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3 文化文化2024年 8月 22日 星期四

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黄超）近日，教育部印发通

知，公布第二批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国

优计划”）试点高校名单，包括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首

都师范大学等 11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和香港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 2 所香港地区高校。

据介绍，从 2024 年起，第二批“国优计划”试点高校通过

推免或在读研究生二次遴选进行招生，重点为中小学培养研

究生层次高素质科学类课程教师。这是推动高水平高校为中

小学培养研究生层次高素质教师，夯实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

础的进一步举措。

通知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积极支持“国优计划”研究

生培养工作，每个省份推荐不少于 5 所省域内优质中小学作

为“国优计划”教育实践学校；要求试点高校加强“国优计划”

统筹，完善招录考核流程，切实遴选有志从教且适合从教的学

生攻读，并构建特色课程体系，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与教育家精

神引领，重视人工智能、交叉学科、STEM（科学、技术、工程、

数学）教育相关课程建设，注重教育与理工农医结合，科技教

育与人文教育结合。

通知强调，要畅通学生从教通道，要求各地根据“国优计

划”研究生取得的中小学教师资格学段与学科，积极推动“国

优计划”研究生到中小学任教；鼓励各地探索试点高校与优质

中小学建立“订单”培养合作关系。

第二批“国优计划”试点高校公布

本报北京 8 月 21 日电 （记者吴月

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获悉：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的储存

环流强日前达到 12 毫安，这是高能同步

辐射光源建设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标志

着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加速器建设成功，

进入了调束快行道。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我国及亚洲首

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也是全球首批

10 皮米弧度量级自然发射度的光源之

一，其关键是一台具有极低发射度的全

新储存环加速器。

经过 5 年建设，今年 7 月 1 日，高能

同步辐射光源储存环完成全部设备研制

和安装，启动多系统联合调试，随后加速

器物理与各硬件系统交叉协作，完成磁

铁极性测试、硬件远控测试、调束软件—

硬件测试等加速器联合调试。此外，为

了应对超低发射度储存环首圈调束可能

面临的各种挑战，加速器物理与束测系

统基于增强器开展了大量的束流实验，

为储存环调束监测手段做了充分准备。

7 月 23 日 12 时 45 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储存环正式开机调束。当天，开机仅 3
小时即实现了单束团电子束的高能输运

线传输及储存环首次在轴注入，随后成

功实现单束团电子束绕储存环首次循环

贯通。8 月 6 日凌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储存环首次成功实现单束团束流存储。

随后启动多束团注入调试，并通过斜四

极铁强度调节、全局及局部闭轨测量与

校正、注入束电荷量及稳定性优化等手

段，持续提升存储流强和束流寿命。 8
月 18 日，储存环成功存储 35 个束团，流

强达到 12 毫安。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我国“十三五”

期间优先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之一，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担建设，于 2019 年 6 月

启动建设，建设周期 6.5 年。目前，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直线加

速器、增强器已满能量出束，储存环正在束流调试，光束线站

正在加紧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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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杨昊、黄佩珊）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近日在京启动“宋庆龄少年儿童未来科

学日”，第十九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颁奖活动同期举

办。活动旨在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和热爱，引导青少年

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助力

青少年肩负起科技强国建设的创新责任。

据了解，本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共收到来自海内

外 4 万余名青少年提交的 3.9 万余件参赛作品，创历届新高，

共有 525 件作品获奖，其中发明作品 279 件、人工智能（编程）

作品 115 件、创意作品 66 件、科技绘画作品 65 件。

“宋庆龄少年儿童未来科学日”期间，中国科协、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组织开展了发明奖优秀作品展、院士科普讲座、AI
星火科创营、机器人嘉年华等 14 项配套活动，联动多地教育

部门、科普机构、中小学校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活动，在

全社会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第十九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揭晓

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金歆）近期，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组织 300余名师生分两批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

拉尔国家研学基地，开展东西部协作海拉尔研学活动。

此次研学活动聚焦民族之情、爱国之情等关键词，选取彰

显民族地区特色的研学主题内容，让学生沉浸式了解草原文

化、民族特色文化：学生在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了解当地历

史，感受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互动；在莫日格勒河畔，两地学

生共赏美景，交流感情；在额尔古纳市，学生观看马术实景演

出，感受特色民俗。

自 2023 年相关工作协议签署以来，两地教育部门围绕教

师队伍能力提升、结对帮扶等，积极探索深度协作新模式。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在“组团式对口支援”的基础上，创新教育协

作方式，将支援合作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深化两地师生交

往交流交融。本次活动，就是北京市实践教育协作的新探索。

北京开展东西部协作海拉尔研学活动

本版责编：肖 遥 曹雪盟 陈世涵

前不久，一场名为《立秋·风吹麦浪》的立

秋主题音乐会在重庆大剧院举行。

这是重庆大剧院“民乐四季”系列音乐会

中的一场。自 2022 年起，每逢立春、立夏、立

秋、立冬等节气，重庆大剧院都会定期举行

“民乐四季”音乐会。本场音乐会以立秋为主

题，给民众带来独特的秋日体验。

距 离 音 乐 会 开 始 还 有 一 小 时 ，不 少 观

众 已 经 来 到 大 剧 院 ，参 加 音 乐 会 的 预 热 活

动——“传统文化之夜”。

猜灯谜、投壶、蒙眼敲鼓、书法体验……

众多摊位令人目不暇接。观众身着各式传统

服装，在主题海报前合影留念；民族乐器展位

前，二胡、柳琴、中阮、琵琶等传统乐器吸引了

不少目光，几名小朋友化身“小小演奏家”，表

演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我们希望通过举

办‘传统文化之夜’预热活动，传播民俗和民

乐文化。”重庆大剧院总经理贺文说。

开演时间逐渐临近，观众陆续走进剧场

落座。开场铃声响起，聚光灯点亮舞台，重庆

民族乐团的演奏者们身着传统服装依次登

场。以金色为主色调的舞台上，灯光装置营

造出“水中有月，月映水中”的景象，令观众仿

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之中。

随着二胡带出主旋律，曲笛、梆笛、笙、琵

琶等乐器陆续加入，音乐会正式开始。为了

更好凸现立秋主题，本场演出选择了《风吹麦

浪》《花好月圆》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表达

喜迎秋日、迎接收获的美好寓意。

除了《风吹麦浪》《四岸秋光好》《大江奔

腾》等传统民乐曲目，乐团还对《起风了》《晴

天》等流行歌曲进行改编，力求给观众带来新

意。每一曲结束，场内都响起阵阵掌声。

舞台上既有中国传统乐器，也能见到大

提琴、小提琴、钢琴等西洋乐器。原创作品

《数智未来》以传统演奏技法为基础，在运用

琵琶、二胡、笛子、阮等中国特色民族乐器的

同时，巧妙融入电子音乐与钢琴，实现古典与

现代的碰撞，满足年轻观众对多元音乐风格

的喜好。

“西洋乐器的加入，能让听感更加立体丰

沛。”重庆民族乐团团长何建国说，“我们以传

统乐器为表演重心，追求更生动、更交融的音

乐形式，希望让观众们看到现代民乐的活力。”

作为重庆大剧院系列主题演出之一，“民

乐四季”音乐会举办以来，累计参与人数近

1.3 万人次。“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民乐、爱上

民乐，在民乐的陪伴下感受每一个节气的丰

富文化内涵。”重庆文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冉斌说。

重庆大剧院举办主题音乐会—

听，民乐里的节气之美
本报记者 王欣悦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之江文化中心内的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以下简称“浙江省

非遗馆”）3 层的传统表演艺术厅内，一出出

精彩剧目轮番上演，引得阵阵叫好……暑期，

浙江省非遗馆格外热闹，非遗传承发展青年

沙龙、传统戏剧展演、非遗美食体验等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如何参观
一条主线串联文化空间

浙江省非遗馆极富江南风韵的建筑外观

格外引人注目：屋顶层叠错落有致，大小窗户

排布墙面。透过一扇巨大的玻璃窗，一座古

戏台映入眼帘。

浙江省非遗馆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展

览空间从地下一层到地上四层，面积约 1.5 万

平方米。

刚一进门，不少观众便向工作人员询问，

“大船在哪里”“戏台怎么走”“小朋友可以体

验的非遗项目在哪一层”……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浙江省非遗馆馆长郭艺介绍，该馆以“一条逻

辑主线+三个文化空间+若干互动体验”的总

体思路设计展陈，展览设置“向海而生”“寻山

问居”“觅水行商”3 个文化空间，将最能体现

地域性特征的非遗项目有序组合，生动呈现

浙江非遗文化生态的完整样貌。

在展陈布置上，浙江省非遗馆以浙江省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为主要依托，将基本

陈列划分为“口传·印记”（民间文学）、“手艺·
生活”（传统技艺，传统美术）、“身心·智慧”

（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仪庆·
精神”（民俗）、“演绎·风韵”（传统戏剧，曲艺，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五大板块。

诸多展陈中，大家津津乐道的“大船”“古

戏台”等最具代表性。

在“向海而生”文化空间，浙江省非遗馆

的标识性展项——“绿眉毛”海船三桅三帆，

按航海实船标准打造，其因船头眼上方有条

绿色眉而得名。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

任、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祝汉明

介绍，该船场外筹备制作历时 3 年多，采用国

家级非遗项目传统木船制造技艺定制打造，

完整还原传统“绿眉毛”海船的 47 道制作工

艺，是一艘可以下水的船。

在 传 统 戏 剧 厅 ，用 柚 木 搭 建 而 成 的 古

戏 台 静 静 矗 立 。 祝 汉 明 说 ，该 戏 台 是 浙 江

省非遗馆的一大视觉地标，由古建筑专家花

费 3 年 多 时 间 主 持 建 造 ，由 一 支 平 均 年 龄

65 岁的匠人团队手工打造。“戏台并不是摆

设，这里轮番展演浙江 58 个传统戏剧项目

折 子 戏 ，成 为 大 众 走 进 非 遗 的 媒 介 。”祝 汉

明说。

如何策展
关注非遗传承人与当下生活

非 遗 馆 该 向 大 众 呈 现 什 么 ？ 2019 年

初，随着之江文化中心开工建设，浙江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团队开始思考这一

问题。

截至目前，浙江有 9 项非遗项目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2 项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另有 241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996
项省级非遗项目。非遗馆是浙江非遗保护工

作的窗口，必须把“家底”展现好。

为更好地建设非遗馆，并与博物馆展陈

区别开，团队边征集展品边调研，花费一年半

时间，逐渐找到答案——“如果说博物馆侧重

的是物和历史，那么非遗馆就应该关注人与

过程。”祝汉明说。

在团队看来，非遗馆的展陈如果“碎片

化”，即一个个非遗项目的陈列展示，观众就

不 能 具 体 地 了 解 其 前 世 今 生 。 祝 汉 明 说 ：

“非遗主体是代表性传承人，因此展陈内容

要与传承人有关，与当下生活有关，与社会

发展有关。”

回忆筹办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团队备受

感动。“非遗馆的建设离不开社会力量，代表

性传承人给予我们很多支持。”祝汉明回忆，

曾有传承人对团队说，“非遗馆就是我们的

家。”这令大家颇为动容。

馆 中 筹 集 展 出 的 1022 件（套）展 品 背

后，有许多感人故事——收到龙泉青瓷烧制

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绍斌的作品《农

家记忆》时，他 已 然 离 世 ，捐 出 这 件 作 品 是

他 的 遗 愿 ；宁 波 朱 金 漆 木 雕 国 家 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陈 盖 洪 坚 持 不 懈 ，最 终 说 服 家 人捐

出万工轿……

在浙江省非遗馆，展演与展陈同台，内容

与观众互动，团队希望以温度和情感，彰显出

非遗的“人间烟火气”，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

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有共鸣的内容。

如何传承
体验教育贯穿始终

每到假期，非遗馆负一层的传承体验中

心和四层的展示教育拓展室都会吸引许多观

众，其中不乏外省观众。非遗体验活动和系

列研学课程尤其受人欢迎。

经过浸湿方巾、固定夹缬板、浸泡染色等

一系列工序，完成一幅印染图案；通过了解西

湖绸伞伞面装饰的刷花工艺，亲手刷制一幅

创意装饰画……体验过后，带儿子来参观的

江苏观众张女士感到很有趣，“在动手体验过

程中零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孩子也领略到浙

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在浙江省非遗馆，除了固定展陈，大量活

态非遗展演和非遗研究也不容错过。

在“越山向海”基本陈列厅，不定期有非

遗传承人为大家现场演示。伴随着叮叮当当

的敲打声，国家级非遗锡雕代表性传承人盛

一原的展位旁挤满了人。他边打边解说，观

众也可以上手一试。

位 于 三 层 可 容 纳 200 人 的 传 统 艺 术 表

演厅，常态性展演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包括

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传统体育和

杂技等；同楼层的古戏台上好戏连台，昆曲、

越剧、婺剧、木偶戏、瓯剧等演出时总是座无

虚席。“非遗馆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到其

功能定位，建筑面积的 43%用于展陈、教育，

这个比例在全国各非遗馆中也是很高的。”

祝汉明说。

作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保护研究部主任，薛益泉不仅参与了前期场

馆 的 筹 办 ，如 今 每 年 也 肩 负 着 调 查 研 究 任

务。“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关注各种非遗技艺

和传承人。”他说，希望通过研究，一方面为

非遗研究开拓思路，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研

究成果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走近更多

老百姓。

在浙江省非遗馆的规划中，非遗馆还要

分层级展示不同内容，细化文化服务内容，比

如针对儿童、青少年、中老年等设计差异化内

容。“只有内容更多元，非遗馆的活力才能持

续保持，我们要不断产出文化内容，让观众感

到常来常新。”郭艺说。

图为浙江省非遗馆外景。

浙江省非遗馆供图

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活态呈现非遗项目，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精心策划展览 丰富参观体验
本报记者 窦瀚洋

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依

托徽文化和自然生态优势，拓

展多元新业态，促进文旅产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带 动 区 域 经 济

发展。

图为游客在黄山市黟县宏

村景区游览。

张 鹰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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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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