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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

收到一份
音乐礼物
鼓浪屿人文展馆昨开馆，

即将对外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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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吴晓菁 通讯员 钟敏
图/市委乡村振兴办 提供
近日，由市委组织部、市委乡村振兴办联

合主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专题培训班在苏州、无锡举办。
活跃在我市乡村振兴一线的干部等40余人参
加培训。

举办此次培训班，是提升乡村振兴干部能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重要举措。学员们表示，要深入学习江苏经
验，多举措、多渠道、多形式加快推进产业振
兴，持续推动乡村产业融合、特色品牌培育等
工作，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乡村产业
体系，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加快推进
厦门农业高质量、农村高颜值、农民高素质发
展。

学思践悟
交流心得促提升

培训班上，《推进乡村建设 提升人居环
境》《深化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村镇主导产业和
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江苏当地的授课专家
紧扣乡村振兴主题，通过丰富的理论知识结合
经典的实践案例，以形象、直观、生动的形式，
深入浅出讲解乡村振兴的实践和路径。常熟
蒋巷村党的十六大、十八大代表，江苏省改革
开放40年先进个人，原村书记常德盛还为学
员们上了一堂党课。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苏州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宋建华详细介绍了苏州美丽乡村
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在他看来，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
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事关
美丽中国建设，有要求，有部署，有期盼，建设
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
兴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江苏苏州干部学院教授陈述围绕农业农
村发展的主题为乡村振兴“支招”。课后，他被
学员们团团围住交流心得。“大家都是农业口
的行家，带着任务来，眼光很敏锐，学习氛围浓
厚，我很乐意和大家交流，相互学习，共谋发
展。”他说，厦门和苏州情况相近，都是农业占
比比较小的城市，可以探索生态、精致都市农
业的定位，深度挖掘农业农村的价值。“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是重点，要继续用好农业产业化
集约化融合化推进的机遇，让农民获得更多附
加价值和增值收益。”

对标先进 为乡村振兴充电蓄能
我市在苏州、无锡举办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专题培训班

学以致用
蓄力赋能谋发展

农村转产转业成效不够明显，要如何
整合资源助力农民增收；乡村产业辐射带
动效应不够凸显，如何通过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提升精品示范村建设；农产品品牌
打造推广力度不足，要如何打造特色农产
品产业链，推动休闲农业建设……

本次培训班除了聚焦“怎么做”、提供
可供借鉴的做法外，还突出如何探索破解
新情况、新问题等深度剖析，逐个击破，把
问题变课题、把难点变亮点。

“培训班解答了我们工作中的不少疑
惑，精准又解渴。”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详细规划处处长翁芳玲表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苏省探索出符合当地
实际、具有当地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我
们要创造性地吸收江苏苏州、无锡等地经
验，推进厦门农村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
展。她建议，要以规划为引领，科学编制

“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因地制宜
合理安排建设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规
划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为乡村
振兴用地提供全要素保障，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

学思践悟。同安区莲花镇党委副书
记余新春表示，“这次培训班成效明显，不
仅有先进的乡村振兴理论知识，更有接地
气的现场教学，大家学有所成，学有所
获。”他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
质量乡村振兴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结
合实际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坚定信心，久
久为功，不断创新发展，持续培育壮大特
色产业和村集体经济，更好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示范镇建设，实现民富村强村美。

在认识上有突破、在理论上有进步、
在工作上有启发。市农业农村局综合规
划处二级主任科员徐梦菡认为，这是一次
取经寻宝的培训，学习到了宝贵的经验和
发展的精神，“我对苏州市乡村振兴工作
中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乡村文旅的策
划、现代农业产业链构造以及品牌打造都
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一路走一路看，她
说道，培训班开拓了她的眼界和思路，对
实际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回到厦门后将更
有干劲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

苏州市横泾街道上林村打造的共享
农庄；相城区冯梦龙村推动创建国家级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常
熟市蒋巷村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特点打
造最“农村”的农村；无锡市惠山区阳山
镇走出水蜜桃产业“1+X”发展模式……

为进一步对标学习先进，助力厦门
乡村振兴，这次培训班科学制定培训计
划，在参训人员、培训内容、教学点位、
师资聘请等方面作了精心策划。在培
训形式上，不仅安排了与当地乡村振兴
干部的“面对面”经验交流，现场研学的
授课方式让参训学员耳目一新，大家充
分交流意见、碰撞思想火花。

“这次培训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一
路走来，我看到了可学习、可借鉴的鲜
活经验，让我对乡村振兴有了一次全面
深度的认识。”同安区莲花镇白交祠村

主任助理苏家华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
名驻村选调生，回到厦门后，我会认真
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工作，不断提高工作
水平，把所学到的理论和经验与工作实
际结合起来，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担
当，在农村各项工作中下功夫，扎实开
展好农村工作。

这次培训班在提升水平和能力的同
时，更增强了学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翔安区新圩镇金柄村党总支书记助理蔡
欣磊表示：“通过此次培训，大家见证了
新农村的蓬勃发展，感受到了乡村振兴
的魅力，同时积累了工作经验，开阔了工
作思路。作为驻村选调生，未来我们工
作目标更加明确，也将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和昂扬的精神投入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争当
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干货满满
精准培训“补短板”

▲江苏当地的授课专家紧扣乡村振
兴主题授课。
▼江苏当地村干部跟学员座谈交流。

叶葳萱是建行厦门鼓浪屿支行行长。前不
久的一个周六，他带朋友上鼓浪屿游玩。一到
钢琴码头，迎接他的是音乐，他形容自己的心顿
时暖得一塌糊涂——大榕树下，厦门市音乐学
校（以下简称“音校”）的一群学生，正在为游客
倾情演奏。

当他沿着龙头路行走，沿路的音乐厅等
点位，都可以看到该校学生在演奏。

叶葳萱上周回想起这幕，还是很激动，他
说：“真的效果很好！很好！外地朋友说，鼓浪
屿就是鼓浪屿！我是又骄傲又感动。”

他说，这就是鼓浪屿应该有的样子。
这其实是音校每个周末的“行走音乐会”。

这所学校是鼓浪屿音乐之魂的最坚定守护者之
一，“行走音乐会”是他们守护行动之一。

每个周末，在鼓浪屿钢琴码头、重点景区广
场，从钢琴码头开始，到菽庄花园沿途，都有音
校学生举办的小型音乐会。学校甚至排了班，
轮到的班级要设计一台面向游客表演的节目。

不仅如此，午休时，音校的学生也会把练
琴房“搬”到中国唱片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
馆、汇丰银行公馆、屿家亲等，为游客弹钢琴。

在疫情前，鼓浪屿音乐厅有个“日不落”音乐
会——每天晚上都有音乐会免费向游客开放，以
便让音乐之岛名副其实。近年来，音乐厅每年至
少有60场音乐会，都由音校师生“承包”了。

谭筱英说，他们想呈现给游客鼓浪屿这样
一个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景。

目前，这所学校还是鼓浪屿岛上唯一一所
全日制艺术学校——前些年，岛上的学校一家
家撤离，去寻找更大办学空间。2013年，音校
也在五通建立校区，不过，学校坚持把根留在
鼓浪屿。除了原来有的初中和中专，前年，音
校还排除万难，复办小学。

谭筱英说，音校是带着使命诞生——当初
厦门市决定在鼓浪屿岛上创办一所音乐学校，
就是为了让鼓浪屿的音乐（钢琴）文化精粹能
够得到充分传承和弘扬。

她说：“我们一直富有自觉性和使命——
要守住鼓浪屿的音乐之魂。”

文/本报记者 佘峥
图/本报记者 林铭鸿
鼓浪屿新增一个免费展馆——“鼓浪

屿人文展馆”昨天开馆。它位于鼓浪屿
“最美转角”——鼓新路44号的上海音
乐学院鼓浪屿研究中心一楼。

副市长廖华生，上海音乐学院院
长廖昌永为展馆揭幕，上海音乐学院
鼓浪屿研究中心也宣告正式投用。

这也是29日启动的第二届上
海音乐学院鼓浪屿音乐周的重要
内容之一。

并不是很多人注意到，厦门鼓
浪屿岛上有个“上海音乐学院鼓浪
屿研究中心”——2021年上海音乐
学院（以下简称“上音”）与厦门市人
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作为落地项目之一，当年年底，上音
鼓浪屿研究中心挂牌。

上音鼓浪屿研究中心位于鼓新
路44号，是一幢四层楼小别墅，正好
处于两条街巷交会的45度夹角，原
来是鼓浪屿宏宁医院。

不过比起旧址，鼓新路44号现
在闻名遐迩的称号是鼓浪屿“最美
转角”——它因为成为多部浪漫爱
情电影、电视剧取景地而得此名。

市教育局局长陈珍昨天说，
市校共建的研究中心是厦门的

“音乐礼物”，见证了上音与厦
门的深厚情谊。

昨天，经过改造升级的
上音鼓浪屿研究中心正式
投用。廖昌永表示，将通
过研究中心，把上音丰
厚的学术资源带到厦
门，同时，帮助厦门
共同对闽南音乐
文化、海峡两岸
音乐文化交
流等开展
学 术 研
究，“这是一
个交流互动的过
程。”廖昌永说。

新投用
上音鼓浪屿研究中心
助厦研究闽南音乐文化

新增加
鼓浪屿人文展馆

梳理琴岛音乐人文历史
昨天，“鼓浪屿人文展馆”在上音

鼓浪屿研究中心一楼开馆，它也是市
校共建的产物之一。

展馆主要承办者、厦门市音乐学
校校长谭筱英说，说到鼓浪屿，大家都
会提到音乐，但是，却很少人对岛上音
乐人文历史进行集中体现。此次鼓浪
屿人文展馆，通过搜集旧照片、资料
等，对鼓浪屿音乐人文历史传承与发
展做了梳理。

展馆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回溯
鼓浪屿音乐传统、岛上音乐人物以及
音乐教育介绍。展出内容包括鼓浪屿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钢琴、第一场家
庭音乐会资料等。展馆还结合多媒体
形式，例如，从鼓浪屿走出去的战士作
家马寒是歌曲《新疆好》作词者，参观
者可通过耳机欣赏这首歌。

据介绍，人文展馆很快就会对外
免费开放，游客可预约参观。

新设置
回旋的提琴

奏响“最美转角”之歌
近日，鼓浪屿新增一景——上海

音乐学院鼓浪屿研究中心所在的鼓浪
屿“最美转角”，设置了“回旋的提
琴”——每个半点、整点，都会有小提
琴从二楼窗户伸出，奏响音乐。

厦门市音乐学校介绍，这是一把
小提琴模型，在规定时间，通过轨道，
伸到窗外，奏响音乐，每次时长5分钟，
让游客感受到“音乐之岛”音乐的无时
不在，也赋予“最美转角”艺术生命。

改造升级后的上音鼓浪屿研究改造升级后的上音鼓浪屿研究
中心位于鼓浪屿中心位于鼓浪屿““最美转角最美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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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音乐学校今年秋季招生方案已经公布。
❶ 小学专业班拟招 180 余人
面向厦门市、港澳台及其他地区适龄学生

招生，鼓浪屿校区、五通校区办班，其中鼓浪屿
校区只招收钢琴、弦乐专业。

❷ 五通校区招收小学阶段四年级、五年
级插班生若干。

❸ 七年级专业班拟招 210 人
面向厦门市、港澳台及其他地区符合报考

条件的学生招生，鼓浪屿校区、五通校区办班。
❹ 普高艺术教育实验班拟招60人
面向符合厦门市普高报考条件的应届初

中毕业生，五通校区办班。
❺ 中职一年级新生70名
面向厦门市及其他地区应届初三毕业生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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