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22年6月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丁艺婕 美术编辑：朱织燕 电话:021-37687001 E-mail:sjbszym@126.com 05

在老师的带领下，一队小

朋友一路欢声笑语往隆子县玉

麦乡文化广场走去，他们要和

村民们看一场特别的表演。“我

还是第一次看到关于自己家乡

故事的歌舞表演，特别期待。”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玉麦

乡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今年 9
岁的旦增片多翘首以盼。

5 月 31 日，西藏自治区歌

舞团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

真实故事发生地玉麦乡首演，

这部剧作讲述了桑杰曲巴和

女儿卓嘎、央宗放牧守边的故

事。“从 2018 年 3 月在玉麦采

风 开 始 ，这 部 剧 耗 时 超 过 4
年。”《天边格桑花》总导演加

永江措说，歌舞团将在西藏各

地巡回演出。

2018年，当守边故事里的日拉雪山

出现在眼前，自己才意识到人在自然面

前的渺小，而两姐妹却能坚守多年，加永

江措说，重回玉麦，他第一时间让演员们

感受这个群山环抱、云雾缭绕的小村庄

里特有的氛围。

“冒雨在夜里听着四面风声，剧本文

字背后的情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

其中，这个边境村庄特有的孤独感让我

不禁自问：这三十多年，卓嘎姐妹是如何

度过的？”在歌舞团工作了 20 年的次仁

央宗说，这次观看首演的观众是对这段

故事最熟悉的人，他们生长在玉麦——

自己必须把卓嘎坚定的信念展现出来。

“我想起小时候，卓嘎奶奶给我们讲

她阿爸的故事，看了表演，他们放牧守边

的场景好像就在眼前，我长大以后也要

守护这片土地。”台下的旦增片多入了

迷，她说，村里这几年变化很大，修好了

路，建起房子，学校里也有更多小伙伴。

央宗的儿子索郎顿珠今年27岁，现

在是玉麦乡玉麦村第一书记，他说：“村里

的人也会向往外面的世界，而玉麦已不再

是‘孤岛’，进出困难是从前的事了。”

如今，玉麦乡并入国家电网，解除了

用电不稳定的困扰；通网后，玉麦人用起

了微信支付；在玉麦，基层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平台、无人自动气象观测站等相继投

入使用，篮球场等活动场所正在修建……

2021年，全乡人均年收入达到近4万元。

2022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备考工作紧锣密鼓地

展开。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如何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高考保障工作，力保考生“应考尽考”“一个不

落”？怎样加强人防、物防、技防，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安

全？各地为“护航”高考纷纷亮出高招。

北京：封控区“一人一考场”
北京今年高考报名考生共 5.4 万人，截至 5 月 29

日，处于封控、管控状态的考生约3400人，考前多数考

生能解封，对新的封管控情况将及时动态调整。

分类做好涉疫考生的考试组织工作，确保考生“一

个都不能少”。封管控区的考生，将在符合条件的宾馆

酒店或具备食宿条件的学校考点参加考试。考试前一

天，安排专车将此类考生闭环转运至封管控考点；考试

期间，考点将为考生提供“吃住行考”一体化的考试保

障。封控区考生实行“一人一考场”，管控区考生可多

人一考场，考位间距不小于2米，来自不同管控区的考

生安排在不同考场。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处于

集中医学观察期的考生，使用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和医

疗救治场所设置的考场。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每个考点均

配有生活服务、学业指导、心理咨询等老师，能随时与

考生沟通联系，在符合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帮助解决考

试期间各类问题、需求。班主任、任课老师在非考试时

间段也会和考生保持联系，做好学业指导和心理疏导。

广东：抓实抓细 贴心关怀
广东优化考生服务、加强协同配合，在交通出行、

卫生防疫、噪音治理、防暑降温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

记者在江门市多个考点看到，考场已按考试要求布置

完毕，教室门口配备了免洗洗手液、电子体温枪等防疫

用品。在恩平市第一中学高考考点，老师们对即将用

于考场上防作弊的人脸识别平板电脑和金属探测仪进

行检查，确保考场设备正常使用。

汕头市按下“静音”键，6 月 1 日至 28 日高考等考

试期间，对公共服务场所超标排放噪声、商业经营活

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等作出禁止规定。珠海市启

动高考爱心车队公益活动，集结 200 辆出租车，为高

考考生提供免费车辆接送服务。考生可预约报名，由

工作人员配对、确认，落实每名考生的送考车辆。届

时交警将为爱心车队开辟绿色通道，确保送考车辆及

时、安全抵达考场。

四川：制定特殊情况应急处置办法
目前，四川省内各考点所在区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前谋划部署，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新制定特殊情况应急处置办法，针对全域封控、考

试前及考试期间突发疫情等极端情况，设定 7种涉疫

特殊考生和 5种不同类型考点考场，分类制定具体组

考要求。

针对不同考生，制定个性化方案，分类细致做好服

务工作。对滞留省外的四川考生及滞留四川的外省考

生，四川组建滞留考生摸排工作专班，市、县两级招生

考试机构建立摸排工作微信群，“一对一”开展服务工

作。同时建立全省滞留外省考生工作台账，逐一落实

滞留考生的详细地址、健康情况、联系方式、管控措施

以及返程安排等信息。对残疾考生等特殊群体开展摸

排，对确需提供合理便利的考生，针对性地采取延长考

试时间等举措照顾到位。

吉林：加强考生体温监测
“高考期间取消堂食，采用盒饭的方式就餐，工作

人员领取盒饭后，回到指定位置自行用餐，避免面对面

就餐。”这是吉林制作的图文版防疫手册中的内容，已

发到每名考生和工作人员手中。

吉林着眼于早、着眼于细抓好高考各环节工作，持

续推进依法治考，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四个专

项行动。加大技防力度，协调通信管理部门升级设备，

有效防范 5G 信号作弊，对涉考犯罪活动形成高压态

势，全力保障考试公平公正安全。

为加强疫情防控，今年考生进入考点时，将对其体

温进行严格监测，体温出现异常的，要进行二次测温。

如果无法满足考试条件，将安排考生在考点隔离备用

考场内参加考试。

辽宁丹东：点对点接送考生
丹东市今年共设 9 个考区、三类考点，其中备用

考点内的 120 个备用考场，供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

例和无症状但尚在随访期的考生、密接及次密接考

生、封控区考生及隔离考生等使用，此类考生由专用

车辆点对点闭环转运参加考试，实行“吃住行考”一

体化管理。

丹东正在开展疫情防控“清零行动”，为方便考生

出行，高考期间允许考生家长私家车点对点接送考

生，私家车做到不下车、不停留、不聚集，即送即走、即

接即走。同时，市内将投放一定数量的运营车辆，通

过固定车辆、固定考生方式服务不具备私家车接送条

件考生，在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

疫情传播风险。

此外，丹东还设置高考专用核酸检测采样点，开通

单独采样绿色通道，有条件的县（市）区将为考生提供

上门核酸检测服务。

江西省吉安县敖城镇三锡坊前田希望小学校园里，桃熟

压枝垂，各种花草树木错落葱茏。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启

幕“桃子节”，学生们正紧锣密鼓地排练以桃子为主题的节

目。“桃子节”上，孩子们将亲手摘下红红的桃子。一年来，施

肥、剪枝……桃树的每一次变化，他们都记得清楚。

这所山村里的希望小学只有81名学生，其中61名是留守

儿童，却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二等奖等43个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奖项。

校长王林华说，围绕这十几株桃树，学生们做观察记录、

劳动体验分享、活动组织等事务，锻炼了观察、分析、思考、组

织等多方面的能力。

“实践育人。”王林华说，挖掘乡村资源，要给学生带去一堂

堂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课。在他的指导下，孩子们亲自动手锄

草、播种、施肥、寻找和识别中草药……随着四季更迭，他们的

足迹遍布校园的每个角落。播撒一粒粒种子、培育一棵棵幼

苗、观察它们的拔节生长，是这里孩子们习以为常的校园生活。

亲手种下的百香果，他们会因发现了花苞而兴致勃勃，会

因它的结果而成就感十足。果实的颜色慢慢变深，孩子们也

一天天长大。他们学着描述每一个非同小可的细节，期待每

天在校园里邂逅新的变化。爬满学校长廊的葡萄藤上，孩子

们分不同阶段为果实系上塑料袋，这既是为了保护果实，也是

为了研究何时系袋才能长出最好的葡萄。

一次次看似游戏的实践，成为他们主动探索、表达、合作

的驱动力。实践体验分享会上，学生感触辛勤付出，也感触植

物生长包括自己成长的奥秘神奇。原来不爱说话的孩子愿意

表达了，“捣蛋”的娃娃懂事了……老师们说，这就像一粒种

子，你给予它生长的土壤，给予它足够呵护，它就悄然改变，冒

出芽来。格桑花、车前草、井冈蜜柚、空心菜……破土而出的

不仅有花草果蔬，更有生气蓬勃的希望。外地务工的家长们，

也欣喜地看到了孩子的种种“不一样”。

“我们努力让孩子们不孤单。”王林华一句承诺，为他们许

下了一场场天马行空的研学旅行。学校包括王林华在内的 6
名老师尽可能地带学生走出校园，走入鲜活而生动的现实生

活。仅为了解萝卜的生长和制作，他们就实地考察了多个地

方的萝卜产业。走出吉安市，他们到访南昌和赣州的高校，在

更深远的知识海洋里信步漫游。

“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可能有着种种缺失，学校承担起了

弥补这些缺失的责任。”二年级班主任胡苏华说，带他们探秘

广阔的世界，给予他们毫无保留的爱护，支持他们无边无际的

梦想，便是一所希望小学为孩子们种下的希望。

“老师，我想发明一种系得更牢、不会松开的鞋带！”“老

师，我想发明一个做家务的机器人，这样爷爷奶奶就可以多休

息了。”课堂间隙，孩子们争先恐后告诉老师自己的奇思妙想，

一双双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王林华说：“在孩子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阳光雨水的滋润

下，来自生活的实践思考，就会涌现更多的小发明、小创造。”

在百余平方米的武馆里，贾长存舞动长枪，一招一式

干净利落，清瘦身体迸发力道。这份气态让人难以相信，

这名武者已经70岁了。

贾长存是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8岁起习太极拳，

20岁专修言清门武术，几十年来在京津冀地区武术界颇

具名气。作为言清门武术传承人，贾长存曾获“唐山市武

术名家”“天津武术联盟武术名家”等称号。

不过，一生练武的贾长存，却从未以武谋生，当过铁匠、

干过厨子，后来开店卖干货调料至今，一生经历着实有趣。

2000年前后，贾长存开设武馆，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垂髫小

儿，都能免费来习武，目前长期参与学习训练的有60多人。

“老辈武师广教学生，都没要过学费。我是师门这一

辈传人，应该延续下去。”贾长存说，“干货调料店也算生意

有方，生活不愁。完全免费教武术，才能更好扩大武术的

影响力，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近年来，因为不少弟子在青少年级别和成人级别的全

国武术比赛中获得冠军，有的考入大学，有的事业有成，贾

长存在当地名声愈增。“我不能只看到这些。”他说，“时代

不同了，看手机就能吸收知识，了解到锻炼身体的方法，希

望跟我学武能让大家打心底热爱武术，传播武术。”

对于老人一把年纪还操持武馆教学，家人一如既往地

支持。“我们兄弟二人都跟着父亲学过武，家里孙辈如今也

学。老人做出了很多成绩，帮了很多人，我们挺骄傲的，会

一直支持他。”贾长存的大儿子贾志军说。

只要身体没有大碍，贾长存会风雨无阻每天在武馆。但

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几年前老人就走出了自己的“舒适

圈”——那是2019年暑期，当地左家坞镇才庄村的村党支部

书记王树来找到老人，希望能给村里的留守儿童免费上课。

“我们村是革命老区村，年轻人出去打工，不少留守儿

童没大人在身边，看到孩子们沉迷玩手机，我心里着急。”

王树来说，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让孩子们懂吃苦敢

拼搏，于是托人辗转找到了贾长存。

得知这一情况后，贾长存没多说，准备几天后就和表

弟王占齐进山教课。崎岖的盘山路，一趟下来就是两个小

时。当老哥俩带着崭新的服装、鞋子、武术器械作为礼物

发给孩子们时，却并没感受到太多热乎的反馈。

“想象有点乐观了，让孩子们一下喜欢上武术没那么

容易。既然想认真教孩子，就得多用用心。”最终，贾长存

和表弟王占齐为节省时间，在村里帮助下，干脆在村里安

置了住处。

整个暑假最终还是令人欣喜的。“孩子们热乎劲儿慢

慢上来了，很多人至今还在习武。”王树来说，其中一名叫

才新玲的孩子，今年读高三，紧张学习之余还将自己练习

武侯刀的视频发给贾长存。

那次授课之后，贾长存常会带着得意门生进社区推广

武术知识。“只要有兴趣，我们都会用心教。”贾长存说。

在武馆兵器架上，刀、枪、剑、戟、钩、叉很多兵器都是

贾长存自己打造的，家中还整理了一个房间专门用来研究

制作传统兵器。“现在我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教学就是整理

师传下来的武术兵器图谱。”贾长存说，“年纪大了，但很多

事情还要继续做，自己要有压力，这才能更有动力。”

力保考生“应考尽考”“一个不落”
——全国各地准备就绪全力“护航”高考

以武育人 古稀不休
——记贾长存的武术人生

种下的希望，每天都在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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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侦察 直升机抛投 打桩船封堵

高科技助阵
长江边“紧急救援”
“管涌”“溃坝”“垸子被淹”；无人机侦察、直升机抛

投、打桩船封堵……5月31日上午，2022年长江防汛抢

险综合演练在长江石首段笔架湾水域举行。

湖北是长江干线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防汛任务

艰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 31日在湖北石首市共同主办 2022年长江防汛抢险

综合演练。演练以长江流域发生持续强降雨，长江中

下游发生较大洪水为背景，模拟部分地区发生城市内

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灾情，练指挥、练协同、练战

法、练保障，探索“新装备、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运

用，检验救援队伍抢险实战能力。

本次演练在湖北石首市设主演练场，在武汉市区、恩

施州利川市设两个分演练场，共投入参演力量1500余人，

包括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应急

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力量、湖北省防汛专业抢险力

量、中央企业（国企）应急救援力量、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等。

在长江石首段笔架湾水域演练现场，随着一声令

下，与江河湖库重大险情相关的不同演练科目轮番进

行，各类救援装备纷纷登场。道路损毁、桥梁中断，救援

人员利用动力舟桥快速架设浮桥，结合漕渡门桥，保障

大型装备和人员通行；巡堤查险，搭载激光雷达、红外相

机的侦察无人机和搭载多波束测深系统的水下测绘艇

快速进行三维建模，为指挥决策提供实景模型支撑……

在决口封堵演练环节，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等

救援队伍还采取“水陆空协同作战、机械化双向立堵”

方式，演练了直升机吊挂蜂巢式组合沉箱进行定点抛

投，打桩船搭载钢板植桩机植入钢板桩等方法，利用大

型设备，快速、高效、精准对溃口实施立体封堵。

除石首市主演练场外，武汉市区、恩施州利川市两

个分演练场还分别进行了城市内涝应对与山洪地质灾

害处置的演练，旨在进一步提升抗御江河特大洪水，防

范应对极端强降雨天气引发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泥石流

等灾害的能力。

近日，我国南方强降雨已致多地受灾。参加演练

的多部门表示，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面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

① 5月31日，在山东省青岛西海

岸新区滨海新村幼儿园，小朋友在

老师指导下学做香包。

② 5月31日，民间艺人在湖北省

宜昌市秭归县非遗小院制作艾叶

香囊。

③ 5月31日，湖南省常宁市一家

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展示制作的小

香包。

②②①①

③③

5 月 30 日晚，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探索“新时代种子计划”的首部作品，

儿童剧《新安旅行团》在江苏省淮安大剧

院首场演出，600余人现场观看，众多网

络平台现场直播。

该剧以当下的新安小学为背景，讲述

了校园戏剧社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

演一部名叫《新安旅行团》的话剧。老师用

回溯历史的视角，带领孩子们探寻当年“新

安旅行团”的故事，体会当年孩子们的成长

历程。该剧时间跨度选取1935年至1945
年，以“新安旅行团”的社会活动为主线，以

戏中戏的方式，在“穿越时空”式的叙事体

结构下，让现代与过去多时空交叉穿行。

这是一部写给孩子看的作品，除了专

业演员，还有25名新安小学学生参与演

出。在他们的真情演绎下，观众深刻感受

到“新安旅行团”团员身上强烈的爱国奋进

力量和民族大义，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据悉，该剧首演之后还将在江苏省内

继续演出，并沿“新安旅行团”路线巡演。

儿童剧《新安旅行团》
成功首演 图为2022年长江防汛抢险综合演练现场。

浓情端午 传承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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