布衣乐春图。可惜到了上世纪七
十年代，戚家甩花随着戚小雪的谢世而淹
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前不久，在我等积
极的推动之下，戚小雪的三子拾起旧艺，使
甩笼花的民间艺术重焕光彩，为留住乡愁、
传承民族文化增添活力。小诗束文：

镁屑犁盘玉米芯，
笼燃炭火化飞金。
花扬南北流光灿，
舞起东西丽夜新。
十寨娇姑呼美奂，
八村俊少叹绝伦。
清风皎月摇细霰，
惠我家国日日琛。

雪映“花”彩
王彦博

安济桥又名衡水石桥或衡水老桥，位
于衡水市桃城区胜利东路，东西横跨滏阳
河上。

安济桥，清乾隆年间建成，该桥为七
孔石拱桥，长度为 116 米，宽度为 7.5 米，
高度为 16 米。为华北大平原上最宏伟的
古老石桥，同时也是千里滏阳河上最长
最大的石桥。老石桥肩负着繁忙的交通
使命，是南北连接邯郸、北京、天津，东西
沟通山东、山西的水陆交通要道。曾经的
桥上车马辐辏如梭，商贾云集，桥下河水
畅通无阻，舳舻相接。在安济桥北侧，滏
阳河西岸建有客运、货运码头，方圆百里
的客商，都从此地乘船，进津京，由此衍
生了安济桥西头的“问津街”，且一直沿
用至今。

衡水制酒业历史悠久，规模宏大。解
放前，在安济桥两端，有十八家酒坊建在
老石桥旁。1946年，衡水解放后，党和政府
把当时的十八家个体酿酒作坊收归国有，
成立了“冀南行署国营制酒厂”，厂址位于
距安济桥不远的滏阳河西岸，也就是后来
的国营衡水制酒厂。衡水老白干酒的注册
商标上的古老石桥就是安济桥。

据《衡水县志》记载：早在明天顺元年
（1457年），这里就建立了一座木桥。后来，
由于多次发大水，木桥屡修屡毁。明嘉靖
三十二年开始，用了三年的时间，建成了

一座石桥，明隆庆三年又被大水冲毁了。
这样衡水桥建了毁，毁了建，前前后后，经
过了二百来年。至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
年）由于滹沱河河床南徙，其支流和滏阳
河汇成一条河，于是河水猛涨，桥几乎被
冲毁。直到清乾隆年间，当时的直隶总督
奏请朝廷批准，拨出银子四万七千六百多
两，于清乾隆三十年五月（公元1765年）正
式动工，到第二年十月竣工，乾隆皇帝赐
名“安济”，故名安济桥，就是现在的这座
石桥。安济桥修成后，这里的水路陆路畅
通了一百多年。

然而，到了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10
月5日，日寇的火轮由滏阳河南犯，因洪水
太大，无法通行，日寇遂将安济桥中孔炸
毁，强行通过。安济桥后来改用木桥衔接。
1982 年 3 月，把此孔木桥拆除，改为钢筋
水泥结构，同时，对桥栏杆和栏板进行了
修饰。

安济桥自建成至今，已经有将近250
年的历史，因河床西滚，桥东一孔已被土
屯死，两边的大石狮子已被土掩埋大半。
安济桥久经风雨浸蚀，行人磨损，望柱上
的石狮及石栏板上的图案，有的已模糊不
清，特别是由于十年动乱，桥上的狮子更
是残缺不全。

为了加强文物保护，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1989年5月安济桥被列为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1993 年 7 月，被河北省人民政府
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
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2013年3月被国务
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保护古桥安全，再现历史名桥风
采，2019 年 5 月启动安济桥修缮工程。
2021年下半年，河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
对安济桥修缮项目进行验收，衡水安济桥
修缮项目顺利通过省级技术验收。

2022年初，修旧如旧的安济桥重新对
外开放。宏伟的石桥完整地出现在人们面
前，桥西南北两侧立有两通石碑，南面的
石碑，字迹已模糊不清，不能辨认，据查为
乾隆年间修桥所立，北面的一通则是2021
年《安济桥修缮记》，记述了这次修缮过
程。

从桥的侧面看去，潺潺的滏阳河水从
桥洞流过，桥礅处都砌有分水石，每个拱
形桥洞的正上方（中间被炸毁除外）都有
一龙头石雕突出桥体，眺望河面，注视着
来往的船只，震慑着欲将发飚的河水。正
桥两端各有一对石狮，镇守着石桥的平
安。

桥面两侧的护拦上各有58根石望柱，
望柱顶上雕有石狮，狮下有莲花座，石狮
两两相对，有的项戴铃铛，有的项戴缨穗，
有的张口怒目，有的其前足下踩一绣球，
有的其前足下踩一小狮，有的石狮周身饰

以小石狮，小石狮或偎依其怀里，或爬上
其后背，或作嬉戏状，或作哺乳状。各个狮
子憨态可掬，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它们也
都在时时刻刻保佑着过往车辆行人及桥
下船只的安全。望柱间镶有石栏板，栏板
高浮雕卷云纹宝瓶图案。

修缮后的石桥，桥面上的水泥沥青路
面被清理干净，还其本来的面目。桥面上
铺满宽大厚重的方石，方石和护栏连接处
都用银锭铁榫加固，两个燕尾形构成的铁
榫与两块石头上的石卯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桥面上的车辙。因
石块质地不同，车辙或深或浅，或曲或直。
而桥面的中间部分系日军炸毁后重修，不
见车辙。透过车辙，仿佛看到了先人们为
了赶路而忙碌的身影，看到他们勤劳、颠
簸、坎坷的生活。也看到了侵华日军的残
暴和野蛮。

衡水安济桥既是沟通滏阳河两岸的
一座桥梁，又是每个衡水人心中的乡愁记
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历经沧桑的安济桥，承载着厚重的历
史。经历了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也经历
了繁华，忍受了屈辱。见证了两岸先民的
勤劳朴实和艰辛，也见证了近代人的英勇
坚强和不屈，更见证了当代人的传承奋进
和创新，并将继续见证衡水大地明日的辉
煌。

衡水安济桥
张凤龙 李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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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娘，掐着指头度时光，
二十多天时间就一晃。
新盖的北房已干透，工作队，
还帮忙修好了东房和院墙。
娘儿俩欢欢喜喜搬回新家，
乐得嘴巴都合不上。
看看雪白的墙，
瞧瞧崭新的门和窗，
里里外外，亮亮堂堂，
就跟梦里一个样。
王大娘，乐得夜里睡不着觉，
走腔跑调地把歌儿唱，
字里行间全是感谢伟大的党。

几天后，
大亮又去学做面点受培训，
转眼学成归来喜洋洋。
政府发给了钱，
娘儿俩一合计，
不置家当开了个蛋糕面点坊。
这大亮，心灵手巧肯流汗，
王大娘，奇思妙想做花样。
这娘儿俩合力用心，
把面点做得真叫强。
不信你亲自去看看——
那八仙祝寿、喜鹊登梅、
观音送子，
那梅兰竹菊、蜻蜓蝈蝈、
南瓜玉米……

（白）：哎哟，那花样可
真是多了去了！再用颜色一点
缀，简直跟那真的一个样！

娘儿俩越做越熟练，
食材原料精挑细选，
做出的面点，卫生又漂亮，
一个传俩，俩传仨，
很快三里五庄就把名扬。
什么结婚的、祝寿的、
孩子生日满月的，
都要来这里定花样，
有的一次就定好几箱。
这娘儿俩，
起早贪黑地团团忙，
可面点还是供不上。
娘儿俩又喜又忧长计议，
打出广告招贤纳良。

隔天来了一个人，
进门就喊王大亮。

（白）：王大亮，王大亮在家
吗？

大亮抬头看向窗外，
一个姑娘站在院中央。
她东瞧瞧、西望望，
看了西厦子看东房。
大亮高喊着——请进来！
这姑娘，
应声大步流星来到上房。

（白）：大娘，您好！
大亮，还认识我吗？

这姑娘，还真懂礼貌，
先叫大娘再叫大亮。
大亮仔细来打量——
这姑娘，个高约有一米六，
不胖不瘦的很健康。
头扎一个马尾辫儿，
明眉大眼透着爽朗。
但不知，她来找俺为哪桩？
想到这儿，大亮憨笑着摇了摇头。

（白）：抱歉！我脑瓜儿
笨，真是想不起来了！请问
您，来我这里为哪桩？

姑娘一笑答了腔——
大亮你真是太健忘，
俺是你初中的老同学，
离此四里远，
刘家屯的刘春香。
初中咱在一个班，
俺在你前面、
隔一排的正中央。
因你学习成绩好，
老师常表扬，
俺对你特别有印象。
最难忘，

咱们上学路上经常碰一块儿，
下雨泥泞路，
你可没少把俺帮。
哪成想，
初三毕业前夕你出了事，
俺可没少偷偷把泪淌。
那年俺娘得了脑血栓，
俺也没继续把学上。
时间一晃十几年，
也难怪你对俺没印象。
俺是应聘来干活儿，
因为俺也喜欢这一行。

大亮一听心激动，
王大娘，
若有所思开了腔——
闺女啊，
你婆家住在哪个村？
日子过得怎么样？

姑娘一下红了脸，
羞答答地把话讲——
大娘啊，如今俺还没成家，
因为俺有个重病的娘。
俺哥美国留学办了绿卡，
娶了个洋媳妇，
多少年，
也没回过家乡看过娘。
八年前，
俺爹外出打工意外身亡，
只留下俺和苦命的娘。
俺娘生活离不开人，
俺得天天守护照顾娘。
虽说俺哥年年给家里寄钱来，
可没人来守护，
这钱就是废纸洋。
俺不能外出去打工，
出嫁的条件是带着娘。
好多人一听都摇头，
笑俺愚顽不自量，
如今家里还是俺和娘。
昨天俺去镇上打这儿过，
见你家，招工广告贴在墙，

大娘抢话答了腔——
行行行，就这样，
俺就喜欢孝顺姑娘！
叫声闺女快坐下，
歇会儿再干活儿，
千万别着忙。
王大娘，
赶快洗手倒杯热茶，
又放了几块小冰糖，
双手捧给姑娘喝，
春香忙起身，
双手接杯谢大娘，
再看王大娘，
乐得嘴角都翘到了耳根上。

这姑娘，还真手艺巧，
上手就做了个牡丹立凤凰。
看大亮出了汗，手绢忙送上；
见大亮嘴唇干，茶水忙端上；
大亮想活动，双拐递手上。
有空还帮大娘搞卫生，
家里是 窗明几净地面光。
大亮对春香也特关心，
常叫她悠着劲儿干活儿别太忙。
天气不好就叫她早回家，
嘱咐她注意安全别着慌。
眼瞅着大亮春香心相悦，
王大娘，婚姻大事当面讲。
春香姑娘含羞带笑点了头，
时间不长就拜了花堂。
乡亲们纷纷来祝贺，
结婚当天，
大亮就接来了丈母娘。
如今大亮已安上义肢，
就跟正常人一个样。
去年宝贝降生又添喜，
小两口日子过得赛蜜糖。

这正是——
党的政策暖心房，
凝心聚力奔小康。
精准扶贫力度大，
贫穷根子全拔光。
种上富树幸福来，
人人感谢共产党。
说到这里算一段，
下回咱再接着讲……

（完）

飞来的媳妇(山东快书)

高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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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近日发布
的一项新研究结果称，与独居生活相
比，与家人一起生活或身处较大家庭
中，可帮助人们延缓痴呆症的发展，
且死于痴呆症的风险也明显更低。

该校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
《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杂志上报
告，他们研究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和
地区 60 岁以上人群的生活水平，以
衡量国内生产总值 （GDP）、城市
化、年龄和家庭规模等因素对痴呆症
的影响。结果发现，身处较大家庭中
或与家人一起生活的人，罹患痴呆症
的风险低于独居的人。较大一些的家
庭规模明显有助于延缓痴呆症发展，
并降低人们死于痴呆症的风险。

痴呆症是一类脑部疾病的总称，
包括阿尔茨海默病、血管性痴呆等，主
要表现为记忆、思考、语言和日常活动
能力衰退。参与该研究的马切伊·亨内
贝格说，与家人或亲朋一起生活，有一
些非常实际的好处。比如，有规律的进
餐时间、交谈、有人检查你是否服药以
及家人组织定期活动等。

他说，这种参与和交流是积极
的，会刺激人体产生催产素。这种俗
称“幸福荷尔蒙”的激素已被证明可
以通过保护与血管性痴呆相关的心血
管系统，对生理健康产生积极作用，
并可能延缓痴呆症的发展。

研究人员说，这一研究成果对于
规划老年人的护理及生活服务等非常
重要。即便无法保证与家人一起生
活，也应该鼓励老年人多与邻居或社
区人员、养老机构其他人员等积极交
流，以延缓痴呆症的出现及发展。

（新华社电）

澳研究称:

大家庭和家庭关系有助预防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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