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文化/教育 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黄儒青 电话：（0591）87095903
2023年11月5日 星期日

晋江市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
晋江市实施以学校为主阵地、以家庭为基础、以实践基地

为平台的实践技能提升工程，推动学校劳动教育规范化、家庭

劳动教育日常化、社会劳动教育多样化。

2023 年，晋江开展学校贯彻落实劳动教育情况专题调

研 ，出 台《关 于 全 面 加 强 新 时 代 中 小 学 劳 动 教 育 的 实 施 方

案》，统筹指导中小学校开齐上足规定的劳动课程；成立评估

检查组，遴选确认晋江市第二中学等 18 所学校为晋江市第四

批中小学劳动教育特色学校；丰富中小学生校外研学活动，

一批校外劳动实践场所入选晋江市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 □专题

重阳过后秋意浓，福鼎市管阳镇西昆
村的秋色更显迷人。

这里是长江以南最大的孔子后裔聚居
地，生活着 800 多名孔氏后人，与山东曲阜
孔氏一脉相承，被誉为“江南孔裔第一村”。
置身其间，处处可感传承文脉、融汇古今的
生动实践。

这里地处深山之中，却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近百名新村民。是什么驱动了他
们？

答案是村里的一所学校。

根植乡土 蒙以养正

清晨 5点，福鼎市德成学校在薄雾群山
怀中醒来。

井然有序的早起准备后，一群穿着“培
根铸魂 启智生慧”文化衫的学童来到操
场。他们恭敬立于孔子塑像前，深深鞠躬，
随后在老师带领下打起太极拳。

习练结束，由一学童领头，孩子们整齐
念起餐前感谢词：“感谢天地滋养万物，感
谢国家培养护佑，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感谢
老师辛勤教导，感谢同学关心帮助，感谢农
夫辛勤劳作，感谢所有付出的人。”用餐时，
孩子们都很安静，大一点的学童主动承担
分餐、洗碗、拖地等事务，一切显得那么自
然。而后，便是一天的琅琅书声。

与不少农村校生源不断减少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这所学校因突出传统文化和家
庭教育，吸引了不少外地学子。

“向自然学习，保护孩子的天性。”德成
学校校长张腾万说，这一理念被放在学校教
育的第一位。学校立于乡野，教学团队就地
取材，引入乡村现有资源打造课程，组织学
生参观古厝，调查老井，在村里的孔庙沉浸
式学习，全程参与农耕等。通过和乡土联结，
让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成为“乡村主角”。

第二步是“向圣贤学习，滋养孩子的精
神”。校园中，圣人言贤人语随处可见。在课
程设置上，除常规学科教学外，学校专门设
置了《三字经》《弟子规》《孝经》《论语》等国
学经典的学习，让孩子们从小诵读，领悟做
人做事的大智慧，达到“蒙以养正”的目标。

15 年前，张腾万带着“立愿做三十年志
愿者，让教育受益一方乡土”的初心，到西
昆村开始乡村教育探索。经过 10 年持续推
广家庭教育的积淀，2018 年 5 月，经福鼎市
教育局批准，福鼎市德成学校获得办学许
可，成为一所民办非营利性全日制初等教
育学校。

“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和挖掘乡土对于
现代教育的价值。”如今，张腾万已是西昆
村新村民中“村龄”最长的。15 年来，他没领
过一分钱工资，两个女儿也随着他的志业
在德成学校接受学科教育和传统经典教
育。如今，大女儿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正
在备考研究生，小女儿在福鼎市民族中学
读初中，成绩名列前茅。

“学校的教育理念根植于乡土，通过亲
近乡土、保护孩子天性、链接圣贤智慧来滋
养他们的生命。”张腾万自信地说，从德成
走出的孩子在全国各地立住了，他们目前
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民
用航空飞行学院……

文化坐标 重塑感恩

张腾万并非西昆村的“孤勇者”，新村
民中会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在

首届“福建慈善奖”表彰大会上获得“爱心
慈善楷模奖”的邓昌朝就是其中之一。

“用教育让干涸的人心湿润起来。”因
为这个信念，邓昌朝来到德成学校，并常年
驻扎在此。他是福鼎市贯岭镇的退休干部，
三十多年公益助学，改变了许多寒门学子
的命运，获得“中国好人”、福建省劳动模范
等荣誉称号。

好的乡村学校，是一个村庄的文化高
地和精神坐标。十几年来，以张腾万和邓昌
朝为核心的新村民，用教育的人文重建，让
更多人看到了乡村教育的可能与可为。新
村民中自发形成了“说良言、做好事”的良
性循环，加上德成学校以经典为根的教育
模式，培养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感恩之心。

在西昆村生活一段时日后，来自福州
的新村民成海莲萌生了将村中老屋改造成
书轩的想法。在她看来，老房子、老物件所
散发的魅力无可比拟、不可复制。她将两间
老屋翻新、改造，成立了一处名为“成琳”的
农家书轩，不仅提供书籍和玩具，还配备了
一间电影放映室，现在已经成为孩子们课
后的阅读场所、活动乐园。“希望在西昆村
长大的孩子不管以后身处何方，都能有关
于这个古村、这间老房子的美好记忆。”成
海莲说。

因为教育场域和覆盖的拓宽，这所学
校辐射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孩子，还有成人。
新学期开始后，北京人白晓宇把孩子送到
德成学校就读。今年 8 月，他慕名来到德成
学校参加研学。8 天时间里，通过集体诵读、
品茗分享等经典教育和静坐养神等活动，
忙碌的身心安在了这个村庄。

“我在这儿看到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回归
实践，也看到了现代乡村教育的可能性。”虽
然北京有最好的精英教育模式和资源，但白
晓宇更认同德成学校的氛围，“让国学经典
和圣贤精神影响并教化孩子，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以家庭为单位落地生根”。

来自厦门的胡蝶从事教育行业已有八
年，她认为，在这儿可以看到一种生命之间
的交流和传递，“这里的教育者身体力行着
关乎生命、关乎人本的教育”。研学期间，学
校引导家长和孩子通过书上学、事上练，将
经典中孝道教育、优良行为落实在每天的
一点一滴中。胡蝶说，原本挑食的孩子现在
能吃到碗里一粒米不剩，学习生活变得更
有规律，曾经一刻不离手的手机也开始放
下了。

来自长乐的家长李宝秀对比孩子来德
成学校前后的变化，也感觉到明显的成长，

“孩子变得更有共情能力，更懂得体谅大人”。

突出传统文化熏陶与家庭教育培养，福鼎市德成学校不断挖掘乡土对于现代教育的价值，
不仅吸引众多家长与学子，也悄然改变着村庄的氛围——

一所乡村学校的“回归”实践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林莹莹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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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张腾万（右一）带领学生在生态田里种植水稻，进
行劳动教育。 谢潇羽 摄 课间时分，学生在孔子塑像前做游戏。 吴华育 摄

“博大精深的戏曲艺术为我国戏曲
电影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促进戏曲电
影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守正创新”……日
前，在 2023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
举办的戏曲电影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
共同探讨戏曲电影的发展与创新之路。

纵观我国电影史，戏曲电影一直占
有重要地位。1905 年，京剧《定军山》被搬
上银幕，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此后，从

《生死恨》《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刘三
姐》《花为媒》，再到《曹操与杨修》《白蛇
传·情》，一百多年来，戏曲电影为我国电
影艺术的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近年来，面对电影创作观念的创新
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如何在保留戏
曲艺术魅力的同时，推动戏曲电影更好
地拥抱时代、拥抱观众，成为不少戏曲电

影人思考的话题。
中国电影家协会戏曲电影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孟中华表示，戏曲电影是推动
戏曲繁荣的重要手段。戏曲与电影两种
艺术形式的结合，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普
及舞台艺术具有积极作用。

一些与会人士认为，戏曲电影不能简
单地把戏曲舞台表演照搬到银幕之上，而
是应该在展现戏曲艺术表演程式的同时，
注重用电影视听语言来进行故事呈现。

在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看来，
电影镜头可以聚焦舞台演出中观众难以
看到的细节，由此放大戏曲艺术之美，进
而增强戏曲艺术的传播效果。

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以戏曲电影
《敦煌女儿》为例，分析戏曲艺术与电影
艺术在表达方式上的区别。

“把《敦煌女儿》从舞台搬上银幕，我
们对剧本进行仔细打磨，使其与电影的表
达方式相契合。”茅善玉说，演员在进行表
演时，也要注重舞台艺术和电影艺术的区
别，“在戏曲舞台上，我们是通过音乐、唱
腔来带动情绪。但在电影镜头前，演员要
学会用眼神、面部表情来表达情感”。

近年来，电影技术手段更加多样，不
少戏曲电影创作者也在积极探索戏曲与
技术的融合创新，使戏曲电影的表现形
式不断丰富。

例如，2021 年上映的粤剧电影《白蛇
传·情》以白娘子和许仙爱情故事为基
础，融入中国绘画艺术风格，借助 4K 技
术及视觉特效呈现场景，收获观众好评。

对此，制片人孙金华表示，戏曲电影
不能只是拍给戏曲工作者、戏迷看，应面

向更多电影观众。近年来，以《白蛇传·
情》为代表的一些戏曲电影让不少年轻
人爱上戏曲。希望未来有更多电影人通
过精诚的态度创作出精品佳作，带动更
多观众感受戏曲艺术的风采。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滕俊杰说：“一段
时间以来，我们通过 3D、8K 等技术进行
戏曲电影制作。让戏曲电影插上科技的
翅膀，可以让戏曲艺术飞得更高更远。”

一些与会人士也认为，火热的现实社会
为戏曲电影创作者打开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戏曲电影人既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也要关注当下生活、反映时代，创作出更
多接地气的现实题材作品。”浙江传媒学
院华策电影学院党委书记李晋林说。

（据新华社厦门11月4日电）

探索戏曲艺术与电影艺术的有机融合
——专家学者共话戏曲电影的发展与创新之路

本报讯（记者 施辰静） 3 日，由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组委会主办，厦门思明区委宣
传部、大众电影杂志社承办的“金鸡百花星
光海岸——《大众电影》时代荣耀”活动在厦
门举办。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
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出席活动并
致辞。许还山、达式常、王馥荔、唐国强、刘晓
庆、朱时茂、宋晓英、洪学敏、丛珊、吴玉芳、
林芳兵等 11 名电影艺术家受邀出席活动。

“金鸡百花星光海岸”是中国电影家协
会联合厦门市在演武大桥观景平台建设打
造的电影文化地标。为展现中国电影的时代
风采，提升厦门电影文化氛围，在此地隆重
推选出众多为中国电影发展作出贡献的电
影人，并为他们留下手模印记。该项目自去
年启动以来，得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高度
重视和电影艺术家们的热烈响应，本次活动
之前已有 45 名电影艺术家在这里留下星光
手印。

获得“时代荣耀”荣誉的艺术家们纷纷表
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讲述了自己难忘的创
作经历，回顾了与《大众电影》杂志的缘分。拥
有 73 年历史的《大众电影》曾创造过单期 960
万册的销量纪录，见证了各个时代中国影人
的荣耀时刻。

“金鸡百花星光海岸”
活动在厦举行

本报讯（记者 施辰静） 3 日，由
2023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执委会主
办、厦门电影节有限公司协办的“5G 数
智新时代元宇宙发展论坛暨‘中国白·
德化瓷’电影创新与文化 IP 发展论坛”
在厦门举行。论坛上，产业各界共商元
宇宙时代下的中国电影及文化产业数
智化转型发展之路，并携手多方合作伙
伴发布影视、传统文化等一系列新质内
容成果，以内容+科技+融合创新推动
文旅文化文博产业发展，用数智技术助

力中国电影迈上新台阶。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任仲伦在

会上表示，2023 年是中国电影发展的
重要年份，是坚定不移推动中国电影
从“大国”迈向“强国”的重要节点。“进
入 5G 时代，技术将更深刻地影响中国
电影的未来。”他说。

中国移动咪咕结合自有技术特征
和行业特点，创新提出了“新质内容”的
概念。“借助 5G、算力网络、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尤其是 XR、超高

清视频编解码、3D 光场、数字空间建模
等内容生产领域的新兴技术，来推动内
容从传统内容向‘新质内容’转变。”中
国移动咪咕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沈文海
介绍，目前，咪咕已打造了 XR 数字影
棚、影视数智人、元宇宙 XR 秀以及超
高清裸眼 3D 等数智化影视生产能力，
推出“云上影院”“5G 元宇宙电影节”
等，包括与金鸡电影节组委会合作多年
的“云上金鸡节”，助力我国电影产业为
广大用户带来全场景沉浸式电影体验。

5G数智新时代元宇宙发展论坛在厦举办

本报讯（记者 林清智 通讯员 陈芝） 3 日晚，在位于福州的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内，伴随着一个个精心准备的节目轮番展现，一
幕幕温情场景也接连上演。当晚，第三届世界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
谊大会暨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第六届理事大会文艺演出在此举行，
为来自 9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 多名海内外闽籍乡亲奉上了一场
闽味十足的文艺盛宴。

演出现场，《爱拼才会赢》《咔溜帮》等方言歌曲前奏刚响起，就立
刻引发全场大合唱；《故乡，我生命的力量》《大海知道我走了多远》

《一路同心》等歌曲唱进了观众心里，情到深处，不少人热泪盈眶。
“大海知道我走了多远，再远也和你骨肉相连。无论岁月如何

变迁，祖国是我最深的思念……”这是旅法侨胞林品梅念念不忘的
唱段，他表示：“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扣人心弦。亲切和温
暖一下子全都涌上了心头。”

旅居匈牙利的侨胞范晓鹏说：“就像《故乡，我生命的力量》中
唱的那样，回到家乡，‘听到四周传来耳熟的闽腔，仿佛父亲的叮咛
在耳边回荡’。”

欣赏了戏曲联唱《古韵流芳》后，西班牙福建同乡会副会长王
先金说：“从没见过这么多戏曲名家同台献艺的盛景，这场演出太
精彩了！”

为了策划这台晚会，主办方从全省各地邀请了最具代表性的
演出团体，请他们献上最拿手的节目。省歌舞剧院原副院长、国家
一级编导、本台晚会的总导演谢南说：“这是一台特殊的演出，我们
要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为回家团圆的乡亲们展现家乡福建的
人文底蕴和时代新貌，展现福建人砥砺前行的精气神。”

民盟省委会副主委、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虹接到演出的邀约，
从外地剧组赶回来参加排练：“我们肩负着向海外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使命，海外乡亲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推介者，这样‘送上
门’的机会，我们怎么能错过。”

题图：演出现场 陈川 摄

第三届世界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联谊
大会暨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第六届理事大会
文艺演出在榕举行——

以艺连心 快慰乡情

关注第 36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第四届闽东北协同发展区职业院校技能联赛·舞蹈表演比赛
日前在武夷山职业学院举行，比赛集合了福州、莆田、宁德、南平、
平潭等地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的 80 名选手。图为选手在比
赛中。 邱汝泉 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安徽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江苏
洪泽古灌区、山西霍泉灌溉工程、湖北崇阳县白霓古堰 4 日成功入
选 2023 年（第十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达到 34处。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第十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是在
印度维萨卡帕特南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74 届执行理事会上
公布的。中国国家灌排委员会主席、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
陈明忠说，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
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
突出的国家。

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位于安徽省舒城县境内，最早创建于西
汉，利用湿地形态，“串荡成渠，连塘为蓄”，两千多年来发挥着重要
的灌溉、防洪、防旱作用，目前灌溉农田达 20万亩。

洪泽古灌区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境内，为蓄水型灌区，由
蓄水、取水、输水和排水工程组成。自东汉开始，古人引水灌溉耕
作，历代建设水利设施，灌区延续至今。目前，灌区控制灌溉面积
48.13万亩。

霍泉灌溉工程位于山西省洪洞县，自唐贞观年间开始便有明
确记载，至今仍发挥着灌溉、供水、生态、旅游等功能。目前，工程灌
溉总面积为 10.1万亩。

白霓古堰位于湖北省崇阳县境内，包括石枧堰和远陂堰两座
古堰。文献记载，古堰最早建于五代后唐时期，至今仍发挥着灌溉、
防洪、抗旱、供水等功能，灌溉面积约 3.5万亩。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 2014 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
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治水智
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

我国新增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流浪地球流浪地球 22》》剧组入场剧组入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施辰静施辰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