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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共享文化之美的河南实践
◎ 温小娟张魏

20万公里的守护
——记“中国好人”黄通甫、黄日秀

◎ 本报记者卢瑶

编辑 胡桂芳 版式 刘英卉 校对 任超

街头巷尾，全民炫技广场舞；乡间地头，百姓看戏
热情高；文化广场，歌声嘹亮振奋人心……在河南，从
城市到乡村，愈来愈丰富的文化活动和高品质的文化
供给，让更多幸福照进百姓生活。

自2022年以来，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开
展的“新时代新征程新风貌”十大群众文化活动，通过
赛事牵引、群众唱主角、培育基层人才队伍，激发出人
民群众文化创造的巨大活力，成为河南省响当当的文
化品牌，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写下了生动
注脚。

扎根

文化的生命力在民间、在群众。群众文化活动只
有向下扎根，扎得深才能枝繁叶茂。

2024年群众文化活动有多热闹？且看一组数据：
全省组织开展广场舞、合唱、戏曲、摄影、美术书法、经
典诵读、全民阅读、乡村才艺展示、太极拳、自行车等
各类赛事活动8.98万场次，惠及群众9500万人次。

坚持文化活动扎根基层，让群众做主创、当主角、
展风采。9月底，“中原舞翩跹”河南省广场舞大赛决赛
在焦作火热开启，活动现场，随着乐曲旋律响起，演员
们跳起欢快的舞蹈，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尽情展
现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彰显出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

“参加广场舞大赛决赛的31个团队，是从全省各
地3000多支队伍中最终遴选出的，可谓优中选优，也
真正体现了广场舞群众参与广泛的特点。”省文化和
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舞蹈主要是围绕新时代发展
成就、红色革命文化、特色民俗、文旅融合等方面内容
进行重点创编，使节目更接地气儿、更贴近生活。

“咱也成舞台主角了，跳得真尽兴！”开封市文化
馆退休职工姬广兰坦言，群众参与大赛热情高涨，参
赛选手来自各行各业，自己通过参赛收获颇多，结识

了很多新朋友。
像姬广兰一样，在文化活动中秀出自我的普通群

众还有很多。生旦净末丑，戏韵绵长谱华章。2024年的
“盛世梨园我来唱”戏迷擂台赛成人组海选不设门槛，
现场直接打分，吸引众多戏迷“想唱就唱”报名参与，
缩小了舞台与群众的距离，打通文化直达基层的“最
后一公里”。

在“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的带动下，全
省11万余名文化合作社社员，争相开展合唱、摄影、舞
蹈等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乡村文艺创演展示比赛。

让群众当主角，自觉汲取精神营养和力量，文化
就有了生命力。借助才艺大赛的成果进行转化，“四季
村晚”在河南开展得如火如荼；“咱村有戏”戏曲文化
活动上，村民们身着传统戏服，手持道具，纷纷登台献
艺……这一系列让群众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和
活动，不断夯实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群众
基础。

创新

如何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
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唯有守正创新。

2024年，河南省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有许多的
“不一样”，彰显地方特色、别出心裁的创新活动层出
不穷，为群众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

2024年9月初，洛邑古城与贵州“村超”两大IP相
遇，“行走河南·读懂中国”风起洛邑“豫”见村超足球
友谊赛活动在洛阳举办，精彩激烈的球赛、独具特色
的非遗演绎和文化展示，带来了一场文体旅融合
盛宴。

国庆期间，郑州围绕“我和国旗合个影”组织十大
群众文化活动展演展示，寓教于乐，让市民更加深刻
了解了国旗、国徽、国歌的精神内涵，营造了浓浓的爱
国氛围。商丘古城则推出“豫剧文化艺术周”，观众不

仅可以欣赏到轮番上演的经典豫剧，还可以身着华丽
的豫剧服装，绘制豫剧脸谱，沉浸式体验豫剧魅力，让
各地游客直呼“好看、好玩、好上头”。

右手向上，左手向下，两脚分开，是甲骨文中的
“走”字；身体左转，手臂前伸，提腕，双膝微屈，是甲骨
文中的“人”字……围绕打造殷墟甲骨文中华文化新
地标，安阳推动“甲骨文广播体操”进校园、进社区、进
企业、进厂矿，让古老的甲骨文焕发新生。

发令笛声一响，来自全国21个省（区、市）165支
代表队的5000余名游泳爱好者鱼贯入水，以三门峡
为起点，共赴2024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

竖起一面旗，带动一大片。太极拳健身大赛、“行
走是吾乡”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一项项立足本土
优势文化品牌活动，正在润物细无声地沁润着河南百
姓的生活。

此外，平台赋能创新，线上线下融合联动，群众
共享文化发展新成果。“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
大赛吸引400多万人次线上参与；书香河南公共文
化平台开设最美读书人网络投票专区，8万余人踊跃
参加……

收获

每逢周末，郑州美术馆新馆人气居高不下。这里
源源不断举办的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吸引了络绎不
绝的参观者。这也意味着全省优秀文艺作品正在不断
涌现，艺术创作者的整体水平迎来质的飞跃。

这是河南省积极开展十大群众文化活动取得重
要成果的一个缩影。扎根群众，敢于创新，“送文化”

“种文化”紧密结合，随着各项群众文化活动深入开
展，在丰富活跃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催生出一
批高质量文化产品、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品
牌，培育壮大基层文化人才队伍，让文艺的种子在基
层生根发芽。 （下转2版）

近日，江苏省某中学公布的
2025年应届高层次优秀毕业生录用
名单引发广泛关注。13名录用者中，
清华6人、北大4人，博士8人、硕士
5人，且无一人师范专业出身。近些
年，名校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的现象
并不少见，不仅出现在深圳、北京、
杭州等大城市，且有向二线三线城市
扩展之势。

编辑点评：近年来教师待遇逐渐
提升，部分中小学为吸引人才还给出
不少优厚待遇，出现“教师热”很正常。
名校毕业生尤其是博士生入职中小
学，可丰富教师结构，提升教师队伍的
整体学历水平，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提升教育教学的多样性、针对性、

实效性。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一味地追

求学历至上、名校至上，会将真正热
爱教育、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范毕业生
拒之门外。提升教育质量固然需要高
学历，但也需要良好的师德和高尚的
教育情怀，还有赖于健全的教师培训
体系、科学的学校管理。

从江苏某中学此次招聘教师无一
师范专业来看，师范类高校对师范生的
培养应转型升级，使其人才培养日益多
元化、特色化、个性化，让师范生超越原
有的、单一的成长路径，成为具有高水
平学科支撑、高水平教师教育的新型
师范生。而师范生本身也需要练就扎
实的学科知识与技能，具备坚实的为
师、为学的教育情怀和职业操守。

1月3日清晨，在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中心长滩河保护站龙道山护林点，护林员黄通甫
和黄日秀夫妻俩带着做好的饭菜，穿上工作装，戴上
护林员工作牌，别着砍柴刀，背着望远镜和记录本开
始了一天的巡山工作。

20多年来，黄通甫、黄日秀以站为家，在艰苦的山
区默默奉献，累计徒步近20万公里。在他们的管护
下，龙道山林区连续多年没有发生森林火灾，没有发
生盗伐林木和滥捕滥猎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黄通
甫、黄日秀曾获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五好家庭、广西文
明家庭等荣誉。去年11月，黄通甫、黄日秀获评2024
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

2003年，黄通甫在龙道山种植红豆杉等树木时，
得知龙道山需要聘用一名护林员的消息。“我小时候
随父母在大瑶山里以采集中草药为生，我的父母曾对
我说，大瑶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好好爱护它。”于

是，他选择了留下来，守护大瑶山。
龙道山护林点位于大瑶山北端海拔1200多米的

高寒山区，常年是雨雾天气，每年冬季都有冰冻雨雪，
是大瑶山保护区最偏远的护林点之一，管护面积2.5
万余亩。黄通甫刚到护林点时，这里不通水电，住的是
自己搭的简易竹棚，喝的是山冲水，往返最近的集市
购买生活用品也要跋山涉水步行五六个小时，更不用
说工作的繁重与乏味。黄通甫每天巡护8公里以上，每
次巡护来回要花5至 8个小时，但这些没有吓倒黄
通甫。

黄通甫和黄日秀结婚后更是以站为家，始终尽职
尽责、坚守岗位。提起难处，黄通甫总是轻描淡写地
说：“工作都是这样的，我也不算苦。”

“怎么能不辛苦呢？不仅要走很久的山路，还要涉
过一条宽50米的长滩河，河水有时候涨到了胸口，腿
都迈不开。身上还背着水、食物、衣物、药品，真是很累
的。”作为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队伍里
唯一的女护林员，黄日秀的干劲不输给丈夫。她笑着
告诉记者：“我还没当护林员时，就跟着他巡山了。久
而久之，我觉得我也行，就在2017年正式做了一名护
林员。”有了妻子的陪伴，黄通甫的巡山路不再孤单，

他也常常冲在前头，细心地为她拨开荆棘与枯枝。
黄通甫和黄日秀每月巡山20日，从排查火灾隐患

到宣传护林知识，再到监测林区动植物，他们的足迹
遍布每一条巡山线路。他们化身“森林警察”，全面守
护着山林，警惕盗伐林木、非法捕猎等违法现象。平
时，他们还会利用休息时间，向群众普及生态文明及
法律知识，赢得了村民的理解与支持。

儿子黄雷还小的时候，跟着黄通甫和黄日秀住在
护林点，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也没有娱乐活动，上学路
上还要花很多时间，但黄雷毫无怨言。黄通甫夫妻俩
很为儿子骄傲，却也觉得亏欠。如今，黄雷走出大山求
学，一家人相聚的时间少之又少，但心始终连在一起。

“得知我们获评‘中国好人’，儿子也说为我们感到开
心和自豪呢。”黄日秀提起儿子总是满脸笑容，“我们
俩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给儿子做个好榜样！”

在黄通甫夫妇看来，瑶山深处都是美景。“20多年
来，我见证了龙道山的变化。”黄通甫告诉记者，他刚
进山时，很多树木都还是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大
树，装扮着大山，也为他们遮蔽风雨。他们会继续坚守
初心，与大山为伍，与森林为伴，用脚步丈量山岭，携
手守护着大瑶山的绿水青山，也守护着他们的家。

道源景区风光美
1月6日，位于安徽省亳州市

涡阳县的道源景区，碧水、栈道、
游人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冬日画
卷。近年来，安徽省亳州市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厚植生态优势，做好“水文
章”，积极打造多业态、沉浸式旅
游景区，推动当地生态旅游高质
量发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持续增强。 刘勤利摄

招聘教师不宜“名校至上”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记者
高蕾）记者8日从中国残联获悉，中
国残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
技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
进科技助残的指导意见》。

意见聚焦加大助残科技研发力度
增加优质科技成果供给、加快助残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科技与残疾人

事业深度融合、汇聚壮大助残科技力
量推动形成创新合力、优化助残科技
创新环境建设良好创新生态等4方
面，共作出13条任务部署。

此外，意见还从加强组织领导、加
大支持力度、做好宣传引导等方面，
对完善科技助残保障措施提出明确
要求。

新华社南京1月8日电（记者 赵
久龙）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
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出
台《江苏省乡村建设工匠能力提升工
程实施意见》，明确到2025年底，全
省培训乡村建设工匠1万名以上，其
中“带头工匠”不低于1000名。

意见明确，到2029年底，各设区
市的工匠培训点不少于1个，涉农县
（市、区）工匠名录实现全覆盖。到
2035年底，实现工匠培训常态化，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机制日益完善，
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建设
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意见提出，市县两级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要聚焦农房和村庄建设，坚
持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相结合、线上

线下相结合、专项培训和系统培训相
结合，面向乡村建设泥瓦工、钢筋工、
木工、水电安装工等职业方向开展培
训。同时，培育“乡村建设带头工匠”
队伍，推动工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等级证书可在全国范围内查询验证。

江苏要求各地拓宽乡村建设工
匠来源渠道，引导各类返乡就业人才
从事工匠职业，推动建筑业从业人员
和工匠互认互通，已经取得砌筑工、
钢筋工、木工等建筑施工相关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人员，可直接申报相应
技能等级的工匠技能评价。有条件的
地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工匠信
用评价，实施工匠信用动态管理，并
探索建立农村低层住宅和限额以下
工程建设质量安全“工匠责任制”。

4版 观点

国家电影局 1 月 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2024 年电影总票房达

425.02亿元，观影总人次为10.1亿。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334.39亿元，占

比为78.68%。从“热辣滚烫”的春节档，到丰富多彩的暑期档，再到凝聚精

神的国庆档；从走进影院看奥运、看演唱会，到“跟着影视去旅行”渐成风

尚……2024年以来，我们看到了视听语言的新探索、电影业态的新尝试。

在以后的日子里，如何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成为关注的焦点。

今日看点

如何吸引更多观众
走进电影院

江苏2025年
将培训超万名乡村建设工匠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全国道
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中国好医生、中国
好护士”现场交流活动9日在首都医科
大学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2024
年第四季度月度人物，30位来自全国
各地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光荣入选。

活动现场通过视频短片、交流访
谈、话剧展演等多种形式，讲述了医
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各自岗位、全心全
意护佑人民健康的感人故事。有严谨
治学、救死扶伤的“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王振义；有不断践行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国医大师王庆国；有坚持医
学攻坚的神经外科专家江涛；有扎根
深山牧区三十余载，守护各族群众健

康的边疆基层医生李琳等。他们的医
者仁心和赤诚情怀让人动容，现场不
时传来阵阵掌声。在活动现场，医学
生、青年医务工作者们纷纷表示，将
以前辈们为榜样，奋进青春梦想，建
功健康中国，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
发展汇聚磅礴力量。

据了解，“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
士”推荐评议活动自2017年6月开展
以来，已在全国18个省份举办22场
现场交流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央精神
文明建设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主
办，中国精神文明网、国家卫生健康
委宣传司、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承办。

中国残联等9部门
联合发文推进科技助残

“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走进首都医科大学现场交流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