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毅然决然，奔赴福州，扎根榕城，成为
第一棵‘嘉木’”……日前，由福建省科协推
荐、福州大学原创和演出的大型大学生沉浸
式戏剧《嘉木留芳》，入选全国“科学家故事舞
台剧推广行动”首批重点推介剧目名单（全国
仅10部）和话剧推广名单（全国仅15部）。

《嘉木留芳》艺术再现了我国著名科学
家卢嘉锡先生潜心基础研究、扎根科研基层
的一生，深刻展示了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
神。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吴慧娟
介绍说，该剧创新运用沉浸式戏剧的形式，
打破传统的演出剧场和镜框式舞台呈现样
式，将舞台设于观众中央，并延伸进观众席
之中，增加了科技感和互动性，“实现了从

‘演出文本’到‘演出空间’的大转变，带给观
众全新的视觉和情感体验”。

“先生留下一片星火”

“一声亲切的‘卢先’，将我们一同拉回
福州大学刚创办的年代。同学们饱含情感的
演绎，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卢校长干事创业的
乐观和坚毅。”聊起数次观看《嘉木留芳》的
印象，福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辅导员陶亮感
慨良多。

卢嘉锡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化学教育
家，中国结构化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也是福州大学化学学科和中国科学院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的创建者。《嘉木留芳》的剧
情，演绎的就是他在上世纪 60年代毅然决然
带领部分厦大师生搬迁到福州创办福州大
学的故事。

剧中，在困难时期，卢嘉锡发动学生积
极参与校园建设，用自己的餐券救济困难学

生，鼓励工厂工人报考福州大学；在学校发
展停摆之际，他号召师生在写给省委的信上
签字，力保建设成果；在风云动荡的年代，他
与家人共渡难关，建设研究所、促进校企研
三合一式发展……

“卢嘉锡先生一次次遭遇困难，又一次
次重新站起；一次次希望渺茫，又一次次重
振信心。老一辈福大人艰苦奋斗、严谨求实、
勇于拼搏的精神在剧中生动再现，也给台下
的师生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福州大学
教师沈成平说。

“先生白手起家、筚路蓝缕、攻坚克难创
办福州大学，追求科研理想，这是一个励志
故事。他为福州大学留下了一片星火，为祖
国科研事业留下了一个春天。”学校有关负
责人表示，作为福州大学“三全育人”综合改
革精品项目之一，《嘉木留芳》是新时代福大
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的重要体现，是学校
坚持一流文化建设，秉承“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是校园文化之两翼”理念的重要成果，
实现了舞台和讲台的深度融合。

邀请后人研磨剧本细节

《嘉木留芳》历时三年倾力打造，由主要
演员、歌队演员、交响乐团、合唱团等近 200
名师生协同配合，经过 100 多个日日夜夜的
训练磨合而成。排练过程则由省艺术研究院
一级导演傅磊坐镇指导。

创作中，主创团队力求还原历史故事生活
的真实样貌。“比如，在场景方面，剧本有一个
修改版曾想把化工厂换为校实验室，但剧情反
映的是卢老已经在做产学研，为了尊重史实，
场景还是放在了化工厂。”吴慧娟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福大多次举行《嘉木留芳》
剧本论证会，邀请卢嘉锡先生的长女卢葛覃
以及省艺术研究院、省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导
参会。“他们针对剧本前期创作和修改提出
了宝贵意见。”吴慧娟告诉记者，卢葛覃不仅
肯定了剧本的核心精神，也分享了诸多卢嘉
锡先生工作、生活中的细节，为剧本提供了
可靠的素材来源，“首演邀请她来观看，演出
受到了她的肯定”。

《嘉木留芳》立足传承和弘扬福州大学
“三种精神”。在剧本围读会中，为选出相应
角色，大家围坐在一起，化身剧中角色，还原
风雨飘摇中老一辈人的建校坎坷征途，展现
演技以及对卢嘉锡“严谨治学”精神的理解。
在傅磊导演的指导下，演员们逐渐走入角色
内心，感受人物情绪，体会戏中人生，注重情
绪、语气等细节，力求精益求精。

演员内心离人物越来越近

“卢嘉锡先生很不好演，不仅因为戏份
非常吃重，而且他一直是一位非常平易近
人的人。在剧中，演员既要展现他严谨的治
学精神，又要体现他对同事的关怀关心，要
演出他的人格魅力，难度是相当大的。”吴
慧娟说。

卢嘉锡的扮演者，是福州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 2020 级艺术设计研究生蒲凡。他
说，对于角色的认知体会、情绪的瞬间转换
与表达，是演出的一大难点。

“扮演真实的历史人物角色，于我是一
次全新的挑战。因为故事的受众群体非常宽
广，既有和自己同龄的学子，也有学校的众
多老师，更有许多认识卢嘉锡先生、曾与他

打过交道的人。我演的像不像卢老，前辈们
一看便知。”蒲凡说。

为此，他课余花了不少时间搜集卢嘉锡
生前的视频影像资料，学习和模仿卢老说话
的方式、语气词的运用。“在排练过程中，我
也尝试过把自己置于卢老的世界，和其他演
员以剧中人物的方式交流或幽默对答，寻找
日常生活中卢老的气息。”

一遍又一遍地打磨台词，戏里戏外重复
体验人物的内心……在导演傅磊一次次精
益求精的指导下，蒲凡表示，感觉自己的内
心离卢嘉锡先生越来越近了。“演员不断打
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了。”吴慧娟说。

不久前，《嘉木留芳》参加了第五届福建
省大学生戏剧节的展演。业内人士表示，演
出沉浸式、接地气、有温度，学生演员的表达
铿锵有力，舞美与灯光美轮美奂，全体演员、
工作人员协调配合，带领观众穿越时间年
轮，回到了那段艰难而又峥嵘的岁月。

近日，由福建省科协推荐的福州大学原创戏剧《嘉木留芳》，入选全国“科学家故事舞台剧
推广行动”首批重点推介剧目名单和话剧推广名单

弘扬治学精神 融汇沉浸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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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向娟） 16 日，记者从
世遗泉州“烟火闹新春”文旅消费季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今年春节泉州计划推出“寻龙
记”+世遗、非遗、美食、演艺、明星、工业旅游
六大板块超千场系列文旅主题活动。

据介绍，今年世遗泉州“烟火闹新春”文
旅消费季将以泉州古城、中心市区为核心，
做到县县有活动，推出一批节日主题的文旅
营销推广、陈列展览、戏剧展演等百姓喜闻
乐见的文旅活动。

例如，泉州市鲤城区推出古城“泉州寻
龙记”系列活动、“人来神往趣泉州”第六届
闽南美好生活嘉年华，配套开展大型龙生肖

展 陈 主 题 装 置 展 、古 城“ 活 态 博 物 馆 ”
Citywalk、非遗之美沉浸展演、汉服祈福漫
步、“祈福刺桐”闽南春节民俗嘉年华、戏曲
展演等。

在丰泽区，“这 young 丰泽·花 young 龙
年”促消费系列活动、海丝蟳埔文化节、两岸
非遗文化旅游节、海峡体育嘉年华等活动已
准备就绪；洛江区推出“宋风文化艺术节”、

“迎龙年 寻年味”新春喜乐会等活动；晋江
市、南安市、石狮市、泉港区、惠安县、安溪
县、永春县、德化县、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
区等地也各自推出花灯节、文化旅游节、百
姓大舞台、乐购狂欢季、生肖陶瓷文创嘉年

华等新春文旅系列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泉州今年深度挖掘文化

遗产资源和传统民俗，将首次举办“人来神
往·泉州民俗节”，时隔 20年重启泉州民俗踩
街。同时还将举办 2024泉州非遗年货节以及
泉州元宵灯会、笋江公园大型迎春灯会、天后
宫泉澎乞龟、古城古街“宋元穿越”行、南安英
都拔拔灯、泉港樟脚游板龙灯、永春逐火把等
近百场民俗活动，再现宋元泉州繁华盛景。

节日期间，具有地方特色的沉浸式夜
游、主题光影秀、夜间集市等活动也是少不
了的。其中，泉州古城将组织开展百场文艺
演出，包括梨园戏、高甲戏、南音、木偶戏和

闽南歌舞等，每天都有好戏上演。
为服务好各地游客，泉州将陆续推出 10

条“人来神往趣泉州”世遗祈福游、10 条“半
城烟火·平分春色”明星同款泉州 Citywalk、
12 条工业旅游、12 条遇见最美乡村休闲游、
15 条博物馆漫游研学、系列“古城+”等主题
精品旅游线路。同时，推出美食嘉年华、一县
一桌菜，进一步推广宋元“泉”席、“宋元海丝
宴”等 IP，打响泉州美食品牌。

此外，泉州还将发放文旅消费券，举办
2024 年泉州工业旅游节，发起“百厂千店万
品”潮玩折扣乐购，同时面向在泉务工的非
泉州籍职工实行免费游政策。

龙年春节泉州“文旅盛宴”上新
时隔20年重启泉州民俗踩街

本报讯（记者 蒋丰蔓） 16 日，福建农林大学蜂学与生
物医药学院正式揭牌成立。

福建农林大学蜂学专业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1960 年养
蜂专业创办成立，2001 年成立蜂学学院，2004 年和 2013 年先
后开始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形成了本、硕、博一体贯通的人才
培养体系，迄今培养了全国 80%以上的高层次蜂学人才，是全
国开办历史最长久的蜂学高等教育基地。

据介绍，新成立的蜂学与生物医药学院将以服务农业绿
色发展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为宗旨，锚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战略机遇，强化学科交叉融合，着力推进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和
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养高素质生物医药
行业专门人才，成为全国一流蜂学人才培养的样板区。

记者了解到，新建学院将立足蜂学特色和优势，整合学
校大健康领域学科专业资源，建设生物与医药、蜂学相关硕
博士点，设置蜂学、生物制药、中药资源与开发 3 个本科专
业，整合现有科研创新平台资源，瞄准高端化、智能化、国际
化方向，围绕生物技术药物、现代中药、健康食药用农产品等
领域发力，积极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空间链

“五链”深度融合。

福建农林大学
成立蜂学与生物医药学院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记者 16日了解到，全国妇联、中
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等 16 部门印发通知，围绕思想引领
润童心、家教指导育童心、安全教育护童心、爱心妈妈暖童心
四个方面，联合部署开展“把爱带回家——真情暖童心 相伴
护成长”2024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通知指出，各地各相关部门聚焦“童心向党”，用好当地红
色资源和身边鲜活教材，精心组织开展读经典书籍、访红色地
标、讲家风故事、看家乡新貌、观主题展览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聚焦“童贺新春”，深入开展“欢乐中国年”系列活动，组织家长
和儿童在写春联、做灯笼、剪窗花、猜灯谜、闹元宵等富有“年
味儿”的民俗活动中，品味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通知要求，要针对家长普遍关注的孩子时间管理、兴趣培
养、课外阅读、网络使用、儿童呼吸道疾病预防等内容，集中推
出一批家教指导课程，组织开展亲子阅读、益智科普、运动健
身、劳动实践类亲子活动，丰富儿童假期生活。

通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将儿童安全作为关爱服务
活动的重要内容，针对寒假易发多发的烟花爆竹、溜冰滑雪、
冻伤摔伤、交通事故等意外风险，通过多种方式普及应急避险
和安全自护知识。要特别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动
员志愿服务力量，与留守困境儿童结对子，提供亲情陪伴、心
理疏导、安全照护、学业辅导、节日慰问等暖心帮扶，让孩子们
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丰富假期生活 关注儿童安全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设想一下，一架四旋翼无人机
飞行途中，部分螺旋桨无法旋转，如何依然保持安全飞行？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历经多年研究，在多旋翼无人机容
错控制技术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为上述难题找到答案。相关成
果近日在机器人领域重要国际学术期刊《IEEE 机器人学汇
刊》发表。

工业巡检、消防救援、包裹递送、拍照摄像……无人机已
深入大众生产生活。常见微小型无人机涉及多旋翼、固定翼、
直升机等类型，其中多旋翼无人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飞行
器之一，其通过多个螺旋桨提供升力，具有垂直起降和悬停能
力。然而，无人机快速普及之时，常出现因极端天气、碰撞障碍
物等导致“罢工”坠地的情况，造成人财物损失。如何提升飞行
安全性，成为行业紧迫课题。

北航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可靠飞行控制团队，以
四旋翼无人机切入研究，针对飞行器执行机构突发故障后的
受力特点，成功设计出被动容灾控制算法。团队通过实验验证
发现，四旋翼无人机的“控制大脑”搭载该算法后，即便有三个
螺旋桨失效，仍可保持安全飞行并实现可控返航。该团队成
员、北航柯晨旭博士说，相关成果可拓展应用于六旋翼、八旋
翼等多旋翼无人机。

“如果部分螺旋桨失灵，无人机整体平衡就会被打破，机
身会像陀螺一样自转起来，螺旋桨出现‘公转’。借助这种现
象，我们研发的算法能让正常运转的螺旋桨‘分身’，提供全部
的升力——这好比打乒乓球，如果一个人运动速度足够快，可
实现自己发球、自己跑到对面接球，如此往复，完成一个人的
球赛。”北航教授、该团队成员全权说。

全权表示，未来该成果将应用于新型多旋翼无人机研发，
提升多旋翼无人机飞行安全性能。

《IEEE 机器人学汇刊》审稿人评价，该研究创新性运用被
动容灾控制算法，有望为无人机飞行安全方面的科研提供可
靠参考。

多旋翼无人机飞行难题被破解

新华社东京1月16日电 日本名古屋大学日前报告说，
以该校人员为主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一种酶能抑制导致肌
萎缩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患者神经变性的TDP-43蛋
白积聚。

名古屋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渐冻症”是运动神经
元损伤导致全身肌肉无力和萎缩的进行性神经变性疾病，患
者最终会出现吞咽困难直至呼吸衰竭。“渐冻症”发病原因尚
未被完全弄清，TDP-43 蛋白从运动神经元的细胞核逸出并
在细胞质中积聚导致运动神经元死亡，这被认为是主要原因。
因此，修复 TDP-43 蛋白在细胞核中的功能和减少积聚是现
实可行的“渐冻症”治疗思路。

公报说，研究人员通过小鼠细胞实验发现，一种令蛋白质
磷酸化的激酶 IKKβ（磷酸化酶 IKKβ）的过度表达不会影响
TDP-43 蛋白在运动神经元细胞核中的正常功能，但能够分
解在细胞质中积聚的TDP-43，抑制这种蛋白的积聚。这种酶
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所以不会影响在细胞核内正常发挥作
用的TDP-43。

公报说这将有助于研发抑制这种神经变性疾病恶化的新
疗法。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学杂志》上。

科学家发现可抑制诱因蛋白积聚的酶

有助于研发“渐冻症”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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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游客和市民在福州市鼓
楼区冶山春秋园碑林观赏描写冶城
和冶山的诗词。

据悉，冶山春秋园碑林石刻整
改提升工程日前完成，碑林由 9 块高
低错落的石碑构成，共呈现出 40 个
雕刻面，碑文内容汇集了由唐至清
历朝历代古人描写冶城和冶山的 37
首诗词。

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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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由中国
科协、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中国文联共同主办，中国科协牵
头面向全社会征集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是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
程”下设子活动。推广行动以弘扬爱国、创
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
精神，用艺术形式讲好科学家故事，生动展
现我国科研人员以身报国、勇攀高峰的崇高
精神和高尚品格。

演员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受到肯定。 沉浸式舞台拉近观众与剧情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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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刻石上的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