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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1 日晚，纪念片冰心先生诞辰 100 周
年音乐会在福建大剧院音乐厅举办。

片冰心是我省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福建师范大学原音乐系首
任声乐教研室主任，省音协常务理事，华侨大学福建音乐学院声乐
系主任、教授，省音协声乐专业委员会首席顾问，曾被收入《中国歌
坛人物》《中外歌唱家辞典》《中国音乐家名人录》《中国高等学校教
育专家辞典》等辞书。

片冰心在福建声乐舞台上驰骋逾 70 年，超过万人听过她的
课。她一生坚守在声乐教学的第一线，培养了 1000 多名学生，许多
人成为知名艺术家或艺术教育领域的专家。片冰心由此也被业内
亲切地称为福建乐坛“老祖母”。

音乐会以片冰心先生的生平和声乐教育事业为主线，邀请她
在省内外的老中青三代声乐学生及嘉宾来演绎和讲述，展示片冰
心 70 多年的音乐人生，深切缅怀大师，同时带领现场观众亲历一
场福建声乐界的发展历程，引领福建声乐界实现薪火相承。

纪念片冰心先生诞辰100周年
音乐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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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储白珊 李珂） 2 日，位于福州大学城的福州
大学卢嘉锡教育馆新馆揭牌，并向全体师生和社会各界开放预约
参观。

卢嘉锡先生是享誉中外的科学家、教育家，曾于 1960 年至
1981 年担任福州大学副校长。此后，他终生担任福州大学的名
誉 校 长 。2018 年 9 月 ，福 州 大 学 建 立“ 福 州 大 学 卢 嘉 锡 教 育 基
地”，2020 年 10 月将其升格为卢嘉锡教育馆。2022 年 5 月，卢嘉
锡教育馆被评为福建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同年 6 月获得由
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 7 部委授予的国家科学家精神教
育基地称号。

福州大学卢嘉锡教育馆依托福州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
工程中心等平台，聚焦宣传讲述卢嘉锡先生、魏可镁院士、付贤智
院士、王心晨和江莉龙研究员等国家级人才的爱国创新、求实奉
献、协同育人的故事和精神。福州大学党委书记陈国龙表示，卢嘉
锡先生的精神风范和崇高品格早已积淀为福州大学“三种精神”核
心内容之一，成为福大和福大人前进路上的动力源泉。卢嘉锡教育
馆是进一步传承弘扬福州大学“三种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福州
大学建设一流校园文化和争创全国文明校园的重要举措和成果，
也为福州大学 65周年华诞增添一笔浓重的色彩。

据介绍，福州大学卢嘉锡教育馆总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
室内面积 0.6 万平方米，展馆藏有一定数量的珍贵实物包括书
信、手稿、图纸、照片、历史影像、雕塑等，并展示和陈列重要的科
技创新与科研成果。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 9：00—12：00，
下午 2：30—5：00 （寒暑假除外）。

福州大学卢嘉锡教育馆新馆揭牌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由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原创的音乐儿
童剧《小萤火虫跟宝宝一样……》获选参加“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
戏剧展演”，于 3日在四川南充高坪文化艺术中心进行了 2场演出，
共吸引近 2000名观众到场观看。

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是儿童
剧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艺术活动。此次展演从全国范围内申
报的 93部大型优秀儿童剧中遴选了 12部参演。这些作品不仅代表
了当下中国儿童剧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还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儿
童戏剧创作的时代精神、教育意义和审美价值。

音乐儿童剧《小萤火虫跟宝宝一样……》是我省唯一一部入选
作品。作品曾受邀参加“西安国际儿童戏剧展演”“第十一届中国儿
童戏剧节”等多个国际与全国性的展演活动，还曾获评“2020 年国
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在北京、浙江、江苏、山东、河
北等地进行全国巡回演出。

我省原创作品
参加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

本报讯（记者 赖昊拓 通讯员 张依婷 柯聪 黄乾晔） 5 月
30至 31日，由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和省文联、
省作协等部门主办的全国诗歌名家“梦笔生花·诗画浦城”采风活
动在浦城举行。著名诗人舒婷，著名评论家陈仲义，以及鲁迅文学
奖获得者汤养宗、李元胜、李琦、田禾等 20 余位诗歌名家参加此次
活动。

自南朝文人江淹首开文风，浦城上千年的建县史上涌现出众
多优秀的诗人和优美的作品。2018 年，浦城被授予“中华诗词之
乡”称号。

据了解，为传承好诗词文化，浦城近年来出版了《浦城诗词读
本》《南浦诗录》等“浦城诗词丛书”，累计收集整理诗词 12000 篇

（首）。当地还依托各类别诗社组织诗歌采风和交流培训，积极开展
诗词文化进校园、社区、景区、机关、企业、城市、乡村“七进”活动。
如今，浦城诗词爱好者们每年约创作诗歌 2000 余篇（首），在各级
媒体刊登诗词文章 500余篇（首）。

“梦笔生花·诗画浦城”
采风活动在浦城举行

近日，清流县实验小
学 60名学生在厨艺老师的
指导下进行烹饪、烘焙、拼
盘。据悉，学校每周开设一
堂实践体验课，以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近年来，清流县以推
进“双减”为抓手，在构建
高效课堂的基础上，着力
构建“德智体美劳”五大课
程体系。各学校根据学生
的兴趣爱好和学校教育教
学特色，利用图书室、运动
场、食堂、活动室等场地，
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服
务。舞蹈、手工、象棋等特
色课程进入课堂，科技创
新、劳动教育等课程也深
受学生们的青睐。

本报记者 马丹凤
通讯员 杨颖 摄

最近，“首阳”“二阳”相关话题频频登上网
络热搜。即将迎来中高考重要节点，如何在关
键时刻做好防护，以最佳状态迎考？备考或考
试期间，万一“阳”了怎么办？记者就此采访了
福州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
师吕骁。

吕骁表示，当前流行的主要是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重组变异株中的XBB系变异株，与早期
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相比，传播力和免疫逃
逸能力更强。本轮新冠病毒感染中，“首阳”患者
占多数，由于体内没有抗体，在社会人员流动性
较强的当下，更容易呈现阳性。好在本轮新冠病
毒感染不论是初次还是二次感染，临床表现都
较为相近，均以咽痛、咳嗽、发烧为主。且从整体
情况来看，“二阳”的症状相对“首阳”要轻很多，
重症比例较低。

“尤其是对身体健康、无基础疾病的青少
年而言，以无症状或轻症为主，加上前期接种
疫苗后身体里还有抗体存在，即便是感染新
冠，病程也较短，考生及家长不必过于担心，应
正确认识，科学对待。”吕骁说，若备考期间确
认自己“阳”了，别慌！如果体温超过 38.5℃，建
议适当服用解热镇痛药物缓解症状，如布洛
芬、对乙酰氨基酚等，同时补充温盐水，避免发
热引起脱水，加重病情。有基础疾病或有转为
重症倾向的情况，及时到医院就医，对症治疗。

如果发现自己在考试期间“阳”了，也无需
紧张焦虑，保持平常心，可以前往医院就诊，根
据医嘱服用解热镇痛药物等进行对症治疗。需
要注意的是，考前避免服用含有镇静作用的抗
过敏药物，以免引起嗜睡影响考试状态。

专家表示，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新冠病毒感
染的影响，考生应从现在开始就做好防护，自我
约束，不到人群密集场所，尽量降低感染风险。

出门前测量体温，如有不适及时告知家长
和老师；在校内活动时戴好口罩；上下楼梯尽量

不触摸扶手，乘坐电梯不扎堆，勤洗手；吃饭时建议与同学隔位、错
位用餐。一旦发现周围人出现咳嗽、流涕甚至发烧症状，一定要与其
保持社交距离。最后，不要一出现相关症状就感觉自己“阳”了，其他
因素如天气变化引起的着凉等也会导致头痛、流涕、咳嗽、咽干。

除此之外，考生还应注意提升自身免疫力。考前注意均衡饮食、食品
安全，不吃隔夜菜，不要熬夜，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每天可以抽空进行
适量的活动，不仅能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能有效转移注意力，消除
应试的紧张心理。 （本报记者 张静雯 通讯员 林文婧 整理）

当
中
高
考
遇
上
﹃
阳
﹄
了
，如
何
应
对
？

考
前
避
免
服
用
含
有
镇
静
作
用
的
抗
过
敏
药
物

“咚、咚、咚……”激越雄壮的鼓点，从
大田县湖美乡西燕村传出，鼓匠张芳标正
在家中的作坊里，给几面即将做好的牛皮
鼓调试声音。

牛皮鼓作为我国传统的打击乐器，在
古代用于祭祀、乐舞、报时、驱除猛兽。随着
社会的发展，鼓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各类
演出、赛船舞狮、喜庆集会、劳动竞赛等都
离不开它。

今年 51 岁的张芳标，从 18 岁开始跟父
亲学做鼓，现在是家族手艺的第四代传人。
2022 年，他和哥哥两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各类手工制作的牛皮鼓 1000 多只，顾客远
及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湖北等地。

曾祖父传下做鼓手艺100多年

鼓由鼓皮和鼓身两部分组成。“我们做
的鼓架子是用厚木板拼装起来的，本地人建
房子、做家具，都用自家栽种的杉木，杉木板
质地密实不容易裂开，而且重量轻。”张芳标
称鼓皮为“鼓面”，鼓身为“架子”“鼓腔”。

他就地取材，把鼓身先做成木桶状，
中间鼓起，两头略小，呈椭圆形。杉木树龄
选择在 50 年以上。根据鼓的大小需求，再

把木材锯成条状，刨出一片片有弧度的木
片，套进线圈拼装成鼓身，粗看像一只腹
部鼓起的木桶。鼓身雏形做好了，继续把
鼓腔内部厚木板刨掉，最后固定成型。

“鼓肯定是要‘鼓’的，老辈人传下来，
鼓的肚子一定要鼓中间。”张芳标诙谐地向
记者介绍，加工这些桶状的鼓身木片，高度
在 20 厘米至 40 厘米之间，依据鼓面大小增
减鼓腔直径的大小。板材除了选用杉木，也
用整段梧桐木掏空的，两头蒙上牛皮。

“这个手艺是我大公（曾祖父）传下来
的，大公如果健在的话，现在有 100多岁了，
他当时就是这样讲究的。”张芳标拿着鼓槌
比画着介绍。

“嘭嘭嘭……”大鼓敲打后，发出的声
音沉闷持久；“扑扑扑……”单面鼓的鼓点
敲过即止，清脆响亮。

8道流程60个工序人工完成

制作牛皮鼓需经过选料、制鼓皮、箍鼓
桶、蒙鼓皮、油漆上色等一系列流程。鲜牛
皮先削皮，然后晒干、浸泡、钻孔，用绳子把
牛皮固定在鼓桶上，并拉绳固定在木架上，
不断嵌入木楔继续拉伸牛皮，使牛皮绷紧，
保证鼓的音质。张芳标整个人站到鼓面上，
人工踩皮的过程中皮面受力大小、是否均
匀及弹性好坏，都凭个人经验来把握。

“牛皮硬，削皮必须全身使劲，用力不
足赘肉刮不干净会影响鼓的音质，但用力
过猛了可能刮穿牛皮，最能考验做鼓师傅
的功夫。”张芳标聚精会神，整张牛皮在他
手上被削出了相同的厚度。“这道工序在制
鼓技艺中最难，没有长期扎实的基本功难
以掌握，业内有句俗语叫‘制鼓是徒弟，制
皮是师傅’。”

从原料加工到制成鼓，做牛皮鼓流程
有 8 道，工序近 60 个，全部由人工完成。为
了保证鼓的音质，张芳标选用冬季宰杀的
母黄牛牛皮，浸泡 3 至 4 天变软，再用刮刀
刮掉牛毛和赘肉，钉在墙壁上晾晒干。

小鼓完工用时 3 天，大鼓约 5 天。如果
从头到尾把所有的工序加在一起，做出完
整的一面鼓需要 20天的时间。

“上皮后接着上钉子，这个钉子不能太
密，也不能太稀，密了会影响皮子，可能出
现裂缝，太稀了容易松垮掉。”张芳标指导
在帮工的妻子和小工。

“像这个鼓里面有加钢丝的，鼓架更加
牢固，做好了外面要打磨，然后抛光、上漆。”
张芳标说，大田本地人用的鼓习惯刷黑色，
省外的客户用本色漆。大部分鼓身中间刷红
色，鼓面上画五角星、向日葵等画面。

长期以来，民间制鼓技艺靠师徒传承，
其中核心技艺无法言传身教，还要靠工匠
个人的悟性和长期实践才能掌握，难以言
表和形成文字。比如在鼓板上，搭尺校正立
面的角度，没有具体的规范标准，全凭匠人
的经验把握，非一朝一夕就会的。

留住祖传技艺做大传统产业

“黄牛皮跟水牛皮的区别是黄牛皮的
音质较软，听起来比较顺耳；水牛皮声音比

较硬，做出来的声音比较高音、比较呛。”张
芳标对牛皮鼓的定音老练，完全视顾客需
求调整，想要声音脆的就把牛皮往鼓桶多
紧些，想听持久沉稳的松一些。

他告诉记者，做鼓最难的工艺仍然是
削牛皮，如果牛皮削的厚度不均匀，最后做
出来的音质也不一样，鼓敲起来声音不一
致。手工制作牛皮鼓劣势是工期长、耗工
大，优势在于人工调整音质更精准。张芳标
选用牛后腿的皮，后腿的皮直，鼓做好了不
会变调。

“ 做 鼓 看 似 容 易 ，但 做 起 来 难 ，这 是
个细致活。”张芳标说，材料有讲究，制作
工 艺 更 是 精 益 求 精 ，不 然 就 砸 了 祖 上 的
招牌。祖传的手艺费劲，但是继续传承下
去 却 有 可 能 ，好 鼓 和 好 音 质 是 机 器 没 办
法 调 出 来 的 ，机 器 削 牛 皮 也 不 可 能 比 手
工更标准。

当下，民间文艺团队对鼓的选用，多
以 材 质 坚 实 、经 久 耐 用 和 音 量 宏 大 为 标
准。为迎合大众需求，张芳标以用料纯正、
坚固耐用作为制鼓原则和质量标准。这种
鼓在非人为损坏的情况下，使用寿命可长
达百年，其鼓面牛皮弹性好、质地软、耐击
打、不脆裂。

“纯手工做的鼓，客户看过和用过都比
较满意。”张芳标说。网络订单的客户很多
是外省的，订单多，产品供不应求。

在大田民间，做鼓的手艺人已剩不多。
湖美乡只有张芳标和哥哥两家人坚持做
鼓。“做好传承，我还要继续努力、精益求
精，做好每一个细节，做好每一面鼓。”张芳
标表示，当下虽然产业规模不大，但产品一
直供不应求，留住祖传技艺、做大传统产
业、打造传统品牌、确保工艺持续传承是自
己最大的心愿。

西燕皮鼓响咚咚
——访大田县西燕村民间鼓匠张芳标

□本报通讯员 林生钟 王英德 文/图

（上接第四版）
以奋斗扬志气，书写复兴伟业的新篇

章。“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
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
化自信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越是任重道远，越要志存高远；
越是万水千山，越要壮志如山。前进道路上，
我们要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
己任，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树立在继承前人
的基础上超越前人的雄心壮志，勇于战胜前
进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跨越复兴途中
的“娄山关”“腊子口”。不管是雄关险隘，还是
风高浪急，都压不垮奋斗志，难不倒中国人！

以斗争壮骨气，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
地。“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
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
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
途命运而奋斗。”今天，我国发展进入战
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
因素增多的时期。前进道路上，我们要
拿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发扬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保持“乱云
飞渡仍从容”的定力，练就“踏平坎坷成
大道”的本领，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

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
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

以发展强底气，创造无愧时代的新业
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中国人
民就以生命力的顽强、凝聚力的深厚、忍耐
力的坚韧、创造力的巨大而闻名于世，我们
都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今
天，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未来无限
广大。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
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前
进道路上，我们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经济
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
强。”身处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推进前
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善于从中华民族世
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
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保持对自身
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
对自身文化生命力 、创造力的高度信
心，才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
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奋进新征程，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更

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14亿中国人民凝聚力这么强，就是因为
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
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中国式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
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
人类文明形态。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
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
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
上的独立自主。要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统一起来，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
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不断
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
誉感，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奋进新征程，让我们增强文化自觉，努力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
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中华
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明自古
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
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我们要秉持
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
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
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

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要进一步增强中华文
明传播力影响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
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
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
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让世界文明
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
这是一个国家澎湃恢弘的文化气象，这
是一个民族矢志复兴的精神图景。

（六）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
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
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
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
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

“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十
四五’时期，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
弘扬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建设

文化强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
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既是源自历史的深刻
洞察，也是昭示未来的卓识远见。站立在
浸润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大地上，拥有14
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手握科学
真理，脚踏人间正道，沐浴文明辉光，继续
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
进，我们信心十足、力量十足！

巍巍华夏，壮丽山河。翻开历史长

卷，在水墨丹青中感受“弦歌不绝”的传
承，在龟甲木牍里激发“思接千载”的心
绪。数千年传承不息、一代代薪火相传，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时间的长河中融
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心灵深处的文化
基因。一种文明“亘古亘今”，一个民族“日
新又新”，能量正蕴于此，奥秘正藏于此。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文明立世，文
化兴邦。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定历史自信、增强文化自
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以强烈的历史
主动精神，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
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赓续千年文脉，共襄千秋伟业——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

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
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载6月4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
6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