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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愿望，要去全世界歌唱，给我

一双翅膀，我想带着和平鸽，飞到小王子美丽

的故乡……”

5 月 12 日，海南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

的孩子们乘坐飞机返回五指山。孩子们仍然

沉浸在演出的兴奋中，哼唱着歌曲。

与法国小朋友同唱《茉
莉花》《但愿人长久》

法国当地时间 5 月 4 日，明快悠扬的童声

回荡在巴黎 13 区剧场。一场中法青少年音

乐交流会在这里举办，18 名来自五指山黎苗

童声合唱团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用中法双

语演唱原创歌曲《把五指山唱给法兰西》，观

众报以阵阵掌声。

“非常惊喜，两国的小朋友一起庆祝法中

建交 60 周年，能让我们更了解彼此，这是一

个值得铭记的时刻。”演出结束后，巴黎宝丽

声童声合唱团团长特里戈·伊丽莎白为孩子

们点赞。

当地时间 5 月 6 日晚，一场名为“中法友

谊之声”的音乐会在巴黎 20 区政府演出厅举

行，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与巴黎宝丽声童

声合唱团等同唱《茉莉花》《但愿人长久》。“孩

子们的歌声让人沉醉，我听了很想去五指山，

去海南，去中国看一看。”法国观众格温多琳·
斯科托说。

此次法国之行，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

准备了 7 首歌。除正式演出外，他们还在埃

菲尔铁塔、凯旋门、卢浮宫、塞纳河畔等法国

地标景点上演了十几场“快闪”，吸引法国市

民驻足欣赏、合影留念。

表演中，孩子们落落大方、声情并茂。很

难想象，这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第一次离家

出省。而就在一年多前，对他们来说，“合唱

团”还是陌生的字眼。

乡村学校成立合唱团，
从最简单的音符学起

“山里娃搞合唱？能行吗？”

合唱团成立前，有人曾这样质疑。当时，

高力担任五指山市水满乡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还不到一年，一直在琢磨怎么做好乡村文

化 振 兴 工 作 ，几 次 跑 到 水 满 中 心 学 校 了 解

情况。

“先把事干起来再说。”经过调研，他决心

尝试以文艺赋能乡村振兴，辗转找到了刘旻

和杨纯两位老师，加强乡村学校的音乐教育。

初到学校，刘旻和杨纯心理上的落差很

大：“孩子们羞涩腼腆，对乐理几乎一窍不通，

一开口紧张得直发抖。”然而，孩子们清澈的

眼神和纯真的话语，还是让他们决定任教。

他们选出一批孩子，最大的 12 岁，最小的 7
岁，从最简单的音符教起。

2022 年 8 月，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成

立。此后。每周五、周六下午，总有稚嫩的歌

声在校园里飞扬。

如何调动孩子们的热情？“兴趣是关键。”

刘旻把孩子们熟悉的一草一木、乡村风物写

进歌里，创作了《我爱家乡五指山》等 6 首歌

曲，孩子们很喜欢，练得勤，越唱越好，越唱越

自信，还收到了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的

演出邀请。

“从毫无音乐基础、怯场怕生到举止大

方、敢于表达。”刘旻说，孩子们的变化很大，

合唱，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可能。

歌曲寄托着友谊长存的
美好愿望

2023 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际，法

国童谣《如果我去中国》在网络平台广泛传

播。刘旻上课时播放这首歌，发现孩子们和

视 频 里 的 孩 子 一 样 ，对 遥 远 的 国 度 充 满 向

往。他受到启发：“能不能创作一首歌，让中

国的孩子和法国的孩子‘隔空对话’？”

几个月后，在五指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下，《把五指山唱给法兰西》中文版创作完成，

歌曲寄托着中法两国友谊长存的美好愿望。

今年 1 月，由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驻法

国大使馆主办、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承办

的“你好！中国”旅游推介会在法国巴黎举

行，该歌曲 MV 在推介会上播出后，巴黎宝丽

声 童 声 合 唱 团 很 快 发 来 了 同 台 演 出 的

邀约。

得知消息，孩子们格外兴奋。

刘旻把歌曲改编成法语版，带着

大 家 加 紧 练 习 。 学 校 还 专 门

找 来 法 语 老 师 ，帮 助 孩 子 们

纠 正 发 音 。 放 学 回 家 的 路

上，孩子们常常手牵着手、肩

并 着 肩 ，在 田 间 小 路 、池 塘

边练。

回忆法国之旅，12 岁的王

铭建仍难掩兴奋：“我在巴黎认识

了新朋友，还去了很多地方，特别开

心，以后想唱歌给更多人听。”

刘旻说，演出开始前，法国的家长们专门

准备了点心，两国小朋友围坐在一起，用手势

或手机翻译软件聊天，互相戴上帽子或系上丝

巾。分别之际，孩子们互送礼物，依依不舍。

谈到未来，刘旻说，希望水满中心学校把

音乐教育作为特色坚持下去，让更多的孩子

陶冶性情、开阔眼界，继续唱响友谊之声。

海南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在法国巴黎参加音乐交流活动

从五指山唱到塞纳河
本报记者 曹文轩

“舟曲刺绣，讲究一针成型。针

带着线穿下去，每步都影响‘花儿’

的形态。”伴着晨曦鸟鸣，在甘肃省

舟曲县曲瓦乡城马村，几名绣娘来

到刘三翠家里，向她请教舟曲刺绣

的技巧。

刘三翠是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 保 护 项 目 舟 曲 刺 绣 代 表 性 传 承

人，她今年 73 岁，已经和针线相伴

了 60 年。

刘 三 翠 的 手 艺 传 自 村 里 的 老

人。大伙儿都把花卉作为重要的艺

术形象。在刘三翠的屋子里，帽子、

荷包等几百件作品上，最多的图案

样式就是各种花。2017 年，舟曲刺

绣被列入第四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并确认了 9 名省级非遗

传 承 人 ，其 中 ，刘 三 翠 的 经 验 最

丰富。

牡丹、菊花、荷花、梅花……随

着针线一落一挑，十几种姿态各异

的花，便在不同的布料上“绽放”，传

递出种种美好寓意。

“舟曲刺绣讲究配线和配色，搭

配好，花的‘精气神’才能绣出来。”

刘三翠说。

想要绣好一朵花，得先剪出一

朵花。

这就是舟曲刺绣的特殊技法。

无论用哪种针法，刺绣前，都要剪出

一个花形纸样。再取来糨糊，把纸

样粘到布面上，引针带线，绕着边缘

勾勒起来，最终，整个纸样被完全覆

盖到刺绣中。

刘三翠轻抚着绣有牡丹花的枕

面说道：“这样做出来的刺绣，立体

感更强、更加精细。结合绣上去的

其他图案，纹样更加栩栩如生。”

传统技艺的创新渐成趋势。在东山镇的一家剪纸刺绣工作

室里，舟曲刺绣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建琴正忙着缝制一款背包。

仔细看，她所绣的面料、花样和针法都很独特：以往刺绣多用粗

布、棉布等做衬底，而王建琴直接以麻布做底，用锁边的针法，将

花儿图案雕琢得更加精细。

“通过创新针法和载体，舟曲刺绣能够出现更多种类的作

品，也更有灵气了。”王建琴很欣慰，创新让更多的年轻人也了解

到舟曲刺绣。现在，王建琴还成了当地中小学的兼职艺术教师，

把舟曲刺绣教给孩子们。

刺绣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在峰迭新区的一间手工作坊里，舟曲刺绣省级非遗传承人

王秀云正和几名村民谈得热闹——怎么绣长短针？什么配线更

合适？在家做好什么时候来交？一下午，她先后接待了十几名

村民。

王秀云的作坊面向所有村民开放，凡是有意愿学或出售作

品的，都可以来这里找她。根据技艺水平，王秀云会分配不同的

任务，村民们将原料带回家，在农闲时制作，做完交回即可获得

报酬，产品由王秀云统一销售。去年，几十名村民先后来到这里

参与制作，产品销售额近 20 万元。

去年，舟曲县通过非遗进校园、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和主题研

学等活动，专题推广舟曲非遗 20 余场次，并在各类节庆活动中

融入舟曲刺绣元素，让这一优秀传统技艺被更多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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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3日电 （记者王珏）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

悉：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当日在

故宫博物院举行。该委员会由我国提出并于 2024 年 3 月正式获

批，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自成立以来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设

立的首个技术委员会，其秘书处落户故宫博物院。

据介绍，该委员会旨在进一步凝聚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共识，

通过文化遗产监测、评估、保护修复过程中术语、技术、材料和装

备的国际标准化工作，共享文化遗产保护先进适用技术和最佳

实践经验，共同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与水平，充分发挥标准

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成立

本报天津 5月 13日电 （记者闫伊乔）日前，由教育部主办

的卓越工程师培养现场交流推进会在天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

悉：我国正持续推进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

截至目前，我国已支持高校联合中央企业建设 32 个国家卓

越工程师学院，校企双导师队伍共有 1.7 万名，其中企业导师

8100 多名、一线总师 1300 多名；教育部等 5 部门共同作为指导

单位，支持成立“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此外，支持北京、

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4 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不断

建设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等培养新平台。

我国加快构建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

清晨的阳光洒在石阶上，69 岁的寸清华

带着 8 岁的小孙女拾级而上，走进古色古香

的和顺图书馆，翻阅新到的报刊。

寸清华家住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与

和 顺 图 书 馆 一 墙 之 隔 。 和 顺 图 书 馆 建 于

1928 年，这座乡村图书馆馆藏图书 13 万余

册，其中古籍和珍本 1 万多册。由于地处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顺古镇内，和顺图书馆

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地，2023 年到馆读者

80 余万人次。

走 进 和 顺 图 书 馆 阅 览 室 ，报 刊 整 齐 摆

放在木桌上，桌椅的边角被磨掉了漆，借书

窗口的脚踏台一踩就吱呀作响，处处可见

岁月的痕迹。对寸清华而言，坐在阅览室

门 口 的 台 阶 上 倚 门 翻 书 ，是 珍 贵 的 童 年

回忆。

“老一辈常说，书香可继百世。”寸清华

说，因古镇里崇文尚教的传统，自己一家四

代人都成为图书馆的常客。之前，一些当地

人的家里藏书少，孩子们放学后就跑到图书

馆里读书。

借 书 阅 读 是 古 镇 居 民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部分。和顺镇十字路社区居民寸玲手中的

借书证已是第三本了。平时工作繁忙，睡前

读一会儿书已成为她的习惯。和顺图书馆

馆长寸宇介绍，和顺镇有居民 7000 余人，图

书馆已办理图书借阅证 3000 多本，2023 年

外借的纸质书就有 2.8 万余册。

“我们俩今年都 60 多岁，对文化很感兴

趣。感谢晓娟，让我们记住了腾冲，记住了

和顺图书馆。”2020 年，和顺图书馆馆员何

晓娟收到这样一封来自游客的感谢信。

每天游客盈门，何晓娟除了给游客介绍

借阅流程，还不时化身馆史讲解员。“游客问

得最多的，是怎样办借书证。”何晓娟说，但

借书证只有本地和常住居民能办理。每当

游客露出遗憾的神情，何晓娟就会引导他们

来到移动图书馆的阅览机前，“扫码可以下

载电子书和讲座视频，还可以阅读部分馆藏

的古籍珍本扫描本。”

“让图书馆发挥更多功能，传递文化之

美。”寸宇说。利用图书馆内及周边的开阔

场地，寸宇带着馆员们开展知识讲座、展览、

培训等志愿服务活动。

“和顺讲堂”是图书馆长期举办的特色

讲座品牌，邀请学者来讲授传统文化等专题

内容。“规模最大的一次讲座，工作区的小院

内 挤 了 100 多 人 ，大 家 讨 论 得 很 热 烈 。”寸

宇说。

高举的手臂，期盼的眼神，毫不怯场的

提问……在一次阅读推广活动中，寸宇对腾

冲 市 猴 桥 镇 猴 桥 民 族 小 学 的 学 生 印 象 深

刻。为了更好满足偏远地区学校学生的阅

读需求，和顺图书馆与猴桥镇中心小学、猴

桥民族小学签了“互借共建协议”，除了不定

期提供借阅图书馆新书服务，一些科普展览

和教育讲座也在这里开展起来。

远离古镇的村庄、偏远地区的学校、边

防哨所……和顺图书馆不仅把书籍送到了

更多有需求的地方，还建起大庄社区分馆等

9 个分支阅读点，联合镇内学校共同完善校

园阅览室，并举办阅读推广活动，让图书“流

动”起来。

图为和顺图书馆主馆。

闫生武摄

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图书馆拓展阅读服务功能

百年乡村图书馆，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 张 驰 李茂颖

本报上海 5月 13日电 （记者吴月）12 日，首届全国大学生

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此前，大学生职业

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赛道、学生成长赛道和学生就业赛道

总决赛先后举办。总决赛决出金奖、银奖、铜奖，以及单项奖、优

秀组织奖、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奖项。

本次大赛由教育部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以“筑梦青春志

在四方 规划启航职引未来”为主题，以立德树人、就业育人为

主线，努力打造强化生涯教育的大课堂、促进人才供需对接的大

平台、服务毕业生就业的大市场。

大赛自 2023 年 8 月启动以来，高校师生踊跃参与，累计报名

学生 952 万人，覆盖高校 2740 所，其中学生成长赛道报名 744 万

人、学生就业赛道报名 208 万人。课程教学赛道有 3707 名就业

指导教师参赛，覆盖 1565 所高校、1921 个课程教学团队。

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采用“主体赛事+同期活动”

的整体设计。根据赛事整体安排，各地各高校配合主体赛事广

泛开展招聘会、职业体验营等活动。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就业指

导和校园招聘活动 8.17 万场，提供岗位超百万个。

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总决赛决出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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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

校，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的孩

子在排练。

图②：五指山市水满中心学

校，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团的孩

子在练习合唱。

以上图片均为李天平摄

图③：五指山黎苗童声合唱

团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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