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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 筒

焦点

“我第一次进城过‘六一儿童节’，参
加‘童心守护 关爱相伴’主题研学活动，
增长了见识，同时也感受到了社会的温
暖，挺兴奋。”6月9日，大田县奇韬中心
小学学生卓孪分享。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大田县民政
局、团县委、县文明办、县妇联、县关工委
等部门，组织奇韬中心小学 30 名留守、
困境儿童，到县禁毒教育基地、大田一
中、“第二集美学村”旧址等地参观，以独
特的形式为孩子们过“六一节”，帮助他
们开阔视野，培育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孩子们使用 VR 进行感官体验，真
实地体会到“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重
要性。“这是我第一次参观禁毒教育基

地，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和展板展示，更加
具体地了解中国的禁毒史、毒品的种类
和危害及目前的禁毒形势。”小学生郑立
锴感叹。他表示，自己回到学校后，积极
向身边的同学、朋友、家人传播禁毒知
识，为建设无毒社会出一份力。

在大田一中“9·20”日寇轰炸大田纪
事墙、图书馆、动物标本馆和校史馆，同

学们听讲解、认真记。
“大田一中校史馆是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客观地再现了学校创立、发展
的历史进程，很有教育意义。”大田县
关工委副主任、大田一中退休教师范立
洋，给孩子们详细讲述了学校历史、革
命前辈的光辉事迹、校友楷模的优秀成
绩，引导孩子们树立爱祖国、爱人民、

爱家乡思想。
“有国才有家，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少
年，我们应‘好好读书，好好做人，报效国
家，报效民族’。”小学生邱月瑶在参观国
家级抗战遗址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
后，深深地感受到红色文化的意义和历
史厚重感。

“希望孩子们保持乐观心态，用勇气
和信心去面对生活上暂时的困境，向光
而行。”承接此次研学活动的大田县青晨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连春
艳介绍，他们将继续关注留守儿童的成
长与教育，为孩子们创造更多的学习和
交流机会，助力其健康快乐成长。

观展学史铭记初心
●大田记者站 罗珍华 苏 珏

“泉州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已经准
备好10多间教师宿舍，下学期开始安排
教师到晋江轮岗学习。”6月7日，尤溪县
西城中心小学校长林自然说，临近期末，
要开始考虑下学期的人事安排，方便加
强山海互动，学习先进教学理念。

上月，泉州晋江市华泰实验小学许
贻亮名师工作室到尤溪县西城中心小学
开展送培送教活动，《有趣的推理》《三位
数乘两位数》《几点钟方向》等多堂优质
课在西城中心小学展示交流。这是尤溪
县与晋江市教育合作的第一次互动，山

海协作步入正轨。
尤溪县西城中心小学跨县（区）联盟

校（沙县区金古小学、清流县龙津学校、
大田县第三实验小学总分校）部分教师、
尤溪县教师进修学校学科教研员、全县
各小学数学学科教研组组长及部分青年

数学学科教师等100多位城乡教师参加
此次活动。

尤溪县西城中心小学与泉州晋江市
华泰实验小学于 2023 年底签订战略协
议，结为友好联盟校。晋江市华泰实验
小学是福建省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每

学期派出专家和优质教师，通过示范
课、专题讲座等形式宣讲新课程教改理
念，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同
时，两校还立项共研课题，通过合作研
究，提升教师教育科研素质，解决教育
教学问题。此外，双方还约定，每学期
互派一线教师、管理人员，进行指导交
流、跟岗学习。

山海协作，携手共育。先进的教育理
念、丰富的教改经验，有力促进了山区乡
镇学校的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不
断提高，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山海牵手教研同行
●尤溪记者站 吴振湖

一个阳光灿烂的假日，我和爸爸妈妈去
山东济南著名的风景区——趵突泉公园游
玩。爸爸说，趵突泉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被
誉为“天下第一泉”。

一进入趵突泉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
来，顿觉凉爽了许多。站在泉边的石栏杆
处，就能将趵突泉的全貌尽收眼底。泉池的
前方有一个红蓝相间的小亭子，亭子上方有
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观澜亭”几个字，在
亭子里看趵突泉，天是蓝的，水是绿的，交
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所以，这
里的游客特别多。

放眼望去，泉池中央有3个一直发出“咕
嘟、咕嘟”声音的泉眼。泉水喷涌而出，周围翠
绿的泉水本该安安静静，却被那3个泉眼弄
得不得安宁，它们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
么翻滚着，泉口好像永远不感到疲乏，只有大
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听说，冬天的泉池上会升
起一片热气，白而轻柔，这种神秘的境界令我
浮想联翩。

泉池边上还有许多小泉：有的像大鱼吐
水，吐出的水泡有的像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明
珠；有的像初春的嫩芽破土而出；还有的像一
个个小球。泉水清澈见底，如一面明镜，水中
五彩的锦鲤欢快地游着，三五成群地嬉戏打
闹，在水底下吹泡泡，摇着自己的尾巴，还有
的把头探出了水面，可热闹了。这里水天一
色，波光粼粼，水底鹅卵石清晰可见。徜徉池
边，白鹅击水，鸟语啾啾，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流连忘返啊！

继续往前走，发现有许多人拿着瓶子在
排队，这是为什么呢？走近一看，原来他们
要接泉水品尝呢！于是，我也双手捧起清凉
的泉水，喝了一口，哇，真是清爽甘甜，让
人回味无穷。

我爱趵突泉，它如诗如画，是济南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就像老舍爷爷说的那样：“假如
没有这泉，济南一定会丢失一半的美！”

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在冬天再来
欣赏一次这里的美景！

评语：
习作语言自然流畅，内容细致生动，

小作者抓住印象深刻的景物作为重点来
写，多处使用修辞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
动性。写景物特点的同时，也写出内心真
实情感，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趵突泉的喜
爱之情！ （王芳蓉）

游趵突泉公园
●三明市实验小学四年（1）班 邱语晗

读书，是一件令人非常快乐的事。腹有诗
书气自华，扎得根深枝叶茂。读书给人以知
识，使人充实。

自认字起，我就翻阅了家里各种各样的
书。从《汉学启蒙》到《儿歌》，又从《儿歌》到

《简单加减法》……渐渐地，我认的字越来越
多，看的书也越来越多，《格林童话》《安徒生
童话》……我越来越喜欢读书了！

每个人读书的习惯不同。我在阅读时并
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而是常把自己置身
书中，或主角，或配角，甚至可能是主角家门
前那棵高挺的树，亦或是主角家屋顶上无人
问津的青苔。

我不在乎我是什么，我只在乎这个故事
到底精不精彩，有没有趣。所以，我在阅读的
过程中常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一员，从他们
的角度来看事情、想问题，沉浸其中，这样就
能更好地帮助自己理解故事。

随着年龄增长，懂得的越来越多，看的书
种类也越来越多，像《哈利波特》《狂人日记》

《飞鸟集》等非常优秀的作品，都是我的最爱。
读书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如“每个人心中都
有阳光和黑暗的一面，重要的是我们选择哪
一面，成为什么？那才是真正的我们。”“从来
如此，便对么？”“如果你把所有错误关在门
外，那么真理也会被关在门外”……

万千书卷里，有诗和远方，也有三餐四
季、悲欢离愁。步履再匆匆，生活再繁忙，也不
妨挤一些时间捧卷阅读。如今似乎事事皆可
快餐化，可要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静心读书
是唯一出路。

最是书香能致远。让缕缕书香，充盈人生
的每一段旅程。

点评：
该文情感真挚，言辞间充满了对书

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同时通过细
腻的笔触分享了自己的阅读经历，不仅
让我们感受到了阅读的力量，也激发了
我们对知识的追求和热爱。如能再添典
型事例展开，并注意段落之间的过渡和
衔接，则会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更顺畅，
更显生动。 （张 群）

最是书香能致远
●三明市实验小学六年（7）班 黄 伊

6月4日，由永安市公安局小陶派出
所联合永安市第二中学、小陶镇人民政
府司法所、小陶法庭成立的“积善学堂”
学习班在永安二中成立。28 名具有不
良行为的青少年参与了课程。该学堂将
对学员进行法律宣讲、心理辅导并带动
其参与公益活动，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守法纪、知敬

畏、行善举”。
“积善学堂”每个月举办一个班，

教学方式分为室内课程和室外课程。每
周二下午开展一节室内学习课，由学校

心理辅导老师开展心理健康辅导教学，
小陶派出所、小陶司法所、小陶法庭轮
流开展法治宣传、反面案例警醒教育，
社区矫正人员、前科人员现身说法。室

外课程，由派出所民警每周六带领学员
到小陶镇敬老院做义工，到社区开展反
诈、消防宣传、参与文明交通劝导等志
愿活动。“积善学堂”满分 100 分，学
生必须按照考评标准积满 80 分方可准
予从该学堂“结业”，不合格者将继续
参与下一周期学习培训直至当班积满学
分为止。

“积善学堂”开课啦！
●张建情

梅林戏进校园

“梅林十八坊，十户子弟九担箱，敲起
叮当鼓，唱起梅林腔……”6月10日，幼儿
园大班小朋友李超颖在众人面前演唱当地
百姓传唱的一首梅林戏民谣，有模有样，众
人听得开怀大笑，竖着拇指点赞。

泰宁梅林戏俗称土戏、土京戏，是福建
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全国独有，三明特
有，起源于清朝乾嘉年间，流行于泰宁，三
百多年来代代相传，深受群众喜爱。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泰宁县借助梅
林戏独有的艺术特色，打造“梅林铎声”青
少年教育工作品牌，让古老的传统艺术巧
妙融入青少年关爱教育中。

“梅林”化雨润心田

小超颖的母亲说：“我家住尚书第附
近，时常带女儿去逛尚书街，一次偶然带她
去观看梅林戏，她就被梅林戏优美的唱腔
所吸引，时常去看，耳濡目染，就学会了唱
梅林戏。”外公、外婆到超颖家时，她总是淘
气地用泰宁土话唱梅林戏打趣他们，“老头
子，老妈子，吃了饭么，我们去看梅林戏
……”引得他们捧腹大笑，连连夸外孙女太
可爱。

在泰宁县，每逢周末、节假日，有戏曲
爱好的学生便到梅林戏展示中心，近距离
接触梅林戏，了解梅林戏的唱腔及表演等
知识，演职人员现场传授简单表演技艺，与
学生开展互动体验。

梅林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坚持常态化
到乡村、校园、社区演出，将丰富多彩的节
目送到观众眼前；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为
青少年举办戏曲知识讲座、研学活动等，让
青少年感受“梅林非遗”的魅力；进行红色、
孝道等公益性演出，让古老的传统艺术巧
妙融入青少年关爱教育中。

古城还推出“古城大众茶馆”，观众在
剧团内品茗、喝擂茶、观赏非遗梅林戏表

演；文旅部门定期邀请小朋友参加非遗传
承“手把手”活动，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梅
林戏、山歌、棕编、傩舞等泰宁非遗项目，亲
身体验和学习传统文化。

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方式，
让更多的少儿深入了解梅林戏等风土乡
情，激发他们对梅林戏等传统文化的热爱。

“梅林”关爱促成长

泰宁县不断丰富青少年教育形式，借
助梅林戏独有的艺术特色，常态化开展戏
曲进校园活动，将梅林戏基础知识编撰成
教育读本，进入小学课外课程，加强对本土
文化的认知。

组建梅林戏“五老”工作室，吸收梅
林戏“五老”爱好者成立志愿服务队，在
节假日、圩日、民俗活动中，开展梅林戏
进校园、进乡村活动，通过梅林戏的表演
方式，开展孝道文化、红色故事、法治教
育宣传等活动。

泰宁县朱口镇学生许晨涵，原本是一
位乡村普通少年，因为爱上梅林戏，让他绽
放光彩。

2016年初夏的一天，县梅林戏传承中
心演职人员到朱口小学演出。“三生、四旦、
三花脸”一出现，便紧紧地吸引住了孩子们
好奇的心，正在读幼儿大班的许晨涵和观
看演出的孩子们一样，看得聚精会神，完全
沉浸在戏曲高亢粗犷的艺术特色中。演出
结束，回到家中，他就咿咿呀呀地学唱。

之后，父母让许晨涵参加“青云少年
宫”梅林戏班，因为他表现好，又入选了县
梅林戏班，进行专业培训。课外辅导员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林戏传承人、原泰
宁县梅林戏剧团团长黎秀珍。

经过老师悉心指导和多年不懈的努
力，许晨涵在梅林戏班脱颖而出，成为班
级、学校《梅林谣》汇演的领唱者。2020年5
月，入选梅林戏《剿匪记》演职人员，担任剧
中主角魏元的扮演者。梅林戏助力许晨涵

成长成才，他先后获得县优秀班干部、优
秀少先队员、美德少年、市优秀少先队员
等荣誉，2021 年获“三明市新时代好少
年”荣誉称号。

2015年，泰宁县公开招录了一批学员
班共19人，这些学员中考落榜，但对戏曲却
有浓厚兴趣。几年的勤学苦练，练就了扎实
的基本功，他们成为梅林戏新生力量。

“梅林铎声”名远扬

为全力培植打造“梅林铎声”青少年教
育工作品牌，泰宁县成立泰宁县“梅林铎
声”青少年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梅林
铎声”青少年教育实施方案，建立、完善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统筹安排资金，确保“梅
林铎声”宣传教育工作有效开展。各成员单
位加强协作、明确任务、分工负责，共享数
据信息，凝聚工作合力，形成工作推力，激
发工作活力。针对幼儿园、小学、中学不同
学龄段开设戏曲兴趣班，对“五失”青少年
和心理障碍人员进行关爱帮扶，实现帮扶
工作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围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精心创
作了红色教育《金溪河畔女红军》、孝德文
化《我的父亲》、法治教育《背包法庭》等优
秀梅林戏作品。通过戏剧演出、微视频展播
等方式，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氛
围。其中，大型剧目《金溪河畔女红军》获第
八届福建艺术节·第二十八届全省戏剧会
演剧目奖、表演二等奖等多项奖项；以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杨善文为原型创作的梅林
戏《我的父亲》在福建省文明风网站展播。

金湖旅专学生参加大型剧目《金溪河
畔女红军》表演，并赴榕参加第八届福建
艺术节·第二十八届全省戏剧会演；朱口
中心小学创作编排的少儿梅林戏 《剿匪
记》获福建省第三届中小学生戏剧表演大
赛三等奖；创作编排了《梅林谣》《看大
戏》《莲生子》 等节目在各学校艺术节、

“六一儿童节”演出。
梅林戏香飘八闽，而新培植打造的“梅

林铎声”教育品牌，也绽放出耀眼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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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林戏传承人黎秀珍在辅导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