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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榆中县中连川小学是一所典型的

乡村寄宿制学校，位于海拔 2300 多米的黄土

坡上，从县城出发，驱车一路爬坡，单程需一

个半小时。全校 60 名学生，1/3 来自单亲家

庭，近一半是留守儿童，大部分没出过远门。

用别人的话说，“搁过去，不出意外，念完初中

就去打工。”

自从校长马安武到来，改变接连发生：学

生不仅能上兰州市重点中学，有的还走上职

业化道路。家长心里也高兴，“大山里的娃前

途变得光明。”

改变的密码是足球。从土操场、没人会

踢到夺取省市县联赛大满贯，帮助山区孩子

开阔眼界、走出大山，马安武带领中连川小学

蹚出一条足球特色教育路。

十年坚持，黄土坡上踢
出足球队

“看球、盯住！快速往前，射门！”球在空中

连躲数次堵截精准灌入门网，随即一片欢腾。

不久前，第四次挺进兰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

赛决赛，中连川小学志在夺冠。场上，队员们

一次次奋力拼抢；场下，校长兼足球教练马安

武片刻未曾落座，不停指挥队员、呐喊助威。

若是 10 年前，这种情况简直难以想象。

2011 年，从事乡村教师工作近 10 年的马

安武调入中连川小学担任副校长，痛心生源

不断流失的他一直思索，如何把课余时间利

用起来，既丰富文体生活，又把学生留下，还

能在文化课之外开辟一条升学路。酷爱足球

的马安武想起“老本行”。

说干就干。他从体育室找出几只落满灰

尘的球，成立兴趣小组，动员全校学生参与。

没人会踢，他亲自教，缺少装备和场地，就穿

布鞋在一块篮球场面积大小的土操场上踢。

“呛！吸一口空气，满嘴土。”已进入河南

绿茵足球俱乐部的学生杨博渊回忆，那时候踢

球尘土飞扬，袜子都能染黄，但也真是开心。

马安武也没想到学生们热情这么高涨，

从此他看视频、钻研书、学战术、打基础，每天

早晨 6 点 10 分，雷打不动带领学生带球跑圈、

绕杆射门，下午放学再分组对抗、苦练技术，

一坚持就是 10 年。

与球技共同提升的还有训练条件。“榆中

县政府专门为学校建造了一块绿茵场，球队

总算建起来了。”后来，马安武多方奔走，球场

上五花八门的“队服”终于整齐，“战靴”也由

布鞋变成舒适合脚、带有碎钉的足球鞋。

不过，第一次受邀到兰州市区踢比赛，看

着平均身高高出一头的对手，马安武心里依

然打鼓，可他没想到，结果居然大胜。“这场比

赛让我坚信，山里娃踢球，能行！”马安武说。

变化显著，山里娃收获
自信成长

12 岁的李瑞是中连川小学校队主力，喜

爱足球的她一有空闲就去训练，有时周末也

能看到她奔跑的身影。这些，父亲李雄和都

看在眼里，可仍没少添阻力：不是放学提前接

她回家，就是反对外出踢比赛。李瑞父亲看

似矛盾的行为并不奇怪。在山区，踢球是个

稀罕事，家长的支持意愿普遍不强。

为啥？有的家长长期外出务工，不在孩

子身边，对他们而言，“图的是吃饱穿暖、健康

安全，踢球多危险。”有的把足球当玩具，“低

年级还可以踢踢，大了得好好学习。”有的干

脆反问：“踢球费那么大劲，能不影响成绩？”

部分老师也不解：“有这精力，不如多放在

教学上。”可马安武瞅准了学生们的踢球潜

力，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坚持带头。欣慰的

是，阻力和困难面前，学生们也没有放弃。

马安武理解这些担心，可他认为，足球不

光是一项趣味运动，和学习不仅不冲突，反而

能形成良性互动。

实践给出证明。近 5 年，学校接连捧回

榆中县、兰州市、甘肃省校园足球联赛冠军，

甚至在全国少儿足球邀请赛上也拿下好名

次。球场得意，考场同样没让人失望，过去只

能考个位数的学生成绩慢慢达到了及格，基

础好些的甚至门门得优秀。

原因何在？李瑞说：“足球不光锻炼身

体，也释放压力，让学习更有效率。”队员李晶

比赛以前没出过大山，踢球激发了她的好胜

心，“可不能把学习落在后面，只有努力才能

走出去看看。”

变化还在更多地方发生：“足球带来快

乐”“踢球让我变得坚强”……队员寇丽娜过

去胆小腼腆，可一踢比赛就像换了个人，组

织、动员、呐喊……久而久之，球场上的状态

延伸到日常，“我变得越来越自信。”

如今，每逢寒暑假，马安武都率队参加比

赛，“学生需要通过交流来成长，更重要的是

见识山外的世界。”

兴趣引导，蹚出足球特
色教育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车行盘山公路，

将到未到时，位于山顶的教学楼上 8 个烫金

大字已映入眼帘。走进校园，可以明显感受

到浓厚的“足”文化：走廊中手绘的足球连环

画、带有“足”字的校风校训、书法艺术、成语

故事等。

“市区小学一届就有上百名学生，我们全

校才几十名。”蒋丹丹是中连川小学唯一的体

育老师，谈及足球队员的选拔培养，她比喻像

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即便如此，六年级毕业班

仍有一半以上通过足球试训进入重点中学。”

近年来，学校更是培养出 10 余名队员进

入足球专业梯队，26 人被选拔至足球特色学

校，10 人曾前往世界高水平球队交流深造。

怎么做到的？“从小我们就注重引导兴趣热

情，每名学生都可以是球员。”马安武解释，教

学的目标不是为了拿冠军，而是探索足球教

育，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足球运动。

“ 我 要 当 足 球 教 练 ”“ 我 想 做 职 业 运 动

员”……问及梦想，学生们七嘴八舌，许多都

与足球有关。马安武的想法是，必须“两条腿

走路”，既要踢好球，也要学好文化课，缺任何

一个都不行。“计划成立中连川足球俱乐部，

解决学生将来的就业问题，让他们没有后顾

之忧。”这是马安武的梦想。

上图：兰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决赛

中，马安武（右一）在指导队员。

本报记者 赵帅杰摄

甘肃省榆中县中连川小学校长马安武坚持探索足球教育

“足”下追梦出大山
本报记者 赵帅杰

甘肃省榆中县中连川
小学校长马安武的到来，
让这所乡村学校发生了许
多改变：从无到有建起足
球队，带领孩子们赢下一
场场比赛，见识山外的世
界……

足球特色融入了学校
教育，10年间，在马校长的
坚持下，山里娃不仅爱上
了这项运动，更收获了快
乐和成长。

核心阅读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团结

带领人民建立了伟大功业，留下了无

数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红色纪念馆

要挖掘红色文化内涵，不断创新宣讲

模式，在讲解中植入多种艺术形式，使

讲解鲜活起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红

色精神。

坚持以观众为中心。讲解的对象

是观众，观众因年龄、文化背景、职业

等因素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有

着不同的兴趣和心理诉求。讲解时要

与观众进行沟通、交谈，及时了解观众

的所思所想，用不同的形式吸引他们

的注意力。

坚 持 以 讲 解 为 主 。 在 参 观 过 程

中，讲解员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

释一个人物、一段历史，其他艺术形式

的植入是为了使讲解更加生动、更加

贴近大众，让观众更加深入理解历史，

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无论如

何创新，都不能离开讲解这个基础，要

以“讲”为主，其间穿插不同的展现形式。

坚持恰如其分地植入新形式。新形式的植入是讲解员根

据展览资源、文化资源、自身资源进行再创造的过程。要在最

恰当的地方植入最贴近内容的形式，让观众顺畅自然地掌握

有用信息。因此，讲解员要认真分析讲解内容、陈列结构，做

到知道应该给观众讲什么、什么时候讲给观众、观众应该得到

什么。

多种讲解形式相结合。讲解形式的创新，在于让观众在

参观时，通过讲解员各式各样的表现手段，诸如情景剧、舞蹈、

唱歌、快板、演讲、点评式讲解等，更加深刻地领略展览所展现

的历史事实和精神实质。近年来，西柏坡纪念馆的讲解员往

往会在讲解中，深情唱起一首红歌：“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

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样的展现，把红色历史变得更加

鲜活，观众更易于接受。

此外，讲解形式的创新还要重视与本土地域文化特色相

结合。西柏坡纪念馆汲取了河北当地的民谣快板，把非遗民

谣融入纪念馆的宣讲工作中，既让观众耳目一新，又弘扬和传

承了本土文化。讲解还可以适当地让观众参与进来，西柏坡

纪念馆每天定时在中共中央旧址组织唱民谣、扭秧歌，观众随

时可以参与。形式虽简单，但能让党史教育“活”起来。

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变化中持续发展，红色纪念馆要把

红色故事讲得入脑入心，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作者为西柏坡纪念馆党委书记，本 报 记 者马晨采 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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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R

夜幕降临，浙江宁波鄞州区东钱湖镇城

杨村村民杨永召来到酒吧，点了杯饮品，坐下

来听音乐，度过了惬意的晚上。从前，包括杨

永召在内的许多村民对艺术并不感兴趣，因

为一名教授的到来，村里发生了变化……

转变始于 2020 年 7 月。当时，应村干部

邀请，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丛志强

来到了城杨村。邀请他是因为之前在宁波宁

海县葛家村的成功经历。2019 年起，丛志强

带领团队通过引导、扶持，激发村民们艺术创

作的激情，历时一年多，在村里建成了 40 余

个艺术共享空间，将葛家村变成了富有艺术

味的“网红村”。如今，葛家村每年接待游客

10 余万人次，累计增收 250 万元，吸引在外村

民回乡创业投资总计已达 2000 多万元。

“村里一直有打造旅游精品村的计划，但

始终没搞起来。”村干部说：“您看我们这儿行

吗？”丛志强在村里转了一圈。城杨村位于东

钱湖最南端，东邻塘溪，西至横溪，南到白云

寺，北至百步尖；四面环山，两条小溪穿村而

过，风景如画，但没有多少产业，集体经济也很

薄弱。反复思量后，丛志强决定一试。但一些

村民并不看好，总觉得艺术离农村太远了。

丛志强决定先干起来。在他和团队的带

领下，村里成立了由村民、研究生团队和镇驻

村干部组成的艺工队，投入村庄微改建设中。

村庄微改，不是“教授干、村民看”，村民

是主力军。丛志强决定先请有意愿的村民带

头做，他负责引导和示范。

村民俞振飞在艺工队和村里的邀请下，

和两名村民一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用 1500
斤毛竹编织出了一顶直径 6 米的巨型“农夫

草 帽 ”，之 后 又 编 织 出 了 一 个 高 7 米 的“ 酒

瓶”。如今，这两个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已成为

村中的网红地标。此外，村里还把木匠、泥

匠、漆匠等能工巧匠集结起来，对村里的公共

空间、闲置地块、便民设施进行改造。

就地取材进行“微改造、精提升”，村里各

处角落都丰富起来。年近八旬的老木匠杨纪

岳十几年前开始制作微型红木家具和亭子，

家中珍藏着大量木头宝贝，如今他家成了“博

物馆”；村民应明菊擅长编织草帽，她家原本

放柴火的空间拆除后建成了“帽语馆”，成为

村里的一处景点；废弃的养殖场经艺工队设

计，变成了特色直播间……不到一年，村民完

成了菜场、慈孝公园、展览馆等 60 处改造，实

现了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的变化。

改造后的城杨村，如同一幅小桥流水人

家的美丽乡村画卷：古树、灰墙、碧水、廊桥与

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展览馆、木工坊等相映成

趣。很多村民感慨：“古村充满了文化气息。”

艺术赋能村民，村民再振兴乡村。通过

村民自创、企业领创、文旅示范，村子一天天

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村民加入了艺术振兴

乡村的行列中。村庄变得更美，投资与商机

也随之而来。村里旅游火了、人气旺了，各类

餐饮、农特产品、手工艺品、农家乐等生意越

来越好，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浙江宁波鄞州区城杨村改造提升公共空间

艺 术 这 样“ 富 ”乡 村
本报记者 方 敏

本报上海 7 月 19 日电 （记

者黄晓慧）18 日，上海天文馆（上

海科技馆分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首日共接待观众 5828 人。

据介绍，位于临港滴水湖畔

的上海天文馆，展馆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主建筑以优美的螺旋

形态模仿天体运行轨道，圆洞天

窗、倒转穹顶和球幕影院构成标

志性的“三体”结构，共同诠释天

体运行规律。展馆主展区分“家

园”“宇宙”“征程”三部分，鼓励人

们感受星空、理解宇宙。

历时 5 年建成开放的上海天

文馆，标志着上海科技馆迈入集

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

馆合一”的超大型综合性科学技

术博物馆集群发展新阶段，将进

一步彰显上海城市软实力，推进

新时代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右图：观众在上海天文馆参

观“朔弦晦望”不锈钢艺术作品。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上海天文馆

向公众开放

本报福州 7月 19日电 （记者施芳）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

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边会，近日在福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办。来自世界各地的 120 余名专家、学者和历史城市管理机

构代表参加了会议，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和申遗相关研究成

果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城市历史景观是指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

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

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2011 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布《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今年恰逢发布 10
周年。10 余位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参会并发言，分享了

北京、罗马、京都、巴西利亚等历史城市遗产保护案例，深入探

讨了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有效途径和手段，以及在《世界遗产

公约》框架内推动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科学理念和思路。

“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边会举办

本报杭州 7月 19日电 （记者江南）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

山区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生产车间里，智能

化生产流水线正在运行。“通过‘揭榜挂帅’，公司与北京大学

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共同组建人工智能包装设计联合实验

室，产品生产周期从 2 到 7 天减为 2 到 7 小时，产品能耗下降约

7%。”公司现场负责人说。

截至今年一季度，萧山区已有 56 家企业通过浙江省人才

服务平台公开发布“英雄榜”，提出 69 项亟须解决的核心技术

难题，总金额 2.98 亿元，平均榜额 432 万元，最高榜额达 2000
万元。目前，已有多家科创平台踊跃“揭榜”，“榜单”上的 19
项技术难题已被攻克，“揭榜”金额 8000 余万元。

萧山区还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与科创平台共建

研究院等创新载体，深入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以数字

化创新智造全面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萧山样板”。

浙江萧山探索“揭榜挂帅”制度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陈圆圆

本报南宁 7月 19日电 （记者李纵）第九届全国化石爱好

者大会近日在广西桂林市举行，本届大会以“化石——换个角

度看山水”为主题，由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主办，是依托化石网开展的全国性化石爱好者

交流系列活动。大会组织了“化石爱好者沙龙”“天目地学杯

‘我身边的化石’科普创作大赛颁奖仪式”“首届桂林矿物化石

陨石宝玉石展览会”等活动。

开幕式上，颁发了第二届“我身边的化石”科普创作大赛

获奖作品。本届大赛由国内 11 家博物馆以及化石网总共 12
个分赛区组成，活动共收到视频类、摄影类、艺术类以及诗歌

散文等类型的作品 500 余件。经过分赛区选送、总赛区评审，

精选出 60 余件科普作品现场进行颁奖。

全国化石爱好者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