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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斗，正在成为校园体育的新宠

聚资源创品牌
——江西泰和县全面推进文化强县建设

◎ 王和晓谢子洋

新闻集装箱

（上接1版）
“创新推出‘文明积分共享会’是抓好乡风

文明建设、做好基层治理的一次有力探索，有
助于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文明共建的自主
性和积极性。”球溪河社区党委书记吴彬介绍，

“目前已经发展会员1100多人，越来越多的群
众积极加入，参与到文明互助服务中来。”下一
阶段，球溪河社区将聚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依
托“文明积分共享会”平台，科学合理调整积分
内容和积分标准，通过物品兑换、服务兑换、先
进评选、张榜公示等多种方式，积极发动多元力
量参与社区服务与基层治理，进一步优化社区
治理结构，助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文明共建，人人都是主角。内江市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在全市范围相继推出“让文明出
行成为甜城亮丽风景”“每周一星”“五大创建
巡礼”“不文明曝光栏”“家风、家训、家规”“我
为文明添色彩公益广告征集”等专题专栏，引
导广大群众树立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文明劝
导、文明帮扶、文明礼让、文明新风共建等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有效激发精神文明建设
活力，充分展示出昂扬向上的城市文明形象，
让“甜美内江”的文明底色更加亮丽。

道德共育
构建人人皆“榜样”生动局面

去年10月，2023年第三季度“四川好人
榜”发布仪式在隆昌市莲峰大剧院举行。仅这
一季度，隆昌市就有3人荣登“四川好人榜”：
七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的郑德琼；临危不
惧、勇斗持刀歹徒的张亨年；时刻把人民群众
记在心上的警察韩维明。三个月后，郑德琼获
评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

不仅是隆昌市，内江各地不断涌现出来的
好人模范，描绘出道德滋养下内江的亮丽文明
底色。

今年4月3日，在2024年第一季度“四川好
人榜”发布仪式现场，来自内江市威远县特殊教育
学校的盲人教师林建，当选为敬业奉献类“四川好
人”。时隔半月，4月18日，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党
支部书记、校长沈泽花荣登2024年第一季度“中
国好人榜”，获评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一所县级特殊教育学校里涌现出两名省级
以上好人模范，这是威远县深化公民道德建设，
厚植道德沃土，改进创新道德先进典型选树与
宣传，切实做到“三个坚持”的有效成果。“坚持
多角度发现典型，突出来源的广泛性；坚持多渠
道培养典型，增强选树的规范性；坚持多层次宣
传典型，深化影响的广泛性。”威远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刘波介绍，仅2023年威
远县就推选出“中国好人”1人、“四川好人”4
人、内江市道德模范4人、“内江好人”8人、内江
市新时代好少年1人。“我们还依托近年来选树
的各行业系统先进典型，创新建立了威远县身
边好人信息数据库，截至目前，已录入103人信
息，为威远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及发挥榜样力量起到重要作用。”

德者受尊，好人好报。为鲜明时代价值取
向，彰显社会道德高度，让不同行业、不同群体
都能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内江市出台《内江市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评选实施办法（暂行）》，常
态化开展先进模范选树，创新推出“甜美内江
城、最美内江人”品牌建设，构建起人人皆“榜
样”的生动局面。全市已有1人荣获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1人入选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24人荣登“中国好人榜”、11人获评四川省道
德模范、168人入选“四川好人榜”。

此外，内江市着力放大“好人”效应，出台
《内江市礼遇帮扶先进模范实施办法》，成立先
进模范帮扶礼遇基金，发放“先进模范礼遇
卡”，从节庆活动、医疗保健、文化服务、公共服
务等6个方面礼遇模范，从助学、就业创业等7
个方面帮扶模范，让好人有更多获得感，让更
多人学习好人，在全社会形成了崇德向善、明
德惟馨的良好风尚。

谁曾想，一项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民间
游戏，如今活力焕发，成为万千校园孩童痴迷
的体育运动。

国家体育总局正在向全国推广这一体育
项目——脚斗运动。去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
运动管理中心发布《体育总局武术中心关于积
极开展脚斗运动的函》，其中写道：“日前体育
总局武术中心正式成立了‘全国脚斗运动推广
委员会’，负责全国范围内脚斗运动的普及和
发展工作。”“脚斗运动起源于‘蚩尤戏’，是民
族文化原创体育项目。”

据全国脚斗运动推广委员会执行主任、北
京脚斗士协会会长吴彦达介绍，脚斗运动包含
两大板块：“脚斗士”和“脚斗娃”。其中脚斗娃
运动主要服务于校园体育，广受欢迎。他说：

“以北京为例，五年前没有一所学校开展脚斗
运动，现在北京有352所试点校、112所特色
校、2个示范校，涉及10多万学生在参与脚斗
运动，其中约18700名学生参加了各级比赛。
全国范围内已有8个省区市的800多所学校开
展脚斗娃教学、训练、课后社团和比赛活动。”

梦中脚斗

魏溢芯是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小学二年级
的学生，从上学开始就在学校社团练习脚斗。

16日，在北京市第五届脚斗娃大赛现场，记者
碰见了这个小丫头和她妈妈莫莉娟。莫莉娟对
记者说，脚斗运动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让女
儿痴迷。

“她太喜欢脚斗了，在学校练，回家也练。”
莫莉娟说，“有天半夜大家都睡了，孩子把身边
的大人从睡梦中踹醒，问她怎么了，她睡眼蒙
眬地说刚刚在梦里练习脚斗呢。”

莫莉娟说，为了准备今年的北京脚斗娃大
赛，学校进行了两个月晨练，要求孩子一大早到
校。父母一度担心魏溢芯不能按时起床，结果发
现她每次都自己醒来，开开心心地去训练。

记者问魏溢芯：“你和小伙伴们为什么这
么喜欢脚斗？”她回答：“因为这是我们的乐趣，
如果我们赢了，我们会觉得很开心；如果没有，
我们会下次再战。这种竞赛的乐趣我们小朋友
都很喜欢。”

童言无欺。脚斗，给孩子们带来了快乐，陪
伴他们健康成长。一年来，莫莉娟目睹练习脚
斗给孩子带来的积极变化，不仅在身体方面，
更多在精神方面。她说：“练习脚斗需要单腿支
撑维持身体平衡，孩子需要高度专注。我感觉
孩子的专注力比以前明显提升，学习做作业不
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分神了。过去我的孩子交流
交际能力不太好，也不太活泼，但自从练习脚
斗后，我觉得她更自信了，也更乐于展示自己

了，做事比较有规划。”
脚斗如今已经成为北京一些学校的特色

项目。昌平区长陵学校2019年引进了脚斗运
动，至今已有5年。学校副书记谢国勇介绍，学
校同时开展足球、旱地冰球等多个体育项目，
但脚斗最受学生们青睐。

谢国勇说，他特别喜欢看到学生通过脚斗
运动激发出昂扬斗志。“斗志激发出来后，他们
自然就有兴趣了。脚斗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喜
欢。我们已经把这个项目纳入校本课，也纳入
了学校运动会。”

“斗”是关键

北京市昌平区霍营中心小学的一位学生
家长给记者讲了一个父子脚斗的故事。他儿子
刚开始练习脚斗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二人

“吨位”差距太大。但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学会
了运用战术，利用身轻的优势，灵活走位，伺机
进攻，生生把父亲拖垮。

斗智斗勇，这是脚斗的乐趣所在。
在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几乎全校

学生都玩脚斗。校长黄学英说：“我发现，没有
对抗的体育活动，学生们很难有兴趣。他们喜
欢比赛。”

脚斗虽然是对抗型体育运动，但很安全。

今年3月，全国脚斗运动推广委员会联合北京
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等组织发表了一份名为
《脚斗运动提升青少年身体机能和综合素质研
究报告》的文件。文件中提到，除了一些表皮的
擦伤、撞伤外，没有发现颅脑损伤、皮肤撕裂、
腰椎损伤、骨折及其他较为严重的损伤。在训
练和比赛时佩戴护膝、护肘、护臂等保护措施，
可明显降低运动损伤发生的概率。“由此可见，
脚斗运动安全性较高，是一项比较适合小学生
参与的运动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武术搏
击部主任张雷认为，脚斗运动拥有易学、易
练、易赛、易评价、趣味性强、安全性高、参与
人数广等诸多优点，且对场地条件要求不高。

“所以，这个项目在青少年中推广应该说有较
大优势。”

吴彦达表示，事实证明，在小学推广脚斗
运动可以有效解决学生体质状况下降的问题，
意义重大。他说：“校园脚斗分三个训练竞赛环
节——竞势、竞速、竞技，能够全方位提升学生
的身体素质，还能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自信力、
自控力、合作力。”

根据众多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和专家的
反馈，脚斗是一项适合中国校园体育要求、能
够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的体育运动。

（新华社马邦杰）

近年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自觉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紧紧围绕“走在前、勇争先、善
作为”的目标要求，全面推进文化强县建设，策
划实施“五个一”品牌行动整合基层文化资源
改革试点项目，获评2023年度江西省基层文
化体制改革优秀项目。

办好一个“将军讲坛”

泰和县创办“将军讲坛”，邀请泰和籍将
军、革命烈士后代、文史专家为主讲嘉宾，围绕
革命历史、红色故事、爱国主义教育等内容，进
机关单位、社区学校，开展宣讲活动，传承红色
基因，累计受众5万余人次。

主讲嘉宾们精心备课，采用图文并茂、现
场互动等生动形式，用心宣讲，为全县党政领
导、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奉献了一场
场高质量的“精神盛宴”。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
过“将军讲坛”宣讲，聆听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铭记辉煌党史，感悟思想伟
力，接受思想政治洗礼，真正实现精神受鼓舞，
坚定了党员干部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的强大信念，助力发展开新局。

开好一家“幸福茶馆”

泰和县依托老茶馆分布广、聚人气的特
点，整合提升，按照“茶馆在哪，幸福链铺在哪”
的思路，用连锁理念经营理论宣讲品牌，在全
县打造连锁“幸福茶馆”20家。按照有场所、有
标牌、有平台、有氛围、有馆长、有运营等“六
有”标准精心布置，茶馆内墙上均悬挂宣传文
化牌匾，展示品牌介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及文明实践公益广告等内容。

同时，泰和县接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整合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举办“好人故事

会”，让身边好人走进“幸福茶馆”，讲幸福故
事。泰和县还组织“‘鹊巢宫’宣讲团”“民嘴讲
堂”“百名村支书宣讲团”走进“幸福茶馆”，开
展理论政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
常百姓家”。

理好一批文化IP

泰和县大力挖掘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
让文物“活起来”。围绕“西汉十八县——白口
城”“国家级非遗——鹊巢宫”“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槎滩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计划、分
步骤、系统性推进县域传统文化挖掘和IP打造。

2022年，邀请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江子
等18位作家赴泰和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采风创作；2023年，邀请井冈山大学庐陵文
化研究中心16位专家赴泰和就“庐陵文化探
源”进行实地调研和座谈；2024年，联合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正式启动白口城遗址考古发掘。目前，泰和
县已在官方公众号推出“泰和乡村文化IP”专
栏22期，泰和乡村历史文化研究会编发《乡村
文化》专刊6期，正式出版传统文化IP系列书
籍《穿越白口城——文化名家写泰和》，正在编
辑出版《寻典白口城——泰和传统文化IP》和
译著《明代社会：14-17世纪江西泰和》，启动
编辑《探秘白口城》，先后挖掘集纳160多个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IP。

用好一个阅读空间

泰和县秉持“群众在哪里就把书屋建在哪
里”的理念，在城区中心公园、中小学校门口建
设24小时城市书房，在景区、纪念馆建设图书
馆分馆，在农村老祠堂、旧书院建设农家书屋，
在吉安市建成首家24小时城市书房、打造4A

级景区图书分馆6家、全覆盖建成278家农家
书屋，构建起城乡全域“15分钟阅读圈”。在泰
和中学门口新建“泰书阁”城市书房，总投资近
1800万元，建筑面积达2200平方米，藏书量
超过5万余册，是目前全省规模最大的城市书
房之一，智能化综合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泰和县还把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纳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探索“阅读+”，
开展“城市书房+快阁讲坛”“农家书屋+关爱
留守儿童”“农家书屋+科技推广”等，推进阅
读空间提质增效。万合镇坪上村农家书屋设立

“家风家训大课堂”，定期开展“身边好人我来
评”、“田教授”实用技术培训和“华盖双狮舞”
非遗传承等活动，开展的“书屋读经典 农家颂
新风”读书活动入选2023年中宣部、农业农村
部全国示范活动，为江西省唯一。

建好一支健康队伍

泰和县整合县乡村三级医疗资源，推出
“康大夫来了”志愿服务项目，规范建设“康大
夫来了”工作室，根据群众需求制定活动计划
和详细的活动菜单，常态长效开展志愿服务。

为确保志愿服务有成效，“康大夫来了”年
均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100余场，并积极与学校、养老机构、企业等开
展结对帮扶，安排专人负责联络管理，建立困
难人群义诊档案，跟踪困难群众就医治疗的进
展与疗效。同时，协调邀请粤赣等地医疗专家
来县义诊，让群众不出县也能享受到医生专家
的优质服务。

泰和县还充分利用媒体平台打造“康大夫
来了”专栏节目，推出健康知识微宣讲、讲座、
短视频。2022年2月，泰和县“康大夫来了”志
愿服务项目被中宣部等15个国家部委评为全
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

连日来，在“中国名茶之乡”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邓村乡和“湖北早市茶之乡”太平溪镇，一幅幅以茶元素为主题、山水田园风光为补充的墙
体绘画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以生动的笔触、鲜明的色彩和富有创意的构图，展示了夷陵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文化底蕴，让人们
在欣赏美的同时，感受到生态茶乡的独特魅力。图为村景一角。 张国荣摄

2024环广西世巡赛
10月中旬举办

本报讯（玉智威）6月17日下午，笔者从
2024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以
下简称“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第一次会议
获悉，今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巡赛赛程业
已确定，比赛将于10月15日—20日举行。

2023年环广西世巡赛结束后，赛事组委
会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对新周期线路进行了
规划。经实地考察，新的竞赛线路覆盖百色
右江革命老区红色线路、巴马国际长寿养生
旅游胜地等。其中男子赛首站在防城港发
车，经防城港、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6
个设区市的 18 个县（市、区），比赛距离
1020.9公里，转场距离约371公里，总行程约
1392公里；女子赛于10月20日在南宁举行，
比赛距离136.5公里。新的竞赛线路中，除南
宁外，其他城市均为首次举办环广西世巡赛。

据了解，今年3月底，国际自行车联盟
官员对环广西世巡赛2024—2025年比赛
线路进行实地考察后，给予了高度认可并出
具考察报告。

据悉，目前已有13支男子世巡赛车队及
10支女子世巡赛车队确认参赛。中国自行车
运动协会亦有意向派出国家队继续参赛。

贵州黔南州
依托“中国天眼”优势
大兴天文科普教育

本报讯（袁绍阳）近年来，贵州省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坚持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
并重，结合中小学校课后服务需求，紧密依
托“中国天眼”大科学装置，制定了《开展全
州中小学生天文科普素质教育工作方案》，
充分整合科技、教育、科协和射电天文台的
科普教育资源，搭建有关职能部门共同推进
天文科普的工作机制，有效提升中小学师生
科学素养。

创新科普活动内容形式。充分发挥“中
国天眼”落户黔南的天文科普资源优势，不
断探索科普工作的新方法、新模式，连续举
办了黔南州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并承办全
国中学生天文知识竞赛预赛，并创新开设公
众天文科普知识讲座“天眼课堂”。

夯实科普知识教育宣传基础。组织编写
《天文科普知识读物》，黔南州内各中小学校
还结合自身实际和学生需求编写了校本教
材。2022年，平塘县民族中学获全国首批

“天文科普教育特色学校”称号。黔南州科技
局与州图书馆联合举办“仰望星空·浪漫一
夏”暑假阅读夏令营和“书阅天眼”等系列活
动，打造黔南天文阅读品牌。

搭建科普活动载体。打造了集天文科普
教育、宇宙探秘、旅游度假、文化交流等功能
于一体的天文科普文化园，先后被评为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科普示范基地
（FAST）、中国科技旅游基地等。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依托“中国天眼”，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成为省内第一所设置天
文学本科专业的院校，共引进天文方向的硕
士、博士研究生7人，培养天文专业本科毕
业生100余名。面向该州中小学校物理、地
理、科学等学科教师，组织开展天文知识和
观测技能培训。组建“仰望星空，‘宇’你同
行”天文科普志愿服务队，已累计开展各类
天文科普志愿服务活动50余场次。

陕西合阳县：
农家书屋溢书香
乡村振兴动力强

本报讯（合文）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合
阳县围绕乡风文明建设，以农家书屋为依
托，因人选书、按需配书，增加书屋“农味”，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延伸和拓展乡
村振兴的内涵和触角。

打造延伸服务新平台。合阳县完善农家书
屋内部设施，配备专人负责图书的归档、分类、
借还登记等工作，提升农家书屋管理水平，解
决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大力开
展“莘情洽理 培根铸魂”巡回宣讲活动，通过
戏曲、快板、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
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送进千家万户。

引领全民阅读新风尚。合阳县已建成
215个农家书屋、12个镇（街道）图书室，并
全天免费开放。结合主题党日、党员培训，探
索村党组织书记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的“双
带”读书模式，有效拓宽农家书屋功能。开展
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
活动，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解锁文化传承新阵地。在千百年来的诗
礼文明和黄河文明滋养下，形成独有的精神
标识和文化符号，用《诗经》教化民风，用诗
礼传承文明。突出“伊尹故里·诗经合阳”文
化主题，举办全民唱诵《诗经》、全国隶书名
家写《诗经》等活动。建成合阳历史文化博物
馆、福源文化街区，列名家精品于堂馆，传艺
术新风于大众。推动上锣鼓、提线木偶戏、面
花等国家非遗走进大街小巷，于文化传承中
外塑乡村之形，内铸乡村之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