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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金鹏 通讯员彭月娟、

杨硕、刘明颖）近日，迁安市第四实验小

学携手张文芳剪纸工作室开展“剪纸非

遗进校园 一刀一剪美传承”活动，当地

非遗剪纸传承人、文化名家张文芳手把

手传授剪纸技艺，让同学们体验非遗文

化的魅力。

活 动 现 场 ，张 文 芳 向 学 生 介 绍 本

地剪纸的起源、发展，并拿起剪刀和彩

纸现场教授制作立体五角星、窗花、春

字 等 剪 纸 作 品 。“ 通 过 今 天 的 活 动 ，让

我 对 剪 纸 产 生 了 浓 厚 的 兴 趣 ，我 回 家

要 好 好 练 习 ，还 要 加 入 学 校 的 剪 纸 社

团 ，剪 出 精 美 的 剪 纸 作 品 。”在 活 动 结

束 后 ，学 生 倪 悦 桐 制 作 剪 纸 的 兴 趣 被

激发，跃跃欲试。

去年以来，迁安市依托“艺术之约

文化惠民”活动，邀请文化名家工作室民

间文化工作者走进校园，让学生亲身体

验传统文化魅力。

近年来，迁安市精心打造了张文芳

剪纸工作室、全国基层名老中医黄明工

作室等各类名家工作室 158 家，涵盖曲

艺、书法、绘画、皮影、剪纸、手工抄纸、中

医等门类。截至目前，各工作室先后举

办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技艺交流等惠民

活动 1600 余场，惠及群众近 6 万人，丰富

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迁安

非遗进校园 文化共传承

本报讯（记者孔祥华 通讯员徐鸿

儒）“您好，这里是南堡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我的医保

卡在南堡参保，但是就诊后因系统原因

无法报销，现已开发票盖章，咨询报销需

要什么手续。”……近日记者在曹妃甸区

南堡经济开发区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中心

看到接线员热情接听每一位群众来电。

提 供 24 小 时 服 务 的 南 堡 开 发 区

“8501890”便民热线，自运行一年以来，

一心一意为人民，尽心尽力办实事，提高

了政府便民服务水平，全力打通了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实现了便民服务零

距离。

前几天，面对极寒天气，热线中心陆

续收到关于热力问题的求助。南港新城

刘女士打来电话，称父母家里室内温度

低，仅有十几度，希望热力公司帮忙处

理。接到电话后接线员第一时间联系热

力公司，随后热力工作人员立刻上门检

查维修，发现由于过滤网未清洗导致淤

堵。在帮助清洗过滤网并更换锈渍阀门

后，住户室内温度明显上升，反映人随后

致电“8501890”表示感谢。

“前些天儿下完大雪后，晚上特别担

心第二天上班和接送孩子的问题，但是

当天晚上就听到外面有铲车扫雪的声

音，第二天一看主路基本都清扫完毕不

影响通行。”新苑小区王先生回忆，在送

孩子上学的路上，看到人行道上还有积

雪，了解到许多家长也为此犯难就拨打

了“8501890”求助电话。他没想到 10 分

钟不到就接到了城市建设管理局工作人

员的电话，称他们正在协调环卫公司对

人行路进行清理，环卫公司也正在逐步

对城区路段清理。当天下午大部分积雪

已经清扫完了，接到热线回访的王先生

一个劲地为“8501890”便民热线的高效

服务和城管、环卫工作态度点赞，称赞

“8501890”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党和政

府听民声、解民忧、纾民困的便民爱民

“连心桥”。

有求必应 一拨就灵

南堡开发区便民服务热线暖民心

位于遵化市境内的清东陵景区，是

我 国 现 存 规 模 最 为 宏 大 、保 存 最 为 完

整、布局最为得体的封建帝王陵寝建筑

群，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巅峰之作，也是

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集大成者。

早 在 1961 年 ，清 东 陵 就 被 国 务 院

列 为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2000

年 ，清 东 陵 以 其 不 可 辩 驳 的 历 史 价

值 、文 化 价 值 和 科 学 价 值 ，荣 登《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2015 年 10 月 ，清 东

陵 因 其 深 厚 的 资 源 禀 赋 、完 美 的 生 态

环 境 、精 细 的 旅 游 服 务 质 量 被 评 为 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

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

清 东 陵 是 中 国 最 后 一 个 封 建 王

朝 ——清朝的一处大型皇家陵园，有各

类建筑物、构筑物、遗址 662座。

它是研究中国古代陵寝规制、丧葬

制度、祭祀礼仪、建筑技术与工艺不可多

得的实物资料，是研究清代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科学、艺术和历史发展周期

率的典型例证，同时，还是研究建筑学、

美学、哲学、景观学、祭祀文化、宗教文

化、民俗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

清东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

为：“其建筑景观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

是人类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杰作，是世界

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

古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

清东陵的建筑艺术在中国古建史

上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东陵的各陵寝以昌瑞山主峰下

的 孝 陵 为 中 心 ，依 山 势 呈 扇 形 东 西 排

列，主次分明、尊卑有序，是中国古代陵

寝建筑的典范之作。整个陵区内共建

有陵寝 15 座，包括 5 座皇帝陵、4 座皇后

陵、5座妃园寝和 1座公主园寝。

在清东陵，人们可以欣赏到令人叹

为观止、独一无二的建筑精品：完全按

照 中 国 建 筑 师 遵 循 的“ 陵 制 与 山 水 相

称 ”的 设 计 理 念 建 造 完 成 的 顺 治 帝 孝

陵，在清代皇陵建筑史上起到承前启后

作用的康熙帝景陵，被十世班禅大师誉

为“石雕艺术的宝库，庄严肃穆的地下

佛堂”的乾隆帝裕陵，因“金、木、石”三

绝著称于世的慈禧定东陵……

这些建筑在体量、高度、空间布局上

都刻意经营，在选材、用料、装饰上极尽

奢华，经过 200 多年的不断营造，为世人

留下了这座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

当代建筑界的专家们赞誉清东陵：

“在建筑层面的独特性在于延续了中国

传统文化，其空间建筑、步移景换的设

计，表现出鲜明的叙事技巧，给当代建

筑设计提供了启示性的工作样板。”

访古揽胜之地

清东陵就像一部用砖、石、瓦、木凝固

而成的历史。其内葬161位历史人物陵寝

的修建，不仅是时代盛衰的折射，各陵寝

建筑的特色，也生动地反映着所葬历史

人物生前的性格特点与人生志趣：如，作

为清代历史上第一个修建神道碑亭的女

性——孝庄皇后；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封

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的君主——康熙；

清代国力雄厚时期的君主——乾隆；国

库空虚之下，面临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依然没有影响为自

己建陵热情的咸丰；还有在皇朝末世依

然极尽奢靡建陵的慈安和慈禧……

清东陵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里蕴

含着重要的人文精神，凝固着灿烂的文

化和丰富的历史讯息。

如 今 ，清 东 陵 通 过 功 底 扎 实 的 文

化研究、别出新意的文旅融合举措、与

时 俱 进 的 文 化 传 播 与 传 承 ，以 自 己 独

特 的 文 化 魅 力 ，对 话 迅 猛 发 展 的 世 界

文 明 ，把 古 老 的 中 国 文 化 元 素 融 入 滚

滚 的 世 界 文 化 洪 流 ，用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讲述中国故事。

清东陵：历史的回音 文化的瑰宝
□ 记者 杨文进 通讯员 杨晓健

走近曹妃甸一中，很多人惊叹于这里

风景优美，秩序井然；

走进曹妃甸一中，更多人感动于这里

学风严谨，创新务实。

一个又一个优秀毕业生从这里走向了

高等学府，而培养、教育他们的老师依然留在

这里——在这座书声琅琅的校园里，中青年

教师活力充沛，老教师壮心不已。他们紧跟

时代、着眼未来，以专业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教育学生成长，推动学校跃升河北省示范性

高中、唐山市名校，使学校的知名度和社会

满意度不断提高，连续多年被评为唐山市高

中工作先进校、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全员赛课，“每天一研”，推
动课改脱虚入实

曹妃甸一中的前身是唐海一中，自

2014 年以来，学校全面推行教育教学改

革，创造性地推广“疑探教学”法。不断的

打磨、完善、提升，“疑探教学”已成为一个

“模式”而独具特色、日趋成熟。

为使教师更好地运用这一模式，学校

专门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在全校开展丰富

多彩的听评课活动。从课改之初的引路课、

示范课，到人人参与、捆绑评价的过关课、点

赞课，直至月赛课、学期赛课、学年赛课，“听

评课活动”已成常态化，“疑探教学模式”下

新授课、复习课、习题课、试卷讲评课等各种

课型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任课教师心

中，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进步和成长。

为了提升备课质量，学校实行“每天一

研”的集体备课制度，各个备课组每天集中

一节课在学科教研室进行集体教研。教务

处、督导室制定了《“每天一研”实施细则》

《“每天一研”检查评价办法》。“每天一研”，

使任课教师备课更加精细、更加充分，集中

了集体智慧，浓厚了互帮氛围，为教师专业

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业务检测，自主培训，教师
成长步伐扎实

一直以来，曹妃甸一中坚持任课教师

“业务检测”制度，任课教师每年跟随二模

参加业务检测，青年教师一年双测，高三

教师参加近三年的高考试题重组测试。

课改之初，学校分层对任课教师进行

校内培训。一次培训就是一次历练，一次

检测就是一次鞭策，任课教师的业务走向

精湛，骨干教师队伍迅速成长、壮大。暑

假高三教师培训、军训期间教师培训，各

位备课组长都披挂上阵；曹妃甸每年新教

师岗前培训的培训师大部分来自曹妃甸

一中；曹妃甸一中每年都有一大批教学主

任、骨干教师外出送课、讲学、做课改教

练，“传经送宝”的路程远至海南、贵州、宁

夏、河南，近到迁西、滦南……

外出学习，专家进校，不断
开阔教师眼界

“走出去”，是任课教师开阔视野、更

新理念的有效方法。学校每年都派出一

大批教师到教育发达地区、课改先进学

校，参加学术会议、备考交流、课例观摩等

培训学习。从河南西峡一高、内蒙古集宁

一中、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到

青岛二中、宁波二中，足迹所至，大受裨

益。年级主任、教研组长胡国华说：“每一

次外出学习，都能学到一些实用的方法，

一些多年的困惑和谜团解开了。这种豁

然开朗的感觉真好！”

在“走出去”同时，曹妃甸一中坚持实

行“请进来”战略。2023 年暑期培训，邀请

唐山一中钱学森班班主任孙媛媛做培优

讲座和学科讲座。孙媛媛是当年唐海县

高考状元，成长源于母校、又反哺母校。

台下专注听讲的老师们，心中是无比的骄

傲和荣光！

孙 媛 媛 仅 仅 是“ 请 进 来 ”的 一 个 缩

影。截至目前，学校已经建立了 9 大学科

名师专家工作站，定期邀请专家、名师指

导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程

晓堂，北京市西城区教科院研究员朱洪

秋，南阳一中校长杨文普，河北省教科所、

市教育局全体教研员，石家庄和邯郸部分

教研员都曾经来到这里听评课、做报告。

“走出去”，让教师看到了外边名校的

精彩；“请进来”又让教师的专业化底蕴更

加厚重。

榜样引领，青蓝相映，群雁
振翅踏歌飞

近年来，学校制定出台了《业绩考核

办法》《职称评聘办法》《名师、骨干教师评

选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这些政策

制度的落地，极大地激发了任课教师的工

作热情，整个学校形成了争先创优的良好

氛围，一批批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在三尺

讲台初心不改——

59 岁 的 生 物 教 师 张 文 荣 右 手 因 患

骨 病 不 能 高 举 ，她 就 用 下 半 块 黑 板 板

书，写了擦，擦了写，一直坚持到 2023 年

6 月才去做了手术。她的徒弟康清霞感

动 地 说 ：“ 我 的 师 傅 用 半 块 黑 板 书 写 教

育芳华！”

地理教研组长霍爱冬痴心教学几十

年，退休前一天，在她徒弟的精心设计下，

为同学们上了“最后一课”；

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刘子利，在做了 23

年教研员之后毅然“站上三尺讲台，走到

学生中去”，一干就是 16年……

典型的培树让整个校园风清气正，榜

样的引领带动群雁齐飞。目前，学校已经

评选出 8 批校级名师共 35 人，其中，11 人

先后被评为区名师，4 人被评为区首席教

师，于红、邓青涛、李立娟等 5 人被评为唐

山市名师；杨玉忠、丁素莲两位教师被评

为河北省师德标兵；刘彩虹老师荣获河北

省“五一劳动奖章”；4 位教师被评为正高

级教师。截至目前，全校相继有 112 人次

在国家、省市举办的优质课、精品课及各

种教学大赛中获奖……

“不断深化的教育教学改革为广大

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曹

妃甸良好的教育生态为教师专业成长打

造了清朗的环境；区委、区政府对教育的

高度重视，为广大教师的专业成长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党总支书记杨汝新

这样说。

飞红点翠写春光
—曹妃甸区第一中学教师专业发展纪实

□ 孙兆平

唐山：传统手工麻糖制作忙
2023年 12月 29日，工人在唐山市丰润区一家传统手工麻糖厂的成品车间工作。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的传统手工麻糖企业加紧生产，供应元旦、春节市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临近隆冬，河北省迁安市建昌营镇大龙庙村57岁长城保护员孟祥宝像往

常一样，一大早就收拾装备，开始了巡查长城的工作。孟祥宝 2016年正式成

为一名长城保护员，负责守护的长城共2.5公里，其中有7座敌楼，每周要巡查

四五次。“只要是雨雪天气，我都要上山来转一转，发现险情要立刻上报。”孟

祥宝说。自幼生活在长城脚下，长城敌楼、烽火台、墙垛都是孟祥宝儿时的

“玩伴”，长城保护员的工作虽然艰苦，但他乐在其中：“这段长城‘建’在了我

的心里，它们每天有啥变化，我都有数。”

2023年 12月 28日，孟祥宝在巡查长城途中。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长城保护员的冬日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