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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朝阳区两会上，有

这样一个特殊的“观摩团”：7 名中学生、2 名

大学生、5 名老师。“在现场，我们看到的不再

是停留在书本中的政治知识，而是摸得着的

国计民生、有温度的柴米油盐。”“观摩团”成

员、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学生张骞予说。

从校园“小课堂”，到社会“大课堂”，近年

来，朝阳区坚持开放办教育，充分调动各方资

源，持续提升区域教育水平。截至目前，朝阳

区组建 21 个中小学教育集团，持续推动特色

办学，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覆盖全区。

思政课，开门办

冬日里，以时尚著称的三里屯，在琅琅读

书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天。紧邻这片潮流街区

的 ，就 是 拥 有 近 70 年 历 史 的 朝 阳 区 实 验

小学。

“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才能为他

们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北京市朝阳区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陈立华说，“在做好校内教

育的同时，我们打破学科壁垒，带孩子走出校

园，融入社会这个大课堂。”

不久前，一群小观众来到中国航天员中

心。在中国首位“太空教师”王亚平的带领

下，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实景思政课。“不仅

学到了天文知识，也感受到航天员们无私奉

献、勇于攀登的精神。”朝阳区实验小学一年

级 3 班学生黄裕淋说，“我们要好好学习，长

大后为国家作贡献。”

“如何进一步优化亮马河的环境？”“我的

建议是保护恢复本地植物群落。”亮马河畔，

清华附中朝阳学校模拟政协社团的同学们通

过实地参观，在老师的引导下为城市建设出

谋划策。社团成员向阳说：“我们的建议真的

被采纳了，能为城市发展出份力，大家都感觉

特别自豪。”现在，像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这

样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在朝阳区已

有 10 个。

思政课，开门办，朝阳区正在探索一条特

色之路。“我们与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

业、学术组织等单位开展深度战略合作，形成

全社会共同支持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朝阳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董健介绍，近年来，朝阳区

先后成立了教育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科

学、艺术两个特色教育联盟，“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内容融入其中”。

思 政 课“ 活 起 来 ”，学 生“ 动 起 来 ”。 走

出 校 园 ，用 学 生 喜 欢 的 方 式 、听 得 懂 的 语

言，将高大上的理论讲得接地气，将有深度

的 知 识 讲 得 有 温 度 。“当 思 政 课 走 出 教 室 ，

课 程 变 得 不 再 枯 燥 ，更 重 要 的 是 孩 子 们 在

这个过程中认识和了解了社会。”朝阳区委

书记文献说。

好学校，门口建

朝阳区，有城亦有乡。 2024 年，朝阳区

完成 7.6 万人口整建制“农转非”，目前常住人

口 344.6 万。在这样一个大区，如何均衡教育

资源，考验着智慧，也体现着担当。

“谁不知道家门口上学方便，可是学校口

碑不是很好，怕耽误孩子。”为了让孩子上好

学，王四营地区的家长田凤程没少犯愁，“也

想过送私立学校，但学费负担确实有些难以

承受。”

没想到变化如此之快。 2024 年秋季学

期，北京市十一学校朝阳实验学校小学部正

式招生。“就在家门口，孩子 10 分钟就能到

校。”田凤程说。

崭新的操场，完全开放的公共学习空间，

教室变身学习工作室……“我们用先进的教

育理念办学，把好学校办在百姓家门口。”北

京市十一学校朝阳实验学校校长刘可钦介

绍，学校小学部规划办学规模为 72 个班，提

供 2880 个学位，“初中部正在建设，可提供

1920 个学位。”

敞开大门，将优质教育资源“请进来”：与

北京化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中医

药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中华女子学院 5 所大

学联合建设北京中学科技分校；与北京市十

一学校共建北京全市首个科学高中——北京

科学高中……

练 好“ 内 功 ”，集 团 化 办 学 以“ 强 ”带

“弱”。作为朝阳区百年老校，北京市陈经纶

中学自 2011 年开始集团化办学。陈经纶中

学教育集团校长刘雪梅介绍，目前，集团已形

成了纵向沟通、横向联合、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的集团化办学模式，“我们现在是‘1 校 35
址’，分布在朝阳区各个区域”。

如此大的规模，教学质量如何保证？“每

个月集团校都会安排听评课活动，名师导师

团 推 门 听 课 ，还 专 门 设 立 了 骨 干 教 师 工 作

室。”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教师游英乔说，为了

提高教学水平，自己拜了语文名师冯淑娟为

师，“如今，我也开始带‘徒弟’了”。

据了解，像这样的骨干教师工作室，陈经

纶中学教育集团共有 77 个。“集团内干部、教

师之间会进行为期一到两年的互换交流，完

成带教，参与教研，最大限度实现优质师资资

源共享。”刘雪梅说。

坚持外“引”内“扩”，让家门口的学校越

来越好。截至目前，朝阳区共组建了 21 个中

小学教育集团，以及 28 所北京市中小学科技

教育示范学校、41 个市级高水平艺术科技社

团、85 个区级学生优质科技社团，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全区。

好教师，助成长

“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孩子成

长路上的引路人和参照系。”走在北京市第八

十中学的校园里，校长任炜东跟路过的学生

打招呼，“我们的心愿是与同学们一起构建一

个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教育生

态 ，让 学 习 成 为 每 个 人 的 生 活 习 惯 和 生 活

方式。”

推动教育改革创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关键在教师。在逐年扩大办学规模、做强

硬件设施的基础上，朝阳区聚焦“名师、名长、

名校”，大力培养教育家型校长、专家型教师，

做强做大优质教师队伍。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每年的新教师入

职培训，师德修养都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

第一课。任炜东说，学校秉承“一人一天地，

一木一自然”的办学理念，不仅针对学生也

针对老师，“要想孩子学得好，首先要让每一

名 老 师 都 建 立 正 确 的 价 值 取 向 和 思 维

方式”。

“办成什么样的学校不是目的，培养出什

么样的人才是根本。”在北京中学，这里的老

师既有来自国内的博士、博士后，也有操着流

利中文的外籍教师。在校长夏青峰看来，教

师队伍建设的思路应该是“和而不同，乐在

其中”。

“我们不断为教师搭建与外界交流的平

台，鼓励并支持教师跨校交流、跨界交流、跨

国交流。”夏青峰说，“当教师视野宽了，格局

大了，底蕴厚了，教育才能真正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自 2004 年 开 始 ，朝 阳 区 启 动“ 双 名 工

程”。20 多年来，朝阳区设立了 20 多个高端

人才培养品牌项目，对近百名校长、教师、班

主任等实施教育家型校长培育、专家型教师

培养、班主任领军人才塑造。

截 至 目 前 ，朝 阳 区 有 市 级 特 级 校 长 29
名，特级教师 285 名，正高级教师 218 名，市级

以上骨干教师 507 名，各级各类骨干人才占

全区专任教师的 58.1%，高端人才增量与总

量在北京市名列前茅。

文献表示，朝阳区是开放活力大区，为

开 放 办 学 提 供 了 优 越 的 社 会 环 境 ，为 孩 子

们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接触社会提供了宽

广 的 舞 台 。 同 时 ，朝 阳 区 经 过 多 年 努 力 和

持续深化改革，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

及 性 和 便 捷 性 显 著 提 升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文献说。

北京市朝阳区坚持开放办教育提升教育普惠性—

让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本报记者   王昊男   本报通讯员   崔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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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文艺风貌的舞台呈现，更是

文化传承的坚韧纽带。透过戏剧，我们

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看懂生活、认识世

界。戏曲作为独特的戏剧形式，与人们

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拥有深厚的群众

基础。

我曾有幸与很多专业戏曲演员切磋

交流。戏曲演员对台词功夫的精妙拿

捏、表演爆发力的精准掌控、韵律节奏的

细腻把握等，可谓处处皆学问，对我的话

剧表演创作深有启发。其中，最触动我

的是戏曲与人民之间那质朴且历久弥坚

的情感联结。

戏曲与人民相互依靠、相互成就。

每逢佳节良辰，或是庙会集会，那一方戏

台常常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台上的演

员倾情演出，台下的观众沉浸其中，剧情

起伏，共同悲喜。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

信等传统美德，亦借助戏曲那韵味悠长

的唱腔、生动鲜活的人物，潜移默化地融

入观众心间，发挥养心志、育情操的作

用，对社会风尚产生深远影响。

但不可忽视的是，戏曲艺术在当下

面临诸多挑战。要实现戏曲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也需要做好“人”的文

章。这既需专业院团及从业者秉持匠心

打造艺术精品，还需广大戏曲爱好者以

及全社会对传承与传播的助力。

立足新时代，如何高扬中华民族的

文化主体性，将戏曲这一中华文明瑰宝

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如何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戏曲守正创新？近日，随着《声声

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播出，观众看

戏更“入戏”。节目中，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地铁司机 、

环卫工人、高校学子……他们或组建票友社团，定期开展交

流活动；或将普法宣传、反诈知识融入京剧，赢得居民欢迎；或

乘云入网开展直播，不断“圈粉”年轻人。京剧与票友充分互

动，传统艺术之美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让我们看到戏曲事业的

无限生机。

国潮澎湃的今天，戏曲在年轻人中日益流行起来。年轻

人以饱满的文化自信，做美学研读、搞创作跨界、上网络直播，

戏曲音乐传递“满满中国风”，戏曲身法展示“中华美学”，戏曲

境界传递“中国式浪漫”……传统戏曲与年轻人双向奔赴，多

元的创意、新颖的想法、蓬勃的活力，赋予古老艺术以时代气

息。当更多人接触并喜爱戏曲、喝彩叫好，当更多观众加入传

承 、走 上 舞 台 ，戏 曲 便 可 看 见 更 广 阔 的 天 地 和 薪 火 相 传 的

未来。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戏曲之于票友，是一种感

悟人生的方式、一份对美好生活的寄托；票友之于戏曲，是滋

养生长的土壤、是生根发芽的依托。我们乐于见到为人民绽

放的戏曲百花园，在人民的悉心浇灌中，永远生机盎然。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本报记者郑海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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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周末，安徽亳州市博物馆讲

解员田园园很忙，除了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还要接待来“画文物”的孩子们。

亳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史前文

化、老庄文化、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异彩纷

呈，亳州市博物馆收藏有 4000 多件文物，纵

贯上下五千年历史。

如何发挥博物馆的资源优势，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亳州市博物馆推

出“我在博物馆画文物”等活动，让文物可知、

可感、可见，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

田园园说，2016 年，亳州市首届“我在博

物馆画文物”活动在亳州市博物馆举行，并取

得了圆满成功。此后，这项活动每年举办一

届，参与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品牌影响力也越

来越大。2021 年，“我在博物馆画文物”正式

升级为安徽省级文化品牌活动。

“成为省级文化活动的首年，参赛作品就

有 1 万多件。”亳州市博物馆馆长吴磊说，“我

在博物馆画文物”活动每年都有近万名青少

年参与，累计征稿近 4 万件，评选出获奖作品

1300 余幅。全省博物馆累计举办画文物作

品专题展览近百场，近百万人次观展。

吴磊介绍，亳州市博物馆还依托“文物+
互联网”模式，推出“我在博物馆画文物”VR

（虚拟现实）云展览、文物短视频，拓宽展览展

示平台。

“这里陈展的是‘奔马画像砖’，它出自亳

州城内的曹操宗族墓群。我们可以看到，画

像中一笔一画勾勒得栩栩如生……”节假日，

田园园经常向拿着画板的孩子们讲解文物。

馆内 500 多块汉代砖，不仅是研究汉代雕刻、

绘画和书法艺术的珍品，也成为许多“小画

家”临摹、学习的对象。

13 岁的中学生尹紫薇从 5 岁开始就经常

来博物馆“画文物”，大大小小的各类文物展

品，几乎被她画了个遍。“古代工匠能够在砖

上的小小空间内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

世界，让我非常着迷，我很喜欢画汉代砖。”尹

紫薇说。

除了“画文物”活动，亳州市博物馆还通

过馆舍提升改造、丰富活动内容等举措，吸引

更多人走进来，传承历史文化。

田园园见证着亳州市博物馆的变化：“近

年来，我们博物馆进行了一系列展陈提升改

造，环境更舒适了，还设置了多媒体展示、虚

拟现实体验、互动投影、触摸屏幕查询等设

施，配合声光电技术，加入海浪音效、投影展

示，让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活’起来，让游客

有更好的观感和体验。”

田园园说，亳州市博物馆还推出了“夜游

博物馆——欢乐奇妙夜”系列活动，开展非遗

展演、文艺汇演、亲子寻宝等活动，成为安徽

省首家夜间开放的博物馆。每当活动举办，

现场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有演出、有非

遗，还能动手参与活动，玩得非常开心。”市民

曹女士说。

近年来，亳州市博物馆还开展了曹操宗族

墓群文字砖拓片全国巡展，走进江苏、河南、陕

西、甘肃等地，扩大亳州文博事业的影响力，助

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开展“架起沟

通历史的桥梁”流动展览、非遗展示展演、亳博

课堂等适合进校园、下基层的教育项目，丰富

农村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增强孩子们对于家

乡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据 统 计 ，近 3 年 亳 州 市 博 物 馆 共 开 展

各 类 活 动 1500 多 场 次 。 亳 州 市 博 物 馆 已

连续 4 年在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活动总量排名

中位列第一。亳州市博物馆《展教研文四位

一体   构建“画文物”共享模式》，获评国家文

物局 2023 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

例，也是安徽省唯一入选案例。

安徽亳州市博物馆举办多种活动丰富参观体验

来 ，到 博 物 馆 里“ 画 文 物 ”
本报记者   徐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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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饲料配方工业软件近日在北京发布。该软件由中国农

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联合塬数科技（无锡）有限公司研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饲料配方工业

软件的行业垄断。

饲料研究所研发团队利用长期积累的科研成果，研发出饲

料原料加工特性数据库、水产饲料营养数据库和反刍动物饲料

营养数据库。其中，饲料原料加工特性数据库是全球唯一的饲

料加工方面的数据库。同时，整合全球公开的畜禽营养与饲料

数据资源，采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了

灵活、高效、安全的饲料配方工业软件应用平台，并从数据存

储、传输到访问控制等各个环节构建严密的安全防护体系。

当前，我国饲料工业企业使用的配方软件主要来自国

外。研发自主可控的饲料配方软件，有助于立足我国国情和

资源禀赋，突破玉米豆粕型饲料配方束缚，推动多元化饲料配

方及绿色低碳精细化生产，提升饲料生产效率，提振我国饲料

工业核心竞争力。

我国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饲料配方工业软件

本报北京 1月 12日电   （记者黄超）近日，河南虞城县卓

越校长培养项目集中研修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51 名虞城县

中小学校长参加培训。培训由北师大专家学者和北京部分中

小学相关负责人授课，涉及薄弱学校发展与治理、校长领导力

提升、课程建设、校园文化等内容。

卓越校长培训项目为期 3 年。该项目是北师大“百县千

校万师计划”的重要举措，面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脱贫县和陆

地边境县，培养更多“四有”好老师。

自 1995 年与虞城县结对帮扶以来，人民日报社积极服务

当地教育发展，助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 2024 年秋季学期，北师大强师工程服务站在虞城设

站，人民日报社参与共建。近日，虞城县人民政府及当地教育

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赴北师大珠海校区参加引才宣介会，向河

南籍“优师计划”师范生介绍该县教育发展情况以及人才引

进、职后发展等政策，进一步激发学生赴脱贫地区从教的决心

和热情。

河南虞城县卓越校长培养项目开展集中研修

本报哈尔滨 1月 12日电   （记者郭晓龙）11 日晚，从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开往漠河市的 2025 年首趟民族非遗文化列

车——K7041 次列车开行，让游客在畅游冰雪的同时，了解民

族文化，提前感受年味。

随着冰雪游持续火热，“神州北极”漠河成为热门旅游目

的地。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联合大兴安岭地区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开行了民族非遗文化列车，邀请杜拉尔氏桦树皮

烫画、鄂伦春族口弦琴、赞达仁民歌、鄂伦春刺绣、康氏面塑等

非遗项目传承人在车上现场展示传统民族技艺和文化，并现

场讲解、传授技艺，让旅行从“看风景”升级为“品文化”。

黑龙江开行 2025年首趟民族非遗文化列车

本版责编：肖   遥   曹雪盟   陈世涵

侗族鼓楼是侗族村寨

的标志性建筑，结构精巧，

造型美观，可存数百年不

朽。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

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鼓楼是侗族村寨遇到

重大事件时的议事会堂，

也是人们娱乐休闲和节日

聚会的文化场所。图为 1
月 12 日，湖南省怀化市通

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长安

堡村，工匠在修建鼓楼。

粟勇主摄     
（人民视觉）  

木
构
之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