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文化/教育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杨李超 电话：（0591）87095943
2023年7月26日 星期三

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资 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讯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24 日晚，由福建省音乐家协会
指导、蔡继琨音乐基金董事会主办的纪念蔡继琨教授诞辰
111周年小提琴家黄茜卡独奏音乐会在福州举行。

蔡继琨（1912—2004），是杰出的爱国华侨、音乐教育家和
指挥家，出生于福建泉州。1936 年，他的管弦乐曲《浔江渔火》
获日本“国际作曲家协会交响乐公募首奖”，成为中国第一个
获国际大奖的交响乐作曲家。1940 年，他创办了福建省立音
乐专科学校（后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并出任首届校长。
1989 年，由蔡继琨力主筹建的“福建社会音乐学院”成立，开
展函授教学等灵活的教学方式，现为闽江学院蔡继琨音乐学
院。据统计，他毕生创作的清唱剧、管弦乐曲、合唱曲、群众歌
曲、钢琴曲、独唱曲等作品约有 200 首之多，被誉为海峡两岸

“交响乐之父”。
黄茜卡出生在厦门鼓浪屿，是蔡继琨的曾外孙女。她曾以

全额奖学金考取美国柯本音乐学院，是该音乐学院享誉全球
的海菲茨小提琴工作室里唯一一名中国人，现任美国阿祖萨
太平洋大学小提琴教授。

纪念蔡继琨诞辰111周年
小提琴独奏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何金 通讯员 庄伊欣 文/图） 第 五 届
“蔡襄杯”闽台中小学生书法大赛决赛 23 日在泉州市洛江
区 举 行 ，入 围 现 场 决 赛 的 350 名 两 岸 中 小 学 生 会 聚 一 堂 ，
同场竞技。

比赛以“闽台一家亲，墨缘中华情”为主题，书写内容为中
华优秀经典诗文，旨在增进两岸中小学生之间的情感，以书会
友，以笔抒情，提高闽台中小学生书法审美及文化素养。

决赛采取现场命题、现场评审、现场点评和现场评奖的方
式，分设小学一组（1～3 年级）、小学二组(4～6 年级)和中学组

（含职高）等 3 个组别，邀请朱以撒等我省著名书法家、书法教
育专家学者担任评委、监委，体现大赛的公正性。

记者了解到，“蔡襄杯”闽台中小学生书法大赛两年举办
一次，已连续四届在泉州洛江成功举办，成为闽台中小学生书
法学习交流的重要平台。第四届比赛曾被国台办列为 2021 年
对台交流重点项目。

近年来，洛江区充分发扬蔡襄书法文化，营造浓厚的书法
教育氛围，获评“全国书法教育示范区”，4所学校获评“全国书
法教育示范校”，建立 4 个名家书法工作室。当地重点打造“蔡
襄杯”书法文化品牌，注册成立了蔡襄书院、蔡襄书法研究会等
组织，开设“洛江周三晚”书法公益讲堂，人人习字蔚然成风。

题图：选手们在决赛现场挥毫泼墨。

“蔡襄杯”闽台中小学生书法大赛
决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珂 通讯员 欧婕） 根据《福建省地方标
准发布公告（2023 年第 1 号）》，由福建省科技馆主导研制的福
建省地方标准《DB35/T 2123—2023 科技馆展品展项建设通
用要求》日前正式批准发布，实施日期为 2023年 9月 19日。

科技馆是以展品展项为主要展览内容、科学知识及能
力为主要载体的科普教育场所，承担着与观众进行沟通、传
递知识的重要作用。展品展项的品质直接影响科技馆的科
普效果。

本次发布的标准以福建省科技馆展品展项建设经验为基
础，综合了我省科技馆展品展项建设的工作实践和先进做法，
对展品展项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验收、运行管理等技术内
容进行了规范；以标准化手段统筹和规范全省科技馆展品展
项建设的通用要求，将进一步提高展品展项设计水平，保障制
作质量，提升展示效果，推进管理规范。

该标准有助于科技馆体系标准化成果应用和推广示范，
为推动我省科普标准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科技馆展品展项建设要求发布
今年9月 19日起实施

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实习生 林
凌静） 25 日，在“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
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两周年之际，“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化
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泉州
召开，来自中外世界遗产研究领域的 50
多位专家学者，共商探讨世界文化遗产
的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围绕“考古遗址的发展和未
来”“世界遗产保护与经济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世界遗产景观与环境生态的和谐
共生”“世界遗产利用与社会民生需求”
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旨在进一步推进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充分挖掘文化遗产
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激发活力，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担当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

泉州是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存保留最完
整的城市，22处遗产点星罗棋布，涵盖海
外贸易经济体系中的管理、生产、运输、交
易、消费、服务等核心环节，见证了宋元时
期泉州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
贸易、“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泉州市委市政府十分珍视宝贵的

世界文化遗产，高度重视保护利用工作，
聚焦打造世界遗产典范城市的目标，围
绕让文化遗产本体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更充分的展示和更科学的利用，建立起

‘政府主导、部门共管、社会参与’的世界
遗产保护传承体系。”泉州市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坚持活态传承，注重民众的文化
认同，深入挖掘世界遗产的价值，实施世
界遗产周边环境的整体提升，在微改造
中留住泉州古城的“根”与“魂”，让文化
遗产“活”起来，以“见人见物见生活”的
活态景象再现宋元时期独特的海洋风
貌，延续千年古城的精气神。

中外学者研讨“世遗的活化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员 郭
菲凡 陈嘉纬 洪坤泽） 24 日晚，在“中
国水密隔舱福船文化之乡”泉州市泉港
区，纪念郑和下西洋 618 周年、泉州市申
遗成功两周年暨“福船故里·海丝扬帆”
福船文化节隆重启动。

当 晚 ，“ 福 传 泉 港 ”个 性 化 邮 票 发
布，《福建乡土》泉港专刊书籍、《福寿泉
港——人文历史厚重的海港新城》书籍
编撰工作也宣告启动。大型无人机群表
演、《船承千年》大型沉浸式表演、璀璨烟
花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观众回味
无穷。活动现场还组织“梦回宋元 泉港
好物展”，一站式展销“泉港好物”。

据悉，25 日至 28 日，泉港区将陆续
举办“声动泉港”演唱会、“曲韵泉港”戏
曲展演、“舞动泉港”舞蹈展演等活动，让
市民游客共享文化盛宴。

作为中国海港文化之乡、中国水密

隔舱福船文化之乡，近年来，泉港区持续
打响“福船文化”“海洋文化”品牌。2020
年底，采用国家级非遗“福船水密隔舱工
艺”建造、按 1∶1比例复原的 30米长福船
在峰尾镇试航成功；这艘福船后来“移
驾”锦绣湖，成为泉港城市文化又一新标
识。2021 年，泉港峰尾镇海丝文化福船
馆揭牌，再造海丝文化交流新平台。

同时，泉港区做足“海”文章，将文旅
发展融入建设“海洋强区”的发展战略
中，全力拓展海洋文化旅游产业链。该区
相继完成后龙湾海洋生态修复、峰尾滨
海慢道健身步道等工程，着力打造一条
承载世遗城市休闲游的泉州北部滨海景
观廊道。此外，该区与湄洲岛开展共建，
将开通峰尾与湄洲岛之间的“福来福往”
航线，并计划将路线延伸至崇武古城、石
狮港口等地，增加海上垂钓等生活场景
体验项目，让“水上看泉州”更具深度。

“福船故里·海丝扬帆”泉港福船文化节启动

本报讯（记者 何金） 在泉
州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25 日，
2023 年泉州世界遗产日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古厝新声”新试点
活动在泉州启动，助力泉州打造
世遗保护利用典范城市，提升世
遗之城在世界遗产保护利用方面
的影响力。

2021 年 7 月 25 日，“泉州：宋
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
56项世界遗产。近日，“泉州：宋元
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
产地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项
目可持续生计活动第五处试点地。

据了解，此次新试点活动被
命名为“古厝新声”，将选取世界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南传统
民居营造技艺作为项目重点，以
探索遗产保护的新视野，通过闽
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基础调查、
举办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保护
与传承系列活动、编撰闽南传统
民居营造技艺系列教材等形式，
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

在“古厝新声”新试点活动
启动视频致辞中，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办事处主
任夏泽翰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与故宫博物院、泉州携手开
展建筑遗产保护工作，通过传统
建筑和非遗的共同纽带，把东亚
和东南亚的相关方聚集在一起。
他透露，泉州还将成为明年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的第二次
中德文化交流的重要合作伙伴。

泉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泉州将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
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
价值，持续推动泉州世遗品牌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古
城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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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实习生 林凌静
文/图） 25 日晚，“世遗就在咱厝边——2023
泉州古建音乐季”在泉州府文庙拉开序幕。

曾获格莱美大奖和“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的琵琶表演艺术家吴蛮，多次登上中央电视
台的泉州南音表演团队“点水南乐”，以及煤
炭文工团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阿木古郎联
袂奉献了精彩的演出。

据介绍，2023泉州古建音乐季系列活动邀
请了 20多组艺术团体，包括在国内有影响力的
鲍栋、陈婧霏、常静、神思远、张笛、范蓓蕾、丁
一滕等艺术家，将通过艺术介入、音乐表演、公
众艺教等多种文化形式，以古建空间为舞台进
行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文旅融合演绎，让音乐与
建筑、传统与现代、城市与文化等元素通过音
乐交汇、融合、共生，进而迸发出无限的活力与
灵感，强化泉州世遗文化品牌。

泉州古建音乐季开幕泉州古建音乐季开幕

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实习生 林
凌静 文/图） 25 日，“福船的故事：从泉
州驶向马六甲”展览在泉州海外交通史
博物馆和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同
时开幕。

“福船的故事：从泉州驶向马六甲”
展览，以中国古代远洋木帆船的优秀代
表——福船为线索，串联起泉州与马来
西亚马六甲这两座世界遗产之城的航海
商贸历史，讲述东方海洋大国福船历史
的动人故事。

展览融入“世界的泉州”文化遗产展
示内容，通过千年古港、千年古城和千年
传承三个方面，展现宋元时期东方第一

大港的历史风貌，也向世界展示中国东
南滨海城市泉州古城的浓厚韵味。展览
设计思路以国画山水画为背景，从中国
传统美学的角度，展示世遗之城泉州的
风景，水墨的晕染衬托唯美禅意，同时也
展现泉州的开放与包容，以及乘风破浪、
不畏艰险的勇气与胆识。

据悉，“福船的故事：从泉州驶向马
六甲”展览入选国家文物局 2023 年度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名单。该展将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伊斯兰文化陈
列馆三楼展至 8 月 18 日。在马来西亚马
六甲的展览将持续至 8月 25日。

“福船的故事：从泉州驶向马六甲”两城同展

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聚焦泉州申遗成功两周年系列活动

展览现场展览现场

吴蛮吴蛮（（右二右二））与与““点水南乐点水南乐””联袂演出联袂演出。。

无人机编队表演无人机编队表演““福船福船””造型造型，，吸引市民纷纷拍照吸引市民纷纷拍照。。 陈嘉纬陈嘉纬 摄摄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暑期热门景区一票难求怎么
办？记者 25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日
前发出通知，提出通过优化预约管理、强化弹性供给、推动产
品创新、提升服务质量、实施错峰调控等举措，切实提升暑期
旅游景区开放管理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旅游需求。

优化预约管理方面，通知要求，优化预约措施，实施科学
管理，不搞“一刀切”，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最大限度
满足广大游客参观游览需求。要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手段，畅
通预约渠道，简化预约程序，合理设置在线预约时间，提高预
约操作便捷性。

强化弹性供给方面，通知提出，引导旅游景区提前开园，
延长开放时间，符合条件的旅游景区要增加夜间游览项目，丰
富游览内容，提升景区容量。

通知还要求引导旅游景区提升服务意识，不断增强人性
化服务理念，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畅通游客沟通渠道，及
时妥善处理游客投诉。加强区域统筹，整合区域旅游产品，
增设旅游线路，实现区域游客分流，缓解热门旅游景区的接
待压力。

针对“黄牛”问题，通知部署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联
合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加大对“黄牛”、第三方平台违
规囤票、倒票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完善旅游景区门票分销
系统，有效防止“黄牛”挤占票源。

文化和旅游部：

最大限度满足广大游客观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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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储白珊） 2022 年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名单近日出炉，我省共有 63项教
学成果获奖，涵盖了高等教育（研究生）、高
等教育（本科）、职业教育、基础教育等全部
四个类型，获奖总数较上届增加了 21项。

本次评比，我省获一等奖 4项，数量创历
届最高。其中，厦门实验小学的《整体建构
多元融合：项目式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和
厦门英才学校的《以美融通五育：一体化育
人体系的实践探索》获得基础教育类一等
奖。由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福建金创利
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合申报的

《五化协同 三培三立 一体双联：测绘地理
信息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获
得职业教育类一等奖。此外，厦门大学的《服
务全球化战略，培养高质量人才——经济学

科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创新》获得高等教育
（本科）类一等奖。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每 4 年评审一次。记
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在高等教育方面，本
届教学成果奖共获 28项，获奖数较上届增长
155%。其中，本科教学成果时隔 14 年再获一
等奖 1 项；在首次单设评选的研究生教学成
果中，我省获二等奖 7 项。在职业教育方面，
我省获奖数较上届增长 60%，并继 2014 年后
再次获得一等奖 1项。在基础教育方面，我省
首次实现一等奖“零的突破”。

我省在本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比中
的成绩，彰显近年来加强教育教学创新实践、
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提升教育质量和水
平的努力和成效。在高等教育方面，我省鼓励
校企联合申报省级教研项目，开展有协同的

研究。去年，省教育厅专门出台《福建省本科
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以科教融
合为导向，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鼓励全省
高校教师申报高质量项目，全年共立项重大
项目 65项，一般项目 208项，并在省级教学成
果奖的评选基础上，分领域、有重点地推荐 57
个项目参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在职业教育方面，我省近年来先后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福建省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等政策文
件，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持续营造良好政策
环境。目前，我省职业院校采用“分类立项、
分类支持、逐年考核、动态管理”项目管理机
制，实施福建省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建设

计划，中职学校纳入高水平建设范围。我省
还建立职业院校质量保证机制及“省、市、
校”三级竞赛制度，全面推行中职学生学业
水平考试，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

在基础教育方面，多年来我省持续加强
基础教育教研力度，不仅组建义务教育和高
中学科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强化课程教学改
革规划、咨询、审议和指导，还建立省级统筹、
市县推进、学校实施的课程改革项目培育机
制，并点面结合、典型领路，系统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促进教学成果孵化。目前，三明市、龙
岩市被确认为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国家级实验
区，泉州市、福州市鼓楼区、厦门市思明区等
10 个市、县（区）被遴选确认为各类国家级专
项工作实验区。“三明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入选 2022年福建省改革试点成果表扬名单。

我省63个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创历届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