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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6 月 11 日电（记者王丽、齐
健、向定杰）“阿妹戚托”，是彝族姑娘出嫁时
跳的一种原生态舞蹈。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晴隆县的阿妹戚托小镇，因这种
舞蹈而得名。每天晚上，只要不下雨，小镇的
金门广场上就有一群盛装的“姑娘”，围着篝
火“踏地为节、以足传情”，欢快的阿妹戚托舞
点燃游客的热情。

“阿妹戚托嘞，阿妹戚托嘞……”这种原
生态舞蹈没有旋转大跳等高难度动作，但要
求上百名舞者步调一致、换脚灵活、配合默
契、心心相通，被誉为“东方踢踏舞”，2014 年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广场上这群跳舞的“姑娘”，大多数是易
地扶贫搬迁到这里的群众。2018 年，贵州省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的晴隆县三宝彝族乡，整
乡搬迁到县城边的新家园。

46 岁的王幺妹是原三宝乡三宝村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2018 年搬到阿妹戚托小镇，
全家 5 口人分得一套 100 平方米的二层新
房。她白天在小镇打扫卫生，每月有 1800 元
收入，晚上 7 点到 9 点去广场跳舞，每月又有
1000 元收入。

王幺妹丈夫去年因病去世，82 岁的婆婆
跟她住，儿子在浙江打工，女儿嫁去了遵义。
平常只有婆媳二人在家，楼上的两间房交给

一家公司经营民宿，一年能收入 6000 元
租金。

“艺术团招人，群众的报名热情很高，像
王幺妹这样的群众演员，阿妹戚托艺术团里
有 100 名，分别来自 100 个易地扶贫搬迁户，
是从 500 多人里挑选出的。”晴隆县二十四道
拐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彬说，
组织“阿妹戚托”表演，既可以传承和发扬民
族文化，又能增加搬迁群众收入。

除了跳舞演出、选择公益性岗位，搬迁群
众还可以选择去附近的三宝产业园上班，或
是利用政府免费提供的商铺创业。从三宝乡
搬到阿妹戚托小镇的群众共有 1315 户 6231

人，目前户均就业达 2 . 7 人。
14 岁开始学“阿妹戚托”、跳了 20 年舞的

晴隆县阿妹戚托艺术团团长文安梅说：“没想到
现在阿妹戚托能帮我们增收，还逐渐成了小镇
的文化符号。”

在阿妹戚托小镇，浓郁的苗族、彝族文化
符号记载着少数民族搬迁群众的“乡愁”。依山
而建的“牛头山”“虎头山”上，褐墙灰瓦、花窗
雕栏的安置房错落有致。就在不久前，阿妹戚
托小镇通过了 4A 级景区初评。正如“阿妹戚
托”的寓意——“告诫族人要勤俭持家、敬老爱
幼，家道才能兴旺”，从大山里搬迁出来的群众
正用他们的双手双脚创造新生活。

彝族原生态舞蹈“阿妹戚托”不仅帮群众增收，还逐渐成为当地文化符号

大山里的“非遗”，助搬迁群众稳得住

新华社广州 6 月 11 日电（记者詹奕
嘉、黄垚、孟盈如）巧手设计绣出“南国名
花”、方寸瓷面书写唐诗宋词、樟木上精
雕出镂空鱼虾篓……位于广东省汕头市
开埠区的潮汕文艺人才一条街 6 月开展
“潮汕文艺大师非遗大讲堂”活动，当地
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逐一登台，
向四方游客展现木雕、陶瓷微书、抽纱等
传统技艺。

汕头于 19世纪 60 年代开埠通商，
拥有大片骑楼群的开埠区曾是粤东商贸
繁华之地。汕头所在的潮汕地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民间文化艺术品种
多样，仅汕头一市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3 项、省级非遗项目 39 项、市级非遗项
目 102 项。

去年在开埠区设立的潮汕文艺人才
一条街总建筑面积 1590 平方米，已设立
7 个大师工作室及汕头中国画院艺术交
流馆，并建有潮汕文艺人才交流中心。记
者近日走访看到，因疫情一度冷清的开
埠区游客又多了起来，不少人在这些非
遗传承人的工作室内流连忘返，在橱窗
前用手机拍下各式手工艺品。

从 6 月到 9 月，汕头一批非遗传承
人将在这条街上分别登台讲述他们对非
遗文化的坚持与传承，并现场演示各自
擅长的非遗工艺制作流程。

“远看是工艺瓷器，近看上面一幅
画，再拿放大镜看，画是由密密麻麻的古
代诗词组成，集诗、书、画、瓷于一体。”国
家级非遗项目陶瓷微书传承人王芝文告
诉记者，这项技艺是凭裸视用特制毛笔
在瓷器釉面上书写，再经过烧制，“每平
方厘米的瓷面上能写 50 多个繁体汉
字。”

微书技艺如同在光滑的瓷面上“舞
蹈”，国家级非遗项目木雕对手上功夫也
要求极高。木雕传承人何汉林大部分时
间都在作坊中构思和雕刻，陪伴他的是
200 多件雕刀、锯、钻等工具，有的作品
一“雕”就是两三年。在他“多重镂空”的
技艺下，一块樟木会渐渐变成层次分明、
活灵活现的“虾蟹篓”。

“目前汕头专门从事木雕工艺的民
间艺人不多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了
解支持这个行业。”何汉林说，自从在开
埠区设立工作室后，他经常为往来游客、
当地市民展示木雕技艺，也时常为中小
学生开设讲座，努力将这项传统技艺传
承下去。

对此感同身受的还有国家级非遗项
目抽纱传承人陈树泽。抽纱需要按照设
计图案抽出布料中的“经纬线”，再以针
线缝锁抽口、加花纹刺绣，因千姿百态、
栩栩如生而有“南国名花”之称。

已经入行 40 多年的陈树泽说，抽纱工艺复杂，包括整
稿、针稿、刷稿、制作、洗熨等多个环节，他正将抽纱技艺用
于灯罩、包袋等文创产品，并在学校开课寻觅传承人。

汕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永河说：“这些非遗传承人工
作室的设立将带动整个开埠区的保育活化，展示潮汕文化
艺术的丰硕成果和深厚底蕴，同时作为潮汕传统文化对外
交流平台，培养更多文艺人才。”

本报记者王俊禄、崔力

善、勤、俭、和……在浙江省湖州市南
浔实验小学，孩子们带着“一字家风”进入
学校，相互分享着家风故事。记者从南浔区
委宣传部获悉，截至目前，该区有 14 万户
家庭立家训，占当地户数九成以上。

6月 11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新华
社民族品牌工程办公室、新华每日电讯主办，
以“小家大家国家 坚守传承发展”为主题的

《家风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南浔案例分享暨中
华老字号家风传承活动》，在南浔区启动。

活动发布了我国首部地方家书集锦《南
浔家书》和《南风浔韵——门楼里的家风》。系
列图书汇编了有影响的南浔籍名人家书，展

现家国情怀。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走访
了南浔区家风传承馆、青少年家风馆等，并
开展专题研讨、主题分享及沙龙会谈。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水晶晶的
南浔”人文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底蕴深
厚，近代先后涌现出有“四象、八牛、七十二
金黄狗”之称的丝商。他们既善于创造财
富，又重视传承文化，培育形成追求真善美
的家风家训。

据介绍，此次活动以发挥家庭、家教、
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为总目标，以构建充满活力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
格局为导向，把南浔作为样本，形成实践案
例，总结经验并推广。

南浔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长海表
示，近年来，南浔区弘扬以优良家风为代表
的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最美家风+”活动，
通过立家规、传家训、扬家风，创新基层社
会治理，推动乡风、企风、校风、政风建设，
培育家风孝善好家庭、乡风和谐好村庄、企
风诚信好公司、校风淳厚好学堂、政风清德
好班子。

今年，南浔区还启动“最美家风+”诚
信主题年活动，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根本，结合国家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围绕“五风五德五好五文明”建设，推
动家庭、乡村、企业、学校、机关的诚信建
设，着力营造“讲诚信、守诚信、护诚信”的
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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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晶古南浔，真善美新家风

本报记者赵琬微、孙琪

北京时间早上 7 点多，新疆喀什刚刚破晓，
疏勒县巴仁乡 15 村小学的穆妮热·阿卜莱提早
已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教育部组织的“同上一堂
课·直播课堂”。同一时间，来自内蒙古、西藏、云
南、重庆等地的小学生也在收看。

这套持续了近 4 个月的小学课程，是由一
所小学——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教师提供的。
她们在辅导本校学生居家学习的同时，给全国
小学生奉献出优质课程，推动线上教育的发
展……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学科课程

疫情来临，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统计，疫情影响到全
球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校和教育机构，许
多学校停课，超过 15 亿儿童和青少年受到全球
疫情影响。
教育部 1 月 27 日下发了延期开学的通知，

要求做好学生在家开展自主学习的保障工作。
应教育部要求，清华附小承担了在中国教育电
视台直播的小学阶段全部课程的教学任务。

在这《同上一堂课》栏目中播出的小学直播
课，覆盖德智体美劳所有学科。从一年级到六年
级，从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到体育、艺术、心
理，清华附小的教师以良好的精神面貌，精湛的
授课水平吸引了电视机前的家庭。播出不到两
周后，收视率上涨超过 539% 。

“北京的老师讲得真好！”“教学环节环环相

扣，过渡语衔接自然，讲解声情并茂，向老师
们学习！”……来自全国各地的留言、来信雪
片般飞来，让疫情期间备课的教师感到欣慰。

武汉经开外国语学校校长黄敏激动地
说：“作为武汉的教育工作者，在我们为孩子
们学业焦虑的时候，你们每天把温暖、优质的
教育资源送到眼前，让北京和武汉的孩子们
可以‘同在蓝天下，同上一堂课’”。

从 2 月 17 日开始，232 名一线骨干教师
在线授课，共推出 816 节课，直播至全国各
地。截至 5 月 22 日，直播及点播的总播放量
达 6 . 54 亿人次。每日直播留言超过 1 万条，

这背后是老师们的艰辛努力。
“面向全国的直播不是知识的简单传授，

而是依据电视平台再加工的教育输出。看似
轻松的画面背后，是全力以赴的刻苦训练。”
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宏说：“‘同上
一堂课’竖起了线上学习新的里程碑，把看电
视变成用电视。这次成功实践注定会写进教
育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上。”

让学科课程不枯燥的“秘诀”

直播课堂开播后，学校收到了来自湖北、
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福建、江苏、河南、
山东等地区学生的积极反馈。让电视课程不
枯燥的背后，蕴含着师生打造优质课堂的“看
家本领”。

如何在电视上给小学生讲好课？“只有
15 分钟，但它不是常态课 40 分钟的压缩

版。”考虑到电视直播不能即时互动的特点，
老师们通过课前调研，预设学生可能会产生
的疑问，据此进行备课。线下教研超过 360
次，线上教研超过 2400 次，以“预学、共学、
延学”三流程、“情境调动、问题驱动、工具撬
动、平台互动”四推动，促使直播课上出高
水平。

首先，老师们在前一节课中，提示学生预
学，带着问题走进下一节课的课堂；课堂中设
置共学板块，留出自主学习和学伴学习时间
和空间；课尾延学，教师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提
示与指导，让学生从“自己学习”到“自主学
习”。

其次，以工具撬动为例，老师们想方设法
超越“屏对屏”，用自创的字卡、思维导图、情
感曲线图、演示模型等各类工具，让电视机前
的学生动起来、做起来，让隐性思维显性化，
显性思维工具化。

青年教师易博说：“如同犁杖代替了石
器，汽车代替了马车，人类发明了工具，本质
上都是一个时间的容器，它里面储存了多余
的时间。借助图表类、操作类等工具调动学习
卡点，让思维和情感看得见，以更短的时间达
成学习效果”。

此外，学校还研发了供广大学生自主选
择的“自主学习资源包”——包括自主学习、
自主锻炼、沉浸式阅读、劳动实践、自主选修
等板块，“资源包”为家长省去筛选海量资源
的精力，还引领同学制定《居家自主学习计划
表》，为自己设定学习目标，不断挑战自我。

探索“未来小学”教育新形态

在线教育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切断”了线
上师生之间互动交流。通过 4 个多月“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教学探索，清华附小的教师们对
教育变革的方向有了更多体会：我们再也不
会回到传统课堂了。

在抗“疫”期间，引导学生用好直播课，将
线上指导与线下学习融通，老师们已经熟悉
了腾讯会议、Classin、Zoom、钉钉等软件对
学生进行线上指导，教学方法发生了变化。
“过去在线上课很容易变成‘我讲你听’的单
向度知识传授。随着技术的发展，互动越来越
容易了。”副校长汤卫红说，“网络可以邀请专
家、嘉宾等外部人员参加，容量远超现实中小
小的会议室。”

复课后，清华附小结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机制研究”委托课题，正在
进一步深化探索，为全国基础教育学校提供具
有示范意义的育人工作机制、学校管理规程，
进一步发挥辐射引领作用。窦桂梅认为，在“后
疫情时代”，开学复课以后还将继续寻找“家校
共育”新路径，多种资源并举，让线上学习成为
学习与教育活动的一部分，教育进入人与人、
甚至人与人工智能共同协作的时代。

未来学校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技
术可以取代简单重复的脑力劳动，推动教师
职能角色发生持续性优化，并将引领基础教
育的实践创新、复杂决策、情感关怀、人文激
励等更大的发展。

816 节课，6 . 5 亿次播放
清华附小用电视直播“撬动”全国多地学生线上学习

▲ 6 月 11 日，小讲解员在青少年家风馆进行家风宣传。 本报记者崔力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者史竞男）记者
11 日从国家版权局获悉，
为加大图片领域版权整治
力度，规范摄影作品版权
秩序，国家版权局近日发
布《关于规范摄影作品版
权秩序的通知》，推动构建
摄影作品版权保护长效
机制。

通知明确构成摄影
作品的要件是具有独创
性，并强调以新闻事件
为主题的摄影作品不属
于时事新闻，受著作权
法保护；针对实践中存
在的篡改摄影作品标题
或作品原意等问题，强
调 对 作 者 人 身 权 的 保
护，并重申著作权集体
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和
法定职责；规定图库经
营单位义务，特别针对
图 库 经 营 单 位 虚 构 版
权、虚假授权、不正当维
权等行为进行规制，对
于实践中存在的对著作
权保护期届满及著作权
人放弃财产权的摄影作
品进行收集整理形成的
图库，明确图库经营单
位不得以版权许可使用
费名义收取费用；强调
教科书法定许可中摄影
作品作者的获酬权；重
申 行 政 投 诉 的 材 料 要
件，强调权利声明、水印
不能单独作为著作权权
属证据；鼓励各方开展
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
动摄影作品版权秩序进
一步规范等。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随着
摄影作品在网络传播中
大量使用，图片侵权盗版
现象较为严重。同时，一
些图库经营单位不合法、

不正当维权行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回
应业界呼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版权问题，为媒体融合发展营造良好版
权法治生态，国家版权局将图片版权整治
纳入“剑网 2019”专项行动，查办了一批涉
及摄影作品侵权盗版案件，取得了积极成
效。各级版权行政执法部门将进一步加大
打击侵权盗版力度，依法维护摄影作品著
作权人合法权益。

国
家
版
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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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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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6 月 11 日电（记者桂娟、双瑞）研究人员最
新发现，我国最古老的雕塑可追溯到 13500 年前，造型是一
只不到 2 厘米长的“小小鸟”。

6 月 11 日，一个来自中国、法国等的国际研究小组，
在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上公布了在河南省
的一项重大发现——一个微型鸟雕像，灵井鸟雕像。研
究者认为，它的发现将东亚雕塑艺术的起源提前了 8500
多年。

灵井鸟雕像出土于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雕像非常
小，高 1 厘米多，宽仅 0 . 5 厘米。形体粗壮，短头，有圆形
的喙及长尾，很可能属于雀形目。艺术家没有雕刻这只鸟
的腿，而是削了一个可以让它站立的底座。

灵井鸟雕像是用一块中等大小的哺乳动物肢骨骨干碎
片雕刻而成，骨头经过加热处理，是烧焦的骨头。雕刻时使
用了研磨、琢削、刮削和切割四种不同技术，在较小的物体
上达到惊人的平衡和美丽。

“其制作工艺从发现的半成品上得到印证，有的半成
品上遗留有类似刀片刮擦的痕迹，这种刀片可能就是以
往称为‘雕刻器’的细石器。”论文第一作者、山东大学教
授李占扬说，在出土鸟雕像的地方，发现了用燧石制作的
雕刻器。

为什么研究人员认为这个雕像是鸟而不是别的呢？论
文共同通讯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弗郎西斯科
表示，一是它有类似鸟的头、喙、喉、胸部和背部；二是两个
侧面经过细致处理，以接近大多数鸟的解剖特征；三是在眼
睛的位置加上了标记。

他认为，没有雕刻翅膀并不构成作为鸟的障碍。“艺术
表现是对现实世界做加减法的修改操作，翅膀的缺失也可
能由于制作的骨头碎片厚度不够等原因。”

“在东亚，之前并未发现过这类雕塑艺术，之后也不见
其继承者，灵井鸟雕像的来源和去向仍是一个谜。”李占
扬说。

灵井鸟雕像

我是一只来自一万

多年前的“小小鸟”

汕头所在的潮汕地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仅汕头一市

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3 项、省级

非遗项目 39 项、市级非遗项目

102 项

“这些非遗传承人工作室的

设立将带动整个开埠区的保育活

化，展示潮汕文化艺术的丰硕成

果和深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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