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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现象级作品《哪吒2》的诞生提供丰厚土壤——

四川地域文化的创新表达
◎ 吴梦琳

新闻集装箱

（上接1版）
在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带着

关爱与责任，每个冬天，李浩学都会早
起去教室生炉子，以防学生冻感冒。每
天放学后，李浩学会翻山越岭穿梭于不
同的家庭，开展家访工作。“那时条件艰
苦，乡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冬天生
火整个屋子都烟熏火燎。一个人住在学
校，每天吃点家里带的馍馍、咸菜。我又
同时带三个年级，每天晚上要写六本教
案，批改三个年级的作业，基本上干完
倒头就睡。”李浩学说，尽管辛苦，但学
生们读书的积极性都很高，看到孩子们
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他觉得自己的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以爱育人，润物无声

1988年，李浩学调至新窑镇西刘
小学。随后，他又相继任教于新窑镇黄
庄小学、新窑镇赤城小学，后又升任新
窑镇赤城小学校长、新窑镇学区督学。
多年来，李浩学经历了从一名民办教
师到公办教师，再到地方学校校长、地
方学区督学的角色转变，但他对教育
的热爱、对学生的用心始终如一。

2001年 9月，李浩学发现所带班
级的学生小梁没有按时返校上课。他
打听到小梁家庭条件困难，母亲常年
卧病在床，家里的收入全靠小梁父亲
一人。“了解情况后，我就骑自行车去
了小梁家里，想把他劝回来上课。但到
他家里时，我发现他已经跟着父亲去

建筑工地打工了。”在李浩学看来，读
书是改变命运的金钥匙，绝不能让困
难家庭的孩子辍学。为此，李浩学多方
联系找到小梁的父亲，并苦口婆心地
劝说。“最终小梁的父亲同意让他返
学，现在孩子已经顺利毕业，在乡政府
工作了。”李浩学骄傲地说。

2012年秋季，五年级学生小王帮
助家长收玉米时，不小心摔伤造成左腿
骨折，需要在家卧床休养3个月。为了
不让小王落下一门功课，李浩学召集成
绩优异的学生，组建了一个帮教小组，
分批带领他们前往小王家，给他补课。

从2005年开始，李浩学还义务帮
助高考学生填报志愿。“我帮忙填报志
愿的宗旨就是让学生上好学，不要‘亏
学生’。”为此，做事执着的李浩学一有
空就研究填报志愿技巧，研究各高校
的招生规则。目前，李浩学已经帮助
3000多名学生成功填报志愿。“有的学
生已经毕业成为大学教授，有的成为
救死扶伤的医生，他们都在各自的岗
位上发光发热。”提起曾经帮助过的学
生，李浩学满是自豪。

这些年，李浩学先后被评为敬业奉
献“甘肃好人”、平凉市教育系统“优秀共
产党员”等。“这些都是让我坚持做好乡
村教育的动力。”李浩学说。

心怀热爱，以德而耕

从教40多年来，李浩学每天都要读
书，并通过“学习强国”APP等学习自然

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
正是因为广泛阅读的习惯和坚持学习的
精神，李浩学成为了教师中的佼佼者。

日常生活中，李浩学助人为乐、热
爱公益。这些年，李浩学积极帮助了因
家庭原因而产生弃教从农想法的同
事，最终挽留了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
他曾为玉树、汶川、舟曲等发生过重大
自然灾害地区的群众捐款捐物……李
浩学不求回报的善举，通过课堂、谈
心、活动，影响着他教过的学生，孩子
们变得有担当、乐于助人。

李浩学还为建设城市文明贡献力
量。从 2020 年开始，每逢周末、寒暑
假，他都要带两个孙子去居住的小区
周边、广场、公园、街巷捡垃圾。“这样
做是希望能为保护环境尽我们的绵薄
之力，也希望从小培养孙子参加志愿
服务的习惯。”李浩学说，空闲时，他还
会带两个孙子参与社区组织的交通文
明劝导、垃圾分类等文明实践活动。

2023年，李浩学的家庭获评“全国
最美家庭”。同年，“甘肃好人”李浩学服
务群众类文明实践品牌工作室挂牌成
立并投入使用。李浩学愈发忙碌起来。
他深入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公
益讲座，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把爱
国爱家、移风易俗、绿色节俭、诚实守信
等理念传递给居民、学生、企业职工。

采访接近尾声，李浩学告诉记者，
“接下来，我会继续在教书和育人的田
野里精耕细作，帮助学生圆梦，直到退
休。”李浩学说。

方寸之间，播种希望

（上接1版）

公益讲堂
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

这个寒假，在安岳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的活动室，由安岳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安岳县融媒体
中心主办的“安柠石光·岳读越美”
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寒假系
列活动火热进行。孩子们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体验省级非遗安岳曲
剧、书写春联、观赏年画、阅读绘本
故事、聆听知识讲座，现场欢声笑语
不断。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寒假生活，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欢乐祥和
的春节氛围，今年1月以来，安岳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累计开展
寒假系列活动600余场次，2000余名
志愿者参与活动，服务青少年2万余
人，让孩子们欢度一个具有浓厚传统
文化氛围的假期。

为切实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关心，
丰富少年儿童的寒假生活，四川各地
用好用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

“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寒假”
为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
富的文明实践活动，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滋养青少年。

遂宁市射洪市积极组织开展
2025 年“童心向暖 寒假‘射’光”系
列活动，通过“小小书法家”“书香阅
读会”“民俗文化日”等系列文明实
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自贡
市组织开展2025年我在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过寒假——“盐韵新春乐游
盐博”公益讲堂活动，70余名孩子及
家长在志愿者的带领下，深入学习
了解自贡盐文化知识。自贡高新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寒假”公
益讲堂活动 59 场次，服务青少年
1800余人次，服务内容涵盖传统文
化体验、课业辅导、心理咨询等。资
阳市乐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
合团县委、县妇联、县总工会等开展
传统手工技艺体验、知识讲座、寒假
托管等系列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
假期生活。巴中市通江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过寒假”公益书法培
训活动，通过书法培训，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书写技
能与审美水平，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桂花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举行国学冬令营活
动，以手工剪纸、写春联、包饺子等
形式为主的公益课堂吸引了当地30
多名孩子参加，感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迷人魅力。

文明潮起贺新春

2025 年春节档，动画电影《哪吒
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在
五年期待中回归，再度掀起“哪吒
热”，成为现象级话题。截至 2 月 10
日，《哪吒 2》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11.52亿美元，超过《海王》，进入全球
影史票房榜前30名，也是票房TOP30
影片中唯一非好莱坞影片。

该片来源于哪吒闹海的传统故
事，但又重塑了全新的“魔童”哪吒形
象。影片中，一口川普（四川方言版普
通话）的太乙真人、申公豹、石矶娘娘
等，也打破了神话传说中的固有印象，
重构鲜活个性，俘获了不少粉丝。影片
融入丰富四川文化元素，浓郁“川味”
增添不少笑料，“我命由我不由天”的
不屈精神，又让观众泪目。

在笑与泪齐飞中，人们再次看到，
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绽放出的强大时代之光。

四川人文精神提供灵感来源

哪吒闹海的故事，主要来自《封
神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千百年来
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动画电影《哪吒》
系列中的“吒儿”，与人们印象中的

“哪吒三太子”有些不太一样——在
“魔童”的全新背景设定下，表面吊儿
郎当实则勇敢坚毅，强烈反差引发情
感共鸣。

《哪吒》系列备受欢迎原因之一，

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大胆“爆改”，带
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其中，四川
文化元素为影片提供了不少灵感源
泉。《哪吒》系列导演饺子曾在接受
采访时透露，作为四川人，在电影中
总会不自觉融入四川元素和成都生
活的影子，这也成为该系列作品的
一大亮点。

“大欺小，癞疙宝”“你打我撒”“啷
个嘛”“两个胎神”……作为搞笑担当
的太乙真人，操着一口川普，为影片增
加了不少幽默感。成都可可豆动画影
视有限公司总裁、制片人刘文章透露，
据传太乙真人修仙洞府在四川绵阳江
油乾元山金光洞，因此给这个角色加
入了四川话的设定。如今，金光洞崖壁
上依然保留着太乙真人、哪吒太子、三
清老祖等石刻造像。洞口岩壁上，有清
代广汉翰林欧阳熙题写的“太乙洞”三
个石刻大字。随着电影热播，这里吸引
了不少游客来打卡，感受神话与现实
的奇妙交织。

而“谁来都能抗三秒”的两只“显
眼包”结界兽，阔嘴、大耳，青铜器上覆
金面，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其原型来
自三星堆青铜人像。此外，在龙宫建筑
中，创作团队也融入了川西民居的飞
檐元素。

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文化品牌评测技术文旅
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宋洋洋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哪吒2》证明传统文

化是可被激活、再造的超级“文化
IP”，其核心在于如何紧扣现代场景、
现实需求将文化内核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一方面我们看到以现代
视角重构文化内核，让哪吒从‘神话
符号’演变到‘情感共鸣’的作品。另
一方面，也能深刻感受到地域文化的
创新表达，以三星堆、四川方言为代
表的巴蜀文化在电影中形成独特的

‘地缘美学’，强化了在地文化认同，
也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可复制的转化
范式。”

让四川走出更多爆款“哪吒”

动画电影《哪吒》系列在对四川文
化元素的应用中，能够看到积极、乐观、
豁达的四川人文精神的注入，让影片中
的人物更加立体、鲜活。

“影片展现了深厚的巴蜀文化内
涵，如太乙真人脱胎换骨成为川人喜
欢的体型（造型），结界兽的三星堆青
铜器外貌，哪吒永不言败的坚毅性
格，石矶娘娘等众多角色乐观豁达的
人生态度，还有川剧节奏鼓点的采纳
等。”四川旅游学院校长王川说，“观
众感叹，成都正是一座巨大的哪吒

‘痛城’。”
“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自古诗人

例到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之一，四川独特的山水和人文底蕴孕
育出了李白、苏轼等影响世界的名人

巨匠，也激发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留
下诸多千古名篇。“李杜文章在，光焰
万丈长”“一门父子三词客”等都与源
远流长的巴蜀文化有着关联，也在绵
延不绝中成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至今绽放光芒。

立足资源富矿，近年来四川大力
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创新形式、丰富载体，文化产业发
展稳居西部第一，为《哪吒》这样现象
级作品的诞生，提供了丰厚土壤。

近期，文化和旅游厅、经济和信息
化厅、商务厅、省体育局等12部门（单
位）联合印发《四川省文化和旅游产业
链专项工作方案》，锚定数字文化产
业、演艺产业、文化创意设计产业、影
视产业、出版发行和版权产业、休闲度
假旅游、观光旅游、乡村旅游、健康旅
游、研学旅游十大核心重点领域，开展
构建文化和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大力培育市场主体、推进重大文旅项
目建设落地、大力推动文化和旅游产
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搭建文化和
旅游产业链服务平台、大力激发文旅
消费市场潜力、科学统筹保护与开发
七大重点任务，力争到2027年，全省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突破3800亿
元，巴蜀文化影响力、四川旅游吸引
力、文化旅游供给力、文化和旅游产业
竞争力显著提升。

未来，或许会有更多“哪吒”一样
的爆款从四川走出，值得期待。

各地中小学将陆续迎来开学、报到，孩子们即将回到熟悉的课堂，开始新学期新生活。图为2月11日，安徽省合肥市庐
阳区双岗街道双岗小学的学生们已经领取到了新书。 赵明摄

本报讯（张捷 覃科）春节以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乡村篮球赛
事接连举办，村村寨寨篮球赛成为节
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新春佳节
增添了热闹氛围。

2月8日，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
县林溪镇高秀村气温7℃，但球场的
热烈气氛却驱散了寒意。一场由高秀
村与湖南省怀化市坪坦乡都天村的
篮球友谊赛在此举行。开场哨声响
起，球员们迅速投入比赛，传球、跑
位、过人、上篮，动作一气呵成。球场
周围站满了两地群众，欢呼声、加油
声此起彼伏。最终，高秀村队以59比
24胜出。高秀村的吴宇涵拿下21分，
他说：“我在外地读大学二年级，回到
家乡打比赛，肯定要尽全力，为乡亲
们争光。”裁判员吴慧吉介绍，春节期
间村里的学生都回来了，举办篮球赛
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交流机会，还促
进了村与村之间的交流，增进了乡亲
们的感情。

2月7日晚，柳江区“家宁体育杯”
贺新春男子篮球赛决赛也精彩上演。
拉堡镇代表队与土博镇代表队激烈
对决，最终拉堡镇代表队以82比57
夺冠。比赛中，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拉
堡镇代表队凭借出色的团队协作和
精准投篮锁定胜局。拉堡镇代表队教
练员罗忠赛后说：“队员们的团队协
作和战术执行力是夺冠关键，我们会
把这种精神融入工作。”

此外，鹿寨县、融水苗族自治县
等地的村屯也举办了多场篮球比赛，
精彩的赛事让群众感受到浓厚的节
日氛围和体育精神。

近年来，柳州市不断开展全民健
身提升工程，优化城乡“15分钟健身
圈”，新建篮球场、开展亮化工程，满
足了村民运动健身需求。这些篮球赛
事不仅让村民们在比赛中锻炼身体，
享受运动乐趣，更促进了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铸牢了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讯（姚芳芳）2月10日，贵州
省仁怀市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过元宵”暨2025年仁怀市“仁人
爱书香·春约读书郎”文明实践活动，
吸引了60余名学生前来体验节日民
俗文化。本次活动由仁怀市委宣传
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主办。

活动在充满趣味的“猜灯谜”中
拉开序幕。现场 270 个谜面妙趣横
生，学生们认真思考、热烈讨论，在
30分钟内积极答题。不少学生凭借
丰富的知识收获了心仪的课外读物，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元宝闹元宵·汤圆话新春”非遗
迎新春活动同样人气高涨。活动现
场，大家围坐在一起包汤圆、煮汤圆、
分享“汤圆里的故事”，在品尝美味汤
圆的同时，还参与“仁人五有十二礼”
拍照打卡。

观影环节聚焦前沿科技，以
“DeepSeek”AI话题引入，激发青少
年爱国强国之志，并组织学生一同观
看《流浪地球2》片段，在科幻世界中
感受科技力量。

“文化进万家·理论润民心”——
“仁人有讲·追梦课堂”上，市委宣传部

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围绕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重要论述进行宣讲，持续把“仁人有
讲”理论政策宣讲活动引向深入。

随后，“酿出幸福来——酿爱心·
仁人有礼 伴礼成长”文明实践活动
启动，发布“仁人有礼·伴礼成长”倡
议书，倡导大家一要以家庭为根基，
播撒仁爱之种。家长以身作则，践行

“仁者爱人”的传统美德，在生活点滴
中传递感恩与爱心。二要以学校为园
地，培育礼仪之苗。教育工作者将“仁
人五有十二礼”的培育融入课程体
系，建立“美德银行”“仁义榜”，通过
积攒文明积分兑换成长礼包，让道德
养成可见可感。三要以社会为土壤，
滋养文明之花。积极开展“酿爱心·伴
礼成长”文明实践活动，关爱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

此外，活动中还向广大市民发出
倡议，共赴一场与书的春之约，让书
香浸润仁怀，以阅读点亮酒都。此次
活动不仅让学生们在欢乐中学习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更是让他们
深刻体会了元宵节的独特魅力和文
化内涵。

本报讯（董文娇 崔一波 杨嘉乐）
春节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图
书馆、科技馆及固原博物馆等多个文
化场馆精心策划迎新特展、非遗体验、
趣味互动游戏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参观、体验，为
大家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固原市图书馆以“金蛇献瑞 书香
迎春”为主题，推出了阅游宁夏——
《宁夏二十一景》图文展、“心语新愿 阅
享新年”2025心愿墙自由DIY活动、

“诗词楹联贺新春”文化沙龙活动等20
项40余场次线上线下阅读推广活动。

固原市科技馆举办以“探索科技
奥秘 点亮科学梦想”为主题的科普
过大年系列活动。举办《灯笼》《翻花
舞龙》《皮影戏》非遗传统工艺制作、
科学实验秀展演、科学小实验等22
场精彩纷呈的科普活动，突出趣味性

与互动性，巧妙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科普，以“玩”促“学”，让市民
游客感受科技魅力，借助“春节热”带
动“科技热”。

固原博物馆在保证春节期间安
全有序开放的同时，上新《灵蛇献瑞》
《孝影贤身》两个精品展览，同步开展
“蛇舞新春韵·文博共传承”主题系列
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观体
验。“巧手剪春”“拓印送福”等民俗体
验互动活动，让大家在参与中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悉，在元宵节来临之际，固原
市图书馆还将举办“传统文化通关大
挑战”沉浸式体验、“闹元宵 猜灯谜”
元宵节灯谜线上有奖竞猜活动，固原
博物馆将推出非遗烧箔画、亲子花灯
制作等民俗趣味活动，邀请市民共度
元宵佳节。

本报讯（芦蕊）2月9日，山西省朔
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在朔
州市康仁中西医结合医院成功举办

“元宵邂逅本草，探秘中医魅力”市级
示范文明实践活动，将传统节日文化
与中医文化有机结合，吸引了众多中
小学生、志愿者等踊跃参与。

活动中，中学语文老师以生动有
趣的方式，为学生们深入讲解元宵节
的起源、习俗等知识，让学生们对这
一传统节日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学
生们在包汤圆体验环节中分组协作，
亲身体验传统节日的欢乐氛围，锻炼
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在欢声
笑语中感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医知识科普环
节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中医师通过

图文并茂的展示和实物讲解，为学生
们普及中医基础理论，介绍常见中药
的药性、作用及养生方法，让学生们
对中医有了直观的认识。学生们围在
中医师身边，仔细观察药材，积极提
问互动，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在中药
DIY制作环节，学生们分组动手制作
养生茶和足浴包，在中医师的悉心指
导下，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
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医文化的理解和
认识。

此次活动将元宵节传统元素与
中医文化巧妙融合，是朔州市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之举。活动不
仅让学生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节
日的喜庆，还深入了解了中医文化的
博大精深，激发了他们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

宁夏固原市
文化场馆多彩活动丰富市民年节生活

广西柳州市
乡村篮球赛点燃新春运动热潮

贵州仁怀市
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元宵”活动

山西朔州市
元宵邂逅本草探秘中医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