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上午 时
组织捐赠轮椅仪式
帮助困难残友适应新生活

当天下午3点，谢启明熟练地驾
驶汽车，来到中国建设银行厦门高科
技支行。这家银行最近正在改造升
级无障碍设施，邀请谢启明前来督
导。这已是他第三次到现场查看。

银行门口设置有无障碍停车位
及无障碍通道，谢启明将车停入无障
碍车位，下车分别使用拐杖和轮椅体
验无障碍通道。“无障碍通道两边离地
90厘米、70厘米、10厘米各有挡杆，
可以防止拐杖滑动。扶手是塑胶材
料，夏天不热冬天不冷。”谢启明一边

体验一边向记者解释。
营业厅内为坐轮椅的残障人士

设置了无障碍柜台。合适的容膝空
间让坐在轮椅上的谢启明感叹：“以
前办业务签字，手要伸得老长，现在
就方便了。”银行还专门设置了低位
自助存取款一体机，便于残障人士使
用，谢启明坐着轮椅流畅操作取款。

谢启明说，这几年厦门无障碍设
施建设得越来越成熟，不少公共场所
配备了高质量的无障碍设施，让更多
残疾人能放心走出家门。

23日上午9时，谢启明忙
碌的一天从厦门“中途之家”的
会议室开始。一间不大的会议
室内挤满了自愿加入“中途之
家”的残友。“做一件事就要坚持
做好，不能马马虎虎。”谢启明仔
细询问每一位残友工作、生活的
近况，如果有人在创业中遇到了
问题，谢启明还帮忙想办法。此
外，谢启明提出组织“轮椅跑团”
参加今年厦门马拉松赛的构想，
大家都来了兴致。

“这样的会议大概半个月开
一次，开完会大家更有动力了。”
谢启明介绍，今年25岁的小俊
加入“中途之家”已有六年，在他
的帮助下，小俊从最初连基本交
流都有困难，到现在成为一名电
商客服，运营4个微信公众号，有
了稳定的经济收入。对于这样
的变化，小俊的家人感到很欣慰。

近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后，
“中途之家”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

人。45岁的袁女士因脊椎损伤
造成下肢肌肉萎缩，行动不便，丈
夫陪着她前来。同一时间，几位
赠送轮椅的爱心人士也来到现
场，一场名为“轮椅之光”的捐赠
仪式即将举行。

“这是在‘中途之家’组织捐
赠的第14把轮椅。”谢启明说，
他在日常入户残疾人家庭时发
现，不少残友家境不好，买不起
轮椅，更别说价格较高的运动轮
椅。由此，他萌发了给残友捐赠
轮椅的想法。机缘巧合下，谢启
明与思明区人大代表陈锋策划
了“轮椅之光”轮椅捐赠活动，发
动社会爱心人士直接向有需要
的残友捐赠轮椅。

谢启明现场为袁女士调试
轮椅，教她如何使用。坐上新轮
椅后，袁女士激动地在厅内来回

“走动”，向大家连连道谢，“以前
用的轮椅需要人推，现在这个轮
椅好，我自己就可以出门了。”

记者手记

脊髓损伤者公益组织“中途之家”创办者谢启明：

独腿不独行 募集爱心轮椅赠残友

他们的生命在爱和奉献中延续
我市昨举办遗体和器官（眼角膜）捐献者缅怀纪念活动

自己淋过雨
要为别人撑伞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谢启明介绍了他与
志愿者伙伴陈锋的新计
划——近期，他们将推
动成立公益项目，为残
疾人购买保险。

三个星期前，谢启
明资助的残疾人春花不
幸遭遇车祸，被送进医
院 ICU 抢救，经过三次
大手术，才在死亡边缘
被拯救回来。发生车祸
前，她是“中途之家”创
业残友中的佼佼者，也
是大家的开心果。

小时候因车祸失去
右腿的谢启明，开始反
思：除了帮助残友创业、
帮助他们重新树立生活
的信心，还应该完善他
们 的 保 障 ，防 患 于 未
然。陈锋向他建议：为
残友们购买人身安全保
险，减轻意外灾祸对他
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两
人一拍即合，迅速筹划
起下一步公益工作。

曾经淋过雨的谢启
明 ，正 努 力 成 为 撑 伞
人。这是他令人动容的
地方，也是厦门这座城
市文明之光中动人的一
朵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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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名演员上阵
50多项绝活登场

大型杂技剧《聂耳》
震撼上演

本报讯（记者 应洁）动用100多
名杂技演员、历时3年倾情打造，呈现
100多种杂技技巧、50多项高难度绝
活——昨晚，由华侨城云南区域集团
旗下云南省杂技团有限公司带来的大
型杂技剧《聂耳》登上厦门嘉庚剧院舞
台，创新演绎人民音乐家聂耳的辉煌
一生，为厦门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据介绍，大型杂技剧《聂耳》是全
国首创用杂技艺术诠释红色经典的主
题杂技剧，曾获第十届“云南文化精品
工程”奖，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
扶持资金项目，入围文旅部第十一届
全国杂技展演。

该剧由“血色晨昏”“风云际遇”
“星火凌云”等七部分组成，浓缩展现
了在国破家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聂耳积极配合党的地
下组织，创作和带头传唱抗日救亡歌
曲。他创作出了《卖报歌》《铁蹄下的
歌女》《大路歌》等一系列革命题材的
歌曲。在斗争中，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田汉的词谱写出爱国最强音——
《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是云南人，用“杂技剧”这种
全新的演艺形式演绎聂耳生平故事，
是聂耳“家乡人”云南省杂技团有限公
司的一次大胆创新。杂技剧《聂耳》融
入芭蕾、器乐表演等多种演艺形式，杂
技部分创新编排了倒立小顶拉提琴、
蹦床飞竿、云梯追逃等高难度技巧，尤
其是把传统的硬钢丝技巧加入剧目，
在完成高难度杂技技巧的同时推动情
节发展，让观众体验杂技的独特魅力。

据悉，昨晚的演出是杂技剧《聂耳》
华南保利院线巡演的首演，接下来将陆
续走进赣州、惠州等地的保利剧院。

“爱音乐·爱厦门”

主题征文
昨日颁奖

本报讯（记者 郭睿）3月31日下
午，由厦门市音乐家协会音乐理论委
员会主办的“爱音乐·爱厦门”主题征
文活动在市文联举行颁奖典礼。

此次征文活动于去年6月启动，
共收到征文作品近百篇，含理论文章、
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征文作者以
乐抒情、以文表意，分享了他们与厦
门、与音乐的故事，并为厦门建设“音
乐之岛”建言献策。“我们惊喜地发现
一些年轻的作者写出了很有研究深度
和新意的论文，很有建设性。”厦大艺
术学院教授、市音协理论委员会主任
周显宝介绍，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
评审，活动共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若干名。厦
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大二学生黄紫
陌，以一篇聚焦闽台音乐文化的论文
摘得二等奖，在她看来，这样的征文活
动为热爱音乐热爱厦门的年轻人提供
了很好的展示机会。

本报讯（记者 陈
冬 通讯员 董智颖）
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
悉，2023年度厦门市
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
助及奖励项目名单3
月30日结束公示，于
昨日正式公布。

从年初开始，市
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了
2023 年度厦门市文
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及奖励项目评审工
作，经过专家严格评
审，最终评选出资助
及奖励项目92个，涉
及六大类别，其中，文
本创作资助项目 12
个、优秀中青年个人
文艺资助项目16个、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
目12个、闽南文化进
校园资助项目20个、
文化艺术活动资助项
目29个、优秀文艺作
品（项目）奖励3个。

《厦门市文艺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由市委宣传
部联合市文旅局、市
文联、市财政局设立，
每年对全市文化艺术
各个领域入选的重点
项目，给予艺术资金
上的扶持、指导服务
和跟踪管理，旨在推
出更多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厦门文艺作品，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繁荣发展厦门
文艺事业。

2023年福建省
巾帼文明岗发布

我市21家单位
光荣上榜
本报讯（记者 翁华鸿

通讯员 张谢池）近日，福建
省妇联印发《关于命名2023
年福建省巾帼文明岗的决
定》，全省共命名200个福建
省巾帼文明岗，厦门市公安
局鼓浪屿派出所屿家亲女警
队、思明区厦港街道蜂巢山
社区居委会、湖里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注册管理科（审批
科）等21家单位光荣上榜。

优秀中青年个人文艺资助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项目名称
戏剧评论集《闽戏掠影》
长篇小说《临渊》
诗歌集《在春天的苹果树下》
儿童文学《五月的天空》
北京舞蹈学院舞蹈编导进修培训

“和声里的中国精神”——指挥专场音乐会
“中华闽南歌，海峡两岸情”主题音乐会
吴伯祥高甲戏丑角表演个人专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中俄经典歌曲刘胤隆个人专场音乐会
欧颜云靖南音洞箫演奏专场音乐会
乡音不改·曲唱薪传——李志勇师生曲艺专场

“东方弦歌”小提琴专场音乐会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系列作品展
罗建辉书法展
吴良才中国画作品展

“福”文化雕塑创作成果展

申报主体
杨秀晖
刘鑫
吴斌
徐小泓
李鑫
郭伟
林玲玲
吴伯祥
刘胤隆
欧颜云靖
李志勇
史叶红
王艺汉
罗建辉
吴良才
王鹭鹰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项目名称
高甲戏《陈化成》
话剧《遗失的第24个白键》
沉浸式文旅项目《厦门喜事》
小剧场戏剧《一城一梦》
大型南音作品《礼乐千秋》
舞剧《花儿与海》
歌剧《弄臣》
组歌《开台王颜思齐》
大型交响乐钢琴协奏曲《海》——献给鼓浪屿
曲艺小节目《福自邻里来》
组歌《迎接曙光》
儿童音乐剧《妮妮的诗意天地》

申报主体
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
厦门闽南大戏院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禧事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市南乐团
厦门小白鹭民间舞艺术中心
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
厦门市流行音乐协会
厦门市鹭海英烈慈善基金会
厦门春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音乐家协会
吉岛（厦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闽南文化进校园资助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项目名称
同安薄饼闽南非遗文化
进校园活动

《山水·惜别》南音情景
剧

厦门漆线雕展览

南音宋词乐舞《菩萨蛮》
创排展演

同安珠光青瓷闽南非遗
文化进校园

闽南文化进校园——古
埙非遗进校园 闽台风格
作品《草蜢弄鸡公》开发
与展演

闽南非遗进校园，传统
技艺新传承

闽南非遗手作项目式学
习

闽南节日习俗与非遗技
艺结合研习展示

闽南文化与非遗手工技
艺的碰撞

王船工作坊（王船制作
技艺）

非遗与闽南文化的创新
性传承

同安锡雕传统制作技艺
进校园

《闽南方言作品的书写
与闽南方言注音十讲》
书稿进校园讲座

蔡氏漆线雕技艺非遗进
校园

厦门市国祺中学南音进
校园

闽南戏曲进厦门艺术学
校传习展演

“北附有戏”闽南地方戏
曲传承展演

“闽南底蕴·非凡匠心·
非遗薪传”闽南文化进
校园

农民画非遗文化进校园

申报主体
厦门市同安薄饼传统
制作技艺传习中心

厦门市新圩学校

厦门市海沧中学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
音乐学校

厦门市同安区珠光青
瓷传习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古埙演
奏技艺传习中心

厦门理工学院

厦门市滨城中学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
校

厦门市集美区高浦小
学

厦门市湖里区教师进
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厦门市云顶学校

厦门市同安传统锡雕
技艺传习中心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小
学(福建省厦门实验
小学集美分校)

厦门惟艺漆线雕艺术
有限公司

厦门市国祺中学

厦门艺术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厦门海
沧附属学校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
属学校

厦门市同安区新辉小
学

文化艺术活动资助项目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项目名称
第十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意文化节

印象特区·时代风采
——从社区走向军营艺术系列活动

时代丹漆——莲福当代漆画提名展
“让世界听见厦门”华人美学音乐节
“闽风台韵物华新”闽台非遗展演展示活动
“从江南到闽南——丰子恺君子之约”作品展
鹭岛侨心——新时代厦门故事架上连环画作品展

《偶传两岸情 戏承中国梦》——两岸木偶艺术展演展
示宣传活动

厦门风·八闽情——牛惠民山水画作品展
鹭岛烟火气 最美在非遗——非遗进社区系列活动

“改革开放45周年·厦门特区建设新篇章”采风写生暨
邓绍炳青绿山水画作品展

新风尚——中国青年雕塑家系列展
入木·黄永玉百岁版画艺术展
侯莹×谭平舞蹈与绘画跨界双人展
七·漆之美——中华非遗古琴艺术展演

“灵岫八闽 古韵烟岚”——石进旺山水艺术精品展
“王守桢印风”篆刻艺术联展
五月的阳光 厦漳泉三地残障艺术家暨书画名家巡展

“青春乐动两岸情”民乐文化交流活动
歌仔戏《侨批》全国巡演

《文姬归汉》赴上海参加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原乡马巷的亮光闽南话歌曲创作暨音乐培力工作坊

“公子幸会”探访式综艺
“我和我的队歌”主题微动漫征集展播活动
“文学厦门”名家讲坛
“悦读福袋·传递爱”全民阅读推广活动
“翻开书的第35页”阅见湖里·建区35周年特别活动
2023两岸晒书节

“以海相连·闽艺新声”厦门艺术家国际作品展

申报主体
厦门市大学生文化创意协会

厦门传世艺宫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莲福美术馆
厦门微风金韵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厦门惠和股份有限公司
丰子恺美育馆
华侨大学

厦门弘晏庄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美术家协会
厦门市群众文化学会

厦门佰翔海丝盛业国际文化艺术发展
有限公司

厦门时代空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厦门中华儿女美术馆
红顶文化旅游（厦门）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钧天南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厦门鼓浪屿万石国画院
厦门七格传媒有限公司
厦门市阳光残疾人书画院
厦门市海沧区青少年宫
厦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南乐团

台湾社团法人台南市文化协会厦门市
代表处

厦门意外境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厦门市影视剧本学会
厦门文学院
厦门书香阳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厦门十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斯堪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优秀文艺作品（项目）奖励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歌仔戏《侨批》——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优秀作品奖

歌曲《一起向未来》——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优秀作品奖

合唱《彩色锦鲤》等——第十九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
星奖

申报主体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

王平久

厦门六中

2023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及奖励项目名单（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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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卫琳 蒙
婧）昨日上午，我市在海沧
文圃山恩泽园举办厦门市
遗体和器官（眼角膜）捐献
者缅怀纪念活动。活动由
市红十字会、市委文明办
（爱心办）、市卫健委主办，
厦门医学院承办。

据悉，我市于2007年开
始遗体捐献工作。截至昨日，
全市登记遗体捐献志愿者
2188人，登记器官（眼角膜）
捐献志愿者22437人。累计
实现遗体捐献332例，眼角膜
捐献318例，器官捐献139例。

文/图 本报记者 柯恺筠
实习生 张文熠

“独腿义务交警”谢启明在
厦门的十字街头义务执勤的身
影，曾通过网络传播感动了许多

人。这位自幼因车祸失去右腿
的男子，从维修手机到创办脊髓
损伤者公益组织“中途之家”，不
仅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而且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帮助数千名残疾
人重拾生活信心。

日前，本报记者走近谢启
明，了解他从事志愿服务的一
天：在“中途之家”，他指导残疾
人创业，为脊椎受损的残疾人捐
赠运动轮椅；在银行网点，他为
无障碍设施建设提出建议；在企
事业单位，他开展文明宣讲，一
天过得既忙碌又充实……

拄着拐杖
实地体验无障碍设施33下午 时

本报记者 卫琳
昨日，文圃山恩泽园内，蒋彩

伟在捐献者纪念碑上，找到了父亲
和丈夫的名字，放下手中的花束。

蒋彩伟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来
的，她还带了四位朋友，他们都已
经办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手续。
蒋彩伟的许多朋友都知道她的父
亲和丈夫离世后捐献遗体器官的
事，深受触动，也选择成为遗体捐
献志愿者。

蒋彩伟的父亲蒋子英是厦门
户籍首例眼角膜捐献者，也是我市

第六位成功捐献遗体的志愿者，遗
体器官捐献已经成为家中传承三
代的共识。

蒋彩伟记得，父亲88岁那年，
有天突然把她叫到房间，交代自己
去世后，丧事从简，骨灰撒到大
海。蒋彩伟随口说了句“遗体捐献
比撒骨灰更有意义”，父亲听后，当
即决定要捐献遗体。后来她得知，
父亲曾帮人写遗嘱，对方提出去世
后要捐献遗体，让他很受触动。在
父亲的催促下，蒋彩伟很快为他办
好捐献手续。2007年，蒋彩伟的父

亲去世后，遗体捐献给厦门大学医
学院做医学研究。

2020 年，蒋彩伟的丈夫白瑞
元去世，她同样为其捐出遗体和眼
角膜，“我丈夫是在家庭氛围的影
响下选择遗体器官捐献的。”蒋彩
伟说，她丈夫的眼角膜帮助两人重
见光明，全家人知道后都很开心。

蒋彩伟的女儿经常在文章中缅
怀家人的奉献之举，她表示：“外公
的选择让他以另外一种方式重生，
让我们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她也
表达了捐献遗体器官的强烈意愿。

遗体器官捐献成家中传承三代的共识特写

在谢启明在谢启明（（后排右一后排右一））组织的组织的““轮椅之光轮椅之光””
轮椅捐赠活动中轮椅捐赠活动中，，受捐者与捐赠者合影受捐者与捐赠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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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孤岛神丹》
图书《幸会苏东坡》
图书《觅水厦门》
图书《百年鼓浪屿，时光岛的53个爱
的故事》
图书《五行出中国之亲爱的生命》
图书《铁骨丹心照汗青》
电影剧本《灵魂摆渡人》
电影剧本《琴岛的旋律》
广播剧剧本《子归城》
高甲戏剧本《外卖小哥》
话剧剧本《我和我们的队歌》
歌仔戏剧本《朱熹首仕》

申报主体
赖妙宽
厦门意外境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黄坚定

厦门新格文创产业有限公司

夏炜
陈慧瑛
厦门文广影业集团有限公司
汪黄任
集美大学
曾学文
武杨
厦门市翔安区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