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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睿 通讯员 戴伟
每周二上午9点，74岁的范玉卿都

会到思明区老年大学官任国际学堂（以
下简称“官任国际学堂”）打卡，和老伙
伴一起徜徉英语世界。从掌握少量单
词到能和外国朋友简单交流，范玉卿变
得越来越国际范。

改变，源自范玉卿对“活到老学到
老”的重视，也得益于官任国际学堂提
供的学习平台。随着家门口的老年大
学越来越多，如何把基层老年教学点办
出实效、办出特色？在官任社区，立足
人口特点的国际化课程、发挥班干部力
量的运行机制，成为这里老年教育的

“流量密码”。

歌舞表演《风中述说祭英魂》追忆
先辈的故事，缅怀革命英烈；诗词朗诵
《古诗·清明三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寄托今人哀思；独唱《阳光路上》放眼新
时代新征程，唱响光明未来……舞台
上，情景剧、管乐演奏、闽南歌舞等10
余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居民
驻足观看。

“清明扫墓应该倡导哪些礼仪？”
“为什么不提倡焚烧纸钱、摆豪华祭
品？”“祭扫现场的安全规范包括哪
些？”……节目间隙，主持人用一连串互

动问答点燃现场气氛。每当问题一出，
台下观众纷纷举手抢答，现场有不少老
年人翻阅手机查询、拿出纸笔记录。

“通过抢答互动的方式，能让每个
参与者都有深刻的印象。”来自大同街
道田洋村的居民陈进展说，他带两个孩
子来观看晚会，既能享受视听盛宴还能
接受文明教育，非常有意义。现场维持
秩序的志愿者叶冬梅表示，在过去，扫
墓祭祀注重排场，如今更讲究文明、环
保，“我们要转变观念，以后采用献花或
者植树的方式祭祀。”

本报讯（记者 佘峥）在孤独症孩子
的眼里，世界是什么样的？现在，可以
去市图书馆看看——一场孤独症儿童
创意作品展在这里举行，作品展由市教
育局、市图书馆和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举办，展览持续至4月21日。

9年前，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开设
孤独症班，目前有百余名孤独症孩子。
昨天展出的就是以孤独症孩子为主制
作的闽南砖雕、油画、纸艺等作品。

孤独症孩子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
从展览看，孩子们的画作的颜色似乎更
加鲜艳和跳跃。张碧燕是市特殊教育学

校九年级孤独症班的老师，她说：“我们
采用结构化教学，即把一件事分成详细
的步骤，一步步地教给孩子。”

在特教学校，会给不同年龄的孤独
症孩子设置不同教育目标，低年级更侧
重生活适应性，到了高年级则开始职业
技能培养。

这次展出的有孤独症孩子制作的精
油、茶叶盒等，都是爱心企业提供原材
料，由孤独症孩子分装。老师们说，可以
完全信任孩子们去做这些事，他们天生
就有“刻板行为”，一瓶精油可以滴几滴，
通过孩子们的制作，一滴也不会少的。

本报讯（记者 吴燕如 通讯员 陈伟
尤佳）昨日是世界孤独症日。当天下午，
一场充满温情的关爱孤独症孩子的主题
活动在中山路举行。

组织孤独症青少年及家长参加演
出、展示风采；摆摊义卖孤独症青少年的
作品；城市义工协会志愿者和星巴克志
愿者组织孤独症孩子和市民朋友一起学
习多肉植物种植；市妇幼保健院、厦门莲
花医院为市民朋友提供健康咨询；首康
儿童康复中心带动孤独症孩子参与游戏
互动……此次活动得到了众多爱心单位
的支持，大家为活动献策出力，让“星星

的孩子”快乐地融入活动中，共同呵护他
们成长。

思明区城市义工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这是他们第三年举办关爱孤独症
儿童的主题活动。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
的爱心单位和企业的支持，让更多人了
解孤独症儿童及其背后默默付出的群
体，通过和“星星的孩子”同行，帮助他们
更好地融入社会。

活动由九三学社厦门市委员会，思
明区中华街道，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
会，市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思明区
城市义工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校友办书画展情怀满满
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百余幅书画作品

捐赠母校
本报讯（记者 佘峥）昨天，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在厦

大举行一个迟到了两年的书画展——“群贤毕至-厦门大
学百年华诞书画作品展”，并且将百余幅作品捐给厦大。

2021年4月6日是厦大建校百年，厦大旅港校友会提
前一年，面向100多位书画名家征集100多幅艺术精品，
计划在厦大百年校庆捐赠给母校，但受疫情影响，展览多
次延期，直到昨天才顺利在厦大科艺中心展出。

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理事长黄隆基说，书画作品展是
旅港校友和百余名书画名家共同献给厦大的美好祝福，他
套用诗人林徽因的一首诗——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
人间的四月天。黄隆基说，这里的“你”就是他的母校厦门
大学。

昨天亮相的展览作品，包括一些珍贵藏品，还有饶宗
颐、虞愚、张仃等书画。在书画作品展开幕式上，厦大旅港
校友会当场将百余幅书画作品捐给厦大。

厦门大学副校长、校友总会副理事长邱伟杰表示，厦
大将精心保存好这些作品，把它们作为美育教育的一个载
体。

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是厦大成立最早的校友会之一，
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正式创办于1949年，被称为“三
最”校友会——是厦门大学最早成立、最有情怀、最懂感恩
的地方校友会之一。

三百选手聚厦拼“脚速”
2小时轮滑耐力赛时隔两年重启

本报讯（文/图 记者 路鹏宇）受疫情影响中断了两
年的宝狮莱2小时轮滑耐力赛今年重启。4月1日，由厦
门市轮滑协会主办，厦门宝狮莱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厦门
市鹭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协办的宝狮莱2小时轮滑耐力
赛（厦门站）在集美ZENSO健速卡丁车场举行。本次赛
事分为青年组、少年A组、少年B组，少年C组和儿童组
五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厦、漳、泉的60余支优秀代表队
300余人参赛。

除常规赛外，赛事组及赞助商为选手们提供了丰富的
场外活动，供选手及家长在参赛之余享受更多赛事带来的
乐趣。

2小时轮滑耐力赛源自法国勒芒24小时轮滑耐力赛，
于2018年在北京签约授权。勒芒轮滑系列活动的“DNA
精神”就是让所有轮滑人都能参与，不仅是专业轮滑选手，
业余爱好者同样也能大展身手，赛事规则为5人组队，轮
流接力连续滑行2小时，是国内少有的体现团队精神的长
距离赛事。

参赛选手准备出发。

美食嘉年华飘香南靖
本报漳州讯（特派记者 黄树金）昨日，在南靖体育馆

举办的“全闽乐购 五福南靖”首届美食嘉年华，现场人流
如织，市民游客在此品尝美食小吃。据悉，本届美食嘉年
华活动引来当地100余家餐饮、食品企业参与，评选出十
佳名小吃和十佳名菜肴。

活动期间，由餐饮店和小吃店师傅现场烹饪制作的健
美鸭、鸭面、竹筒饭、巴戟天炖罐、豆花粉丝、枸杞面线、小
溪鱼、土豆农家菜等当地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大饱口
福。本次活动通过专家委员会评选，共评选出家家香健美
鸭（阿鹏小吃店）、四通生烫枸杞汤、亚海蒸盐鸡、龙山阿海
煎包、亚海蒸盐鸡、金山金宴拉面等为十佳名小吃；丹桂茶
香鹅（丽德美味饭店）、猪蹄包（昌榕饭店）、金线莲煨鸽子
汤（鲜补炖罐店）等为十佳名菜肴。蒸盐鸡、金山肉饼、丰
田东南亚糕点等特色美食，也颇受青睐。

南靖县地处福建东南部，漳州西北处，九龙江西溪上
游，入选首批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第五批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拥有世遗土楼群落，物产
丰富，盛产兰花、巴戟天等特产。

“露天音乐会”别出心裁
230名“海娃”在街巷田间奏民乐

本报讯（记者 罗子泓 通讯员 陈梅坛）6大主题，12首
乐曲，230名海沧学生寻迹海沧，在城市及乡村上演“海娃
奏新音 寻迹新时代”民乐音乐会。近期，音乐会以视频形
式，在“厦门海沧教育”微信号上进行展播。

敲起大鼓，吹奏长笛，抱着琵琶……过去一段时间，
“海娃”们携带传统乐器，走遍海沧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海沧体育中心、马銮湾生态三岛公园、海沧西坂菜地、
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厦门天语舟气象科技园等海沧标志
性地点，奏响《玉兔送福》《塔吉克舞曲》《采红菱》等乐曲并
录制MV。

此次活动由海沧区教育局主办，海沧区青少年宫承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参与演奏录制的“海娃”，分别来自
海沧实验幼儿园、海沧幼儿园、延奎小学、霞阳小学、鳌冠
学校等，它们都是海娃民族乐团基地校（园），“通过音乐
会，海沧区将艺术教育扎根于城乡土壤的生动场景被表现
出来，观众们也能通过音乐和镜头，领略新时代海沧的发
展变化。”

一起看看
特殊孩子眼中的世界

孤独症儿童创意作品展在市图书馆举行

爱心汇聚
与“星星的孩子”同行

中山路举办关爱孤独症孩子主题活动

咱厝的老年人 越来越国际范
官任国际学堂为辖区中外居民授课，满足居民文化学习交流愿望

培育文明乡风 深化移风易俗
2023年厦门市“我们的节日·清明”（同安专场）文艺汇演举办

本报记者 林健华
通讯员 张荣森
如何让移风易俗的理念深植清

明时节？怎么让文明祭祀的新风吹
进人们心里？4月1日晚，2023年
厦门市“我们的节日·清明”（同安专
场）以“文明乡约”走进社区的方式
在大同街道钟楼广场举办，该活动
以文艺汇演形式缅怀先烈，倡导树
立文明祭祀新风。

本次活动由市委文明办指导，
同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同安
区委文明办、同安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总队主办，同安区大同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同安区金
秋艺术团承办，同安区大同街道同
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协办。

“从你我做起，争做移风易俗的宣传
者、推动者和践行者，用文明祭祀引领时代
新风，让传统清明更富现代精神……”活动
上，2009年度“诚实守信”福建好人、第三
届厦门市道德模范陈文章宣读文明祭祀倡
议书，倡导文明祭扫、安排合理的安全祭
祀、厚养薄葬的节俭祭扫，培育文明乡风。

祭祀活动重于心，不拘于形。当前，
同安区倡导摒弃焚烧纸钱、冥币等祭祀陋
习，采取集体公祭、家庭追思、网上祭扫、
时空信箱等文明祭扫方式寄托哀思。据
介绍，广大市民群众可以通过“i厦门”微

信公众号或App中的网上祭扫平台“厦
门云祭园”免费进行网络祭扫。

“我们要做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
新风的带头人，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
边群众自觉以文明安全形式进行祭扫、祭
奠。”同安区委文明办负责人表示，长期以
来，同安区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大力
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庆事民
俗日不办宴请”的文明新风尚。此外，还
充分利用“同安文明卫士”移风易俗App，
通过电子督查平台严格落实申报审核工
作，树立文明新风尚。

传承文化 让文明祭祀渐入人心 全民倡议 让移风易俗走深走实

作为英语班班长，范玉卿通常比其他同学
早到教室，协助老师分发学习资料、考勤等。

“官任国际学堂重视发挥班干部作用，班级考
核、活动等一系列班级事务都由学员自己上
手。”官任社区党委书记颜翔说，“我们希望老
年朋友不仅能在这里实现老有所学，也能老有
所乐、老有所为。”

2020年左右，官任国际学堂扩至12个
班。“学员增多，社区人手有限，我们便调动班
干部力量，让班长、组长参与到日常的教学管
理中。”官任国际学堂常务副校长陈玉卿告诉
记者，班干部会帮忙维护课堂秩序、及时分发
社区及学堂的各类通知、密切老师和同学的沟
通等，“参与教学管理不仅让退休后的他们觉
得自己还有用武之地，也让他们感到离社区这
个大家庭更近了。”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和“末梢神经”，
社区里的“家”文化是助推社区治理的重要力
量。作为“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官任国际学堂本
就是社区老年人的“家”，重视发挥班干部作用进
一步提升了“家”的凝聚力，通过班干部“穿针引
线”把更多学员和社区紧紧连在了一起。

今年元宵节期间，官任社区举办了一场文
艺演出，二胡班学员就表演了7个节目，他们
中不少人是在官任国际学堂从零开始学二胡
的。颜翔告诉记者：“如今社区举办志愿服务
等各类活动，只要告诉班干部，他们就会马上
行动起来，组织学员力量，带头参与其中。”

“班干部带动越来越多老年人服务社区，我
们也深刻感受到学员和社区之间的良性互动。”
陈玉卿说，今年学堂将提高低龄老人当班干部
的比例，争取为教学管理和社区活动带来更多
新气象。记者从官任社区了解到，随着学员的
增多，社区也在规划提升学堂的硬件条件，力求
满足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学的需求。

官任国际学堂位于筼筜街道官任
社区，2017年4月挂牌。官任社区是
厦门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化社区，居住着
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境
外人士。2015年，社区开办官任国际
学堂，为辖区中外居民授课，满足居民
文化学习交流愿望的同时，促进双方互
动融合。2017年，立足服务老年群体
的目标，社区开始与思明区老年大学合
作办学，更大力度提供老年教育服务，
中国老人和外籍居民开始在这里成为
同学。

“我们英语班之前就有韩国朋友来
听课。”范玉卿告诉记者，她报名学英语

是因为常在厦门遇到外国人，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国际化，就想着自己不能落
伍，目前已经坚持学了五年。她说，虽
然学英语对老年人而言并非易事，但同
学们都很努力，不少人已经可以和外国
朋友简单交流。

“老年人重视强身健体，外国朋友
想通过太极拳了解中国文化，太极拳课
上也能看到中外面孔。”官任国际学堂
太极拳课、健身气功课教师张毅和他的
母亲既是这里的老师也是社区居民，长
期为学员教授体育健身类课程，“现在
学员越来越多，除了基础班，还设置了
中级班、提高班。”

记者从官任社区了解到，目前官
任国际学堂开设课程 15 门，含太极
拳、中医按导、生存汉语、英语等，内容
上突出中华文化和中外交流特色，越
来越多中外居民在这里就学。学堂的
吸引力也逐渐辐射到社区外。在朋友
推荐下，2020年起，印尼姑娘黄金晶每
周都从翔安跨岛来上这里的生存汉语
课。在她看来，这门课能够帮助外国
人更好地融入中国生活、厦门生活。

“我现在的汉语水平可以满足日常交
流。”黄金晶说，她也常在官任国际学
堂遇到老年朋友，能从他们身上感受
到中国老年人的精气神。

中国老人和外籍居民成为同学1

2 重视发挥
班干部作用

思明区老年大学官任国际学堂开设传统文化课程思明区老年大学官任国际学堂开设传统文化课程。（。（官任社区官任社区 供图供图））

关注世界孤独症日

44月月11日晚日晚，，20232023年厦门市年厦门市““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清明清明””（（同安专场同安专场））
在大同街道钟楼广场举办在大同街道钟楼广场举办。。 （（海西晨报记者海西晨报记者 曾雅欣曾雅欣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