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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烟感设备安装不规范，且

线路裸露老旧，存在安全隐患。”不

久前，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龙

头 社 区 的 文 保 员 黄 伟 在 日 常 文 保

安全巡查中发现，某一般保护等级

的 历 史 风 貌 建 筑 存 在 消 防 安 全 隐

患。同时，作为近邻监督员的他，当

即 通 过 福 建 省 基 层 小 微 权 力 监 督

平 台 向 社 区 近 邻 监 督 工 作 室 进 行

反馈。

收到反映后，街道近邻监督处

置室立即进行现场核实，并督促街

道职能部门牵头落实整改工作，把

隐患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据了解，该历史风貌建筑的住

户中有两户为特殊困难群体。其他

地方是否还存在相同的问题？在街

道纪工委的推动下，鼓浪屿街道对

辖 内 低 收 入 群 体 居 住 场 所 的 消 防

改 造 情 况 开 展“ 回 头 看 ”，推 动 部

分 区 域 的 表 下 线 改 造 工 作 ，并 在

文 物 建 筑 、重 点 小 区 、街 区 、商 区

举 办 消 防 灭 火 实 战 演 练 ，加 强 消

防 安 全 宣 传 ，使 文 物 保 护 安 全 意

识深入人心。

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鼓 浪 屿 上 共 有 151 处 文 物 保 护 单

位和 8 处红色革命遗址，此外还有

大 大 小 小 老 建 筑 一 千 多 栋 ，其 中

400 多 处 被 认 定 为 历 史 风 貌 建 筑

并 挂 牌 保 护 。如 何 保 护 好 这 些 历

史 风 貌 建 筑 ，守 住 鼓 浪 屿 的“ 根 ”

和“魂”？

近年来，鼓浪屿街道纪工委运

用“近邻监督”工作模式，依托近邻

监 督 员 和 文 保 员 队 伍 ，严 格 按 照

“ 一 到 、二 看 、三 查 ”的 要 求 ，督 促

定期开展文物安全巡查工作。近邻

监 督 员 和 文 保 员 在 巡 查 过 程 中 通

过 基 层 小 微 权 力 监 督 平 台 及 时 反

映文保点本体现状，街道纪工委督

促 协 调 并 推 动 有 关 责 任 部 门 及 业

主落实维护管理职责，排查整治安

全隐患，为守护历史文脉提供坚强

保障。

“在基层小微权力监督平台和

‘ 近 邻 监 督 ’工 作 模 式 的 双 重 加 持

下 ，我 们 推 动 文 化 遗 产 建 筑 安 全 、

环境垃圾成堆、商业经营不规范等

问题的治理，以更实更细的监督力

量 ，写 好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答

卷 。”鼓 浪 屿 街 道 纪 工 委 书 记 严 晓

荣表示。

（李钰玲 翁羽琳 杨坤杰 黄鑫）

厦门思明鼓浪屿街道：用“近邻监督”写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答卷

山海虽远 闽宁情长
“山啊，能有几重？海啊，终会相逢……”

4 月 23 日晚，由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与
厦门艺校联袂打造的舞剧《花儿与海》，在北京
中央歌剧院倾情演出。当主题曲《山海》响起
时，许多观众眼角湿润，意犹未尽。

舞台上，塞上江南丰收的黄、清新福建沁心
的蓝、实验室纯洁的白、闽南中秋节的红、葡萄
藤蔓的绿，以及剧中主人公杨一琼不幸患病的
黑白色调穿插交织着，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

《花儿与海》以闽宁协作为背景，讲述了福
建援宁科技特派员为援宁事业奉献牺牲，后人
赓续奋斗的故事。这部舞剧融合闽宁两地的民
族民间舞蹈语汇，生动展现了东西部扶贫协作
的典范——“闽宁模式”的恢宏篇章。该剧曾是
2022年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剧目，入
选了第十四届全国舞蹈展演并获优秀剧目奖。

该剧的人物、事件均来自现实生活的提炼。
剧中，杨一琼带领学生在贺兰村培育葡萄，帮助
当地群众发展酿酒业。现实里，闽宁镇酿酒葡萄
产业已初具规模，建立了现代产业集聚区。

“群众在戈壁滩上挖石、备播的舞段，携手抵
御寒潮保护种植成果的场景，都源自生活和科研
现实。”《花儿与海》导演之一郭勇滨说，为提炼角
色的内在品质，主创团队用了近一年时间深入宁
夏采风，通过亲眼看到、亲身体验，感受援宁工作
的艰辛和援宁工作者背负的使命。最终，由该剧
编剧、厦门大学教授傅小凡提炼塑造出了一个凝
聚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美好品质的角色。

舞剧第一场，杨一琼刚到宁夏，当地人拉着
横幅、敲锣打鼓，跳着回族舞迎接她……这个场
景，被专家和观众高度夸赞“特接地气、特真实”。

原来，主创团队初到宁夏采风的那天，恰
巧遇到当地群众办喜事，一位老者听说他们是
福建来的，特地给安排了一桌。

“当地群众的热情，特别对福建亲人的感激
之情，是溢于言表的。”郭勇滨说，原本他们正为

如何将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外化为舞台形象而
发愁，但那一刻，编导们心中立刻有了定位。“即
便相隔遥远，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心性情感，足
以消弭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差异。”

如何跨越“山海”时空，让观众情感“不掉
线”，也是舞剧编排的难点。“我们提炼闽宁两
地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元素，使它们融入每个
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冲突中，将宁夏‘花儿调’的
曲艺风格和福建的海洋气息融汇在一起，传递
出浓郁的‘山海情’。比如，用高甲戏的动作语
汇呈现东南沿海的市井生活，用宁夏的踏脚舞
等配合人物身份的推进和转变。”《花儿与海》
导演之一何颖介绍说。

“我看见山海情深，感受到主人公的大爱
与扶贫精神，相信这份爱与真情会温暖在场的
每一位观众。”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院党总支
书记兼院长张云峰评价说，《花儿与海》人物形
象的刻画非常贴近人民生活，充分展现了舞蹈
艺术多元融合的新发展以及新时代下现实题
材作品的新活力。

有专家指出，《花儿与海》将民族传统文化
与脱贫攻坚主题完美融合，巧妙地把闽宁协作
的故事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大主题，也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表达提供了新视
角。北京舞蹈学院院长许锐表示，厦门“小白
鹭”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同时直面
时代，挖掘现实主义题材，这种创作精神令人
感佩，“期待更多用心、用情，源于真实生活、体
现真实情感的主旋律题材舞蹈作品”。

在演出后的剧评会上，业界专家普遍认
为，“小白鹭”能深耕民族民间艺术领域，不追
逐时尚风潮，而是选择“扶贫”题材进行创作，
用舞蹈语言真诚地传递人物情感，让观众看得
明白，本身就是一种“守正创新”。

从“班”到“团”不忘初心
此次晋京，厦门“小白鹭”共演出《沉沉的

厝里情》《花儿与海》两部原创舞剧。其中，《花
儿与海》被纳入北京舞蹈学院建校 70 周年系
列活动之一。

原来，“小白鹭”和北舞之间，还有一个“跨
越山海”、不忘初心的故事。

作为中国第一个专业民间舞团，厦门“小白
鹭”成立于 1993 年，其前身是北京舞蹈学院中
国民间舞专业厦门试验班。建团以来，“小白鹭”
共获奖300余项，先后50次代表国家、省市出访
交流，8次赴台湾各地巡演，足迹遍布五大洲，荣
获“厦门市十大城市名片”称号。

此次白鹭“归巢”，回到艺术生涯的摇篮，
既是展现厦门“艺术之城”文化名片，让“小白
鹭”艺术创新探索接受更多专家和观众的检
验，也是“小白鹭”向“娘家人”汇报、向母校 70
岁华诞献礼。

在 4 月 24 日举行的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
术中心作品与发展研讨会上，30多年的时光仿
佛凝结成一瞬——

1986 年 10 月，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
专业“厦门班”创办，24 名学生先在厦门学习 2
年，而后到北京舞蹈学院接受长达 5 年的专业
化训练。北京舞蹈学院原院长吕艺生回忆起

“厦门班”筹建一事，仍热血沸腾。在他看来，厦
门“小白鹭”的成功，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学教育
模式的生动体现，为后来的舞蹈教育提供了一
条宝贵的探索之路。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司长明文军曾是“厦
门班”的班主任。当年他手上的 24个“试验品”，
如今大多已成为中国舞蹈艺术界的中流砥柱。

明文军说，“厦门班”毕业后独立组建“小
白鹭”舞团至今的 30 多年，可以看到当年北京
舞蹈学院打下的坚实基础，“从文艺初心的维
度上看，办团的定位体现着文化使命与担当；
从文化征程上来看，‘小白鹭’已经成为中国改
革开放大时代的文化品牌”。

他认为，“小白鹭”30多年来最关键的是在
文化方向上始终坚守初心不变，深度挖掘展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把闽南传统文化、时
代精神与当代审美结合起来，“从本次来京展
演的《沉沉的厝里情》和《花儿与海》两部作品
中，可以看到代代传承接续的良好团风”。

总政歌舞团原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
赵大鸣说，他从《沉沉的厝里情》《花儿与海》中
看到了一种“骨子里对题材和民族民间艺术的
尊重”，“这是舞剧创作的正路，也是‘小白鹭’
身上特别宝贵的东西”。

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巴图认为，厦门
“小白鹭”晋京献艺，展示了全国首家民间舞团
的文化传承与艺术追求，呈现了厦门、福建舞
蹈艺术人才辈出的生动景象。

“从‘厦门班’到‘小白鹭’，也是北京舞蹈
学院办学 70 年历程的一个缩影！”巴图说，我
们有着共同的艺术基因——坚持中华文化立
场，弘扬中华民族艺术，因应时代社会需求，开
门办学，拆墙透绿，校地协作、校团协同，为人
民而舞，为时代建功。

回顾建团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厦门小白
鹭民间舞艺术中心主任、第一代“小白鹭”林乃
桢感慨万千。她介绍说，“小白鹭”取得的成果
与当年北京舞蹈学院为“厦门班”打下的坚实
基础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多年来，厦门艺术学
校与北京舞蹈学院高位嫁接，有 90%以上的师
资从学院引进，“北舞犹如母亲般呵护着‘小白
鹭’的成长与繁荣”。

林乃桢说，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的“小白
鹭”，将继续弘扬为人民而舞、为时代建功的价
值追求，勇敢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以发扬
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建设文化强国为己
任，浇灌艺术之花。

本报讯（记者 王敏霞） 泉州有戏，梦回宋
元。4月 30日晚，第二届海丝泉州戏剧周暨 2024
全国南戏展演在梨园古典剧院正式开幕，多戏
种南戏艺术家同台献艺。

当晚的开幕式以“泉州有戏”为主题，展开
多角度、多维度、多空间的沉浸式专场演出。其
中，《四将开台——相公爷踏棚》和古戏传承“小
手牵大手”展示，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演出高潮阶段，所有参展剧种的艺术家一起
演唱活动主题曲《泉州有戏》，用戏剧魅力推动
泉州文旅迎来新一轮热潮。

据悉，本次南戏展演活动将持续到 7 月 25
日，主办方邀请了越剧、晋剧、白字戏、弋阳腔、
柳子戏、调腔、丝弦、蒲剧、潮剧、赣剧、川剧、闽
剧、莆仙戏、歌仔戏、梨园戏、提线木偶戏、南
音、打城戏、高甲戏等国内 19 个剧种的表演团

体齐聚泉州。其中，16 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2 位中国曲艺牡丹奖得主，以及 20 多位中国戏
剧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受邀前来参与表演与学
术活动。在泉州古城的街巷、风景名胜、世遗景
点和文创空间，各剧种艺术家将为观众和游客
呈现 30 多场、荟萃 70 多个经典大戏与折子戏
的剧目展演。

据介绍，首届泉州戏剧周暨全国南戏展演
在 2023 年创意推动伊始，即获得文化界、戏曲
界的高度赞誉，成为艺术展演、学术交流、文化
创意、旅游推广相结合的盛事。

此次南戏展演活动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
金、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资金资助项目。作为
我省深度打造独具魅力的戏曲文化旅游体验的
成功范例，展演活动还被列入新时代福建戏曲

“经典传承”系列工程“传播一批”项目。

第二届海丝泉州戏剧周暨2024全国南戏展演开幕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黄中泉 林敏水 文/图） 4
月 28 日，在永安市桃源洞风景区的峭壁上，当地林业科研人
员监测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丹霞梧桐新群落。

丹霞梧桐是我国特有植物，植株高大，树形美丽，生长迅
速，萌蘖力强，耐干旱，花色紫红绚丽，适合培育为庭院观赏树
木、道路绿化树种，同时还是石漠化地区造林先锋树种。

作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丹霞梧桐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危等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该物种被认为仅生长于广东韶关丹霞山。去年以来，我省永安
市、德化县先后发现丹霞梧桐群落，进一步丰富了该珍稀物种
的分布记录。

此次发现的丹霞梧桐新群落，有 10 多株植株，最大的胸
径有 45 厘米，最高达 20 米。加上 2023 年发现的 50 多株，目前
永安市丹霞梧桐植株数量已达到 60多株。

据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30日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赛事管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强调了压实各方责任、坚持熔断机制等六
方面事项，旨在进一步加强相关赛事管理，保证参与者生命财
产安全，使体育事业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通知》指出，为贯彻实施《体育法》，国家体育总局联合
相关部委于 2023 年 1 月公布了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
动目录，并印发了《关于做好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工
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规范发展高危险性体育赛事起
到了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各级体育部门和组织参与者对
山地户外运动中的超长距离山地越野赛等高危险性赛事的
规律认识不足，致使一些赛事操作不规范，甚至出现了一定
的风险。

《通知》内容中强调了压实各方责任、全面落实高危险
性体育赛事行政许可制度、坚持熔断机制、建立分级分类的
审查制度、建立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赛事安全监督制度、
建立长期的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赛事培训体系六方面事
项。要求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体育行政部门要切
实加强对举办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赛事组织的人员资
质、场地装备器材及通信、安全、交通、卫生健康、食品、应急
救援等保障措施的审查工作；对于突然出现的可能危及参
赛运动员安全的天气、已经出现的相对集中的运动员伤病，
以及参赛组织者不能完全把控的其他危险情形，必须果断
采取熔断措施；通过建立分级分类的审查制度、安全监督制
度和赛事培训体系，保障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赛事安全、
健康、规范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出台文件，要求进一步
加强高危险性山地户外运动赛事管理

分级分类审查 坚持熔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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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危物种丹霞梧桐新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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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沉的厝里情沉沉的厝里情》》剧照剧照
张晓成张晓成 摄摄

《《花儿与海花儿与海》》剧照剧照 刘海栋刘海栋 摄摄

《《花儿与海花儿与海》》剧照剧照 刘海栋刘海栋 摄摄

新华社昆明5月1日电 记者 1 日从云南大学获悉，中
德研究团队使用先进的显微 CT 扫描、三维建模和虚拟解
剖技术，还原了 5.2 亿年前早寒武纪澄江生物群中的长尾螳
螂虫面貌。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著名生物学期刊《BMC 生
物学》上。

团队负责人、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副院长刘煜研究
员介绍，距今约 5.2 亿年前的早寒武纪节肢动物中有一个特
殊分支，它们的第一对附肢不是蜈蚣等节肢动物头部常见
的触角，而是一对用于捕食的、强壮的大附肢。因此它们也
被称为大附肢节肢动物，长尾螳螂虫正是大附肢节肢动物
的一种。

过去由于化石的缺乏和技术的限制，研究者在这类节肢
动物演化上存在争议。为解决这个问题，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
院刘煜、侯先光团队使用显微 CT 扫描、三维建模和虚拟解剖
技术等，从长尾螳螂虫的化石表面和内部提取信息，获得了该
动物的三维立体全貌。

CT 三维模型清晰地显示了长尾螳螂虫细长的躯干由
13 个体节组成，尾部呈长棒形，末梢有细刺。值得一提的是，
其头部有 6 个分节，即附着有一对柄状复眼的前骨片、有着
一对大附肢的体节，以及 4 个各具一对双支型附肢的体节。
研究显示，长尾螳螂虫的双支型附肢由向远端逐渐变细的
内肢和边缘具有刚毛的片状外肢组成，其基节根部附着一
个小的外叶。

“通过看清长尾螳螂虫的全貌，也让我们推测出大附肢
节肢动物很可能是螯肢类动物，比如蜘蛛、蝎子的祖先。”刘
煜说。

中国科学家还原
5.2亿年前长尾螳螂虫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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