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歌剧艺术家
以歌会友

本报讯（记者 陈冬 通讯员 严昕）以歌会友，
以艺通心，近日，著名指挥家郑小瑛携手部分中国
歌剧艺术家，与来厦交流的美国歌剧演员，哈佛大
学高级研究员、文化交流高级顾问兼特使卡拉·卡
纳莱斯，举办了中美民间音乐文化沙龙活动。

今年2月，郑小瑛通过越洋连线的方式出席了
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与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
与外交学院共同主办的“文化外交倡议”之“和谐讲
坛”，讲坛大师班的主持人正是卡拉·卡纳莱斯。

此次卡拉·卡纳莱斯来厦，向郑小瑛递交了中
国驻美国大使馆与美国塔夫茨大学的感谢信。郑
小瑛则向卡拉·卡纳莱斯回赠了由其指挥的音像制
品，展现了中国歌剧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历程与民办
歌剧人才机构的基层工作成果。

青少年讲古电视大赛
开始征稿

本报讯（记者 吴燕如）近日，记者从思明区文
化馆了解到，2023年厦门市青少年讲古电视大赛
文稿征集已经开始。

大赛以“讲述厦门故事 传承闽南精神”为主
题。征文要求聚焦这一主题，围绕发生在厦门本土
的故事展开，符合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题
目自拟。具体要求：以闽南方言创作，文稿生动通
俗，鼓励多使用闽南俚语、俗语、歇后语等，
800—1200字。征文数量不限，鼓励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参与，每人录用文稿不超过3篇。截稿日期6
月30日，征集邮箱xmgonggoo@qq.com。

届时，举办单位将选出与征集主题相符的30篇
优秀作品，给予证书、稿酬，并入选作品集（文字与音
视频合集）。

2023年厦门市青少年讲古电视大赛由厦门
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思明区委宣传部、
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思明区文化馆联合厦
门卫视承办。

亲子骑行 不负时光
6月3日是世界自行车日，本报记者近日走进

两个爱好骑行的家庭，倾听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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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人物
陈少柏，35岁，幼儿
滑步车教练；妻子
罗韩萱，38岁；女儿
陈姿漪，5岁。
●地址
集美区西亭北路
●心愿
随着城市中越来越
多 自 行 车 道 的 连
串、贯通，希望更多
家庭加入骑行。

陈少柏（左二）和妻子罗韩萱（左一）、女儿陈姿漪（右二）
给本报记者杨霞瑜讲述骑行经历。

王珏（右）和儿子米淘（中）给本报记者张玉榕
介绍比赛获得的奖杯。

文/本报记者 杨霞瑜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6月3日是世界自行车日，倡导绿色

出行、低碳生活，厦门就有很多热爱骑行
的家庭，他们把骑行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这辆儿童自行车是我女儿现在骑
的，旁边那辆是大人的折叠车，我们基本
上每个月都会‘4+2’出行好几次。”陈少
柏从阳台推来两辆自行车，向记者介绍
所谓的“4+2”出行方式。他们把两轮自
行车放在四轮汽车的后备厢，汽车和自
行车搭配出行，比如先驱车到选定的位
置停好车，再沿着自行车道骑行。

妻子罗韩萱拿出骑行途中拍摄的照
片，与记者分享道：“这条乡村的自行车
道，不同季节能欣赏到不同的花，沿途中
还能欣赏到原生态的溪流，孩子很是喜
欢。”前不久，陈少柏夫妻俩带着孩子从
后溪骑行到灌口。按照他们的话说，7公
里多的骑行路程，对于女儿来说是小菜
一碟。

“我可以骑行20多公里。”说起自己
的战绩，陈姿漪露出得意的微笑，还特意
向记者展示骑行秘诀。“得用前脚掌踩紧
脚踏板，这样能更好地发力，不会伤到膝
盖。”陈姿漪告诉记者，遇到初学者，她都

会与他们分享这个秘诀。
说起如何避免运动伤害，5岁的陈姿

漪侃侃而谈。陈少柏笑着解释说，由于
自己是专业的滑步车教练，他和妻子都
是资深骑行爱好者，女儿从小耳濡目
染。“我女儿3岁时从滑步车转为骑12寸
的自行车时，不用大人帮扶，自己很快就
能骑车兜圈了。”

“现在一起骑行25公里都没问题。”
罗韩萱感慨地说，以前和孩子她爹谈恋
爱时，时常一有空闲就沿着环岛路骑行，
现在是一家人骑行，要首先考虑骑行线
路是否安全，其次才会关注风景优美与
否。“现在厦门的骑行环境有了很大的改
善和提升，像环五缘湾自行车道，还有环
杏林湾海上自行车道，都很适合带孩子
打卡。”陈少柏说，亲子骑行不仅是简单
的运动，而且是带着孩子去认识与感知
世界的一种方式。

陈少柏从2008年开始接触骑行之
后，便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这项运动，也
因此结识了妻子，有着共同爱好的两人
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对于他们来
说，骑行最大的收获是把这份热爱延续
到了女儿身上，女儿的性格也因此更加
活泼开朗。

近日，广东海丰象
山天后宫妈祖信众率广
东非遗项目英歌舞前往
厦门朝宗宫交流。气势
磅礴的表演吸引了众多
市民和游客驻足欣赏。
据悉，这是英歌舞首次
在厦门岛内亮相。
（通讯员林坤山 王炳辉
本报记者陈冬摄影报道）

非遗项目英歌舞
亮相厦门

文/本报记者 张玉榕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不好意思，我刚完成今日的
骑行量，现在大汗淋漓……”上周
三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珏刚
回到家不久，他端起水杯猛喝了几
口。儿子米淘看着父亲，嘴里嘟囔
着：“爸爸，周末记得带我骑行哦，
别忘了！”

看着父子俩如此沉迷骑行，米
淘妈忍不住打趣道：“他爸爸每天
必须骑行一小时，孩子周末总嚷着
要出门骑行。我怕晒黑，但也只能

‘舍命陪君子’，有时候会跟着他们
一起骑行。”

说起这对父子“入坑”骑行的
原因，还挺有趣。“2018年，二孩刚
出生，突然没有时间照顾大儿子，
而他精力旺盛，晚上总是在家闹
腾，我们索性给他报了平衡车培训
班。”王珏和妻子相视一笑。

王珏“入坑”骑行的原因很简
单——为了减肥。今年1月，他的
体重有90公斤。思来想去，他决定

“追随”儿子的步伐，开始骑行减
肥，就这么开启了骑行“生涯”。

“儿子是我的骑行教练，一开
始，我都赶不上。他一个多小时能
骑20多公里。”王珏说，别看米淘个
子不高，但骑得很快，速度能达到
30公里/小时。有一次，他们绕杏
林湾骑行一圈，王珏骑共享单车在
后面追，怎么也追不上，只能让儿
子放慢速度。

“米淘先是学会骑平衡车，然
后自然而然学会骑自行车，自从爱
上骑行，他的变化可大了。”米淘妈
说，“米淘”是儿子的小名，闽南话
是馒头的意思，因为孩子从小白白
胖胖的，后来因为骑行，变成了黑
瘦的小健将。最让她欣喜的是，骑
行让儿子磨炼了意志，她常看到他
骑行摔倒，又勇敢地站起来。

“不光我的变化大，爸爸的变化
也不小。今年他坚持骑行了4个月，
共骑行3800公里，成功减了20公
斤。”提起骑行的收获，米淘很兴奋，
带记者参观了他这两年平衡车比赛
获得的奖杯——足足17个。

王珏说，他现在的骑行路线一
般还是在厦门，未来还打算带孩子
去打卡福建多处骑行好地方。

●出镜人物
王珏，34 岁，机械
工 程 师 ；儿 子 米
淘，6岁。
●地址
集美区杏林东路
●心愿
希望能带着孩子打
卡多处省内骑行好
地方。

夫妻俩把对骑行的热爱
延续到5岁女儿身上

6岁儿子当“教练”
带着父亲骑行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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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老年性白内障等年龄相关性眼病已成
为我国主要致盲性眼病之一，多年来，为助力有
效白内障手术覆盖率不断提高，厦门眼科中心持
续开展多项公益救助及老年性白内障等眼疾的

“公益复明”行动，帮助诸多困难老人解决眼疾困
扰，重见光明。

在爱眼日到来之际，厦门眼科中心再次暖心
启动了白内障、翼状胬肉等眼疾的公益复明行
动。本次活动累计为300多位老人开展了公益
手术。

秉持着“用心服务，让每个人拥有健康明亮
的眼睛”的使命，厦门眼科中心不断构建优质高
效的眼健康服务体系，坚实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眼
健康。自2022年起，在厦门市“爱心厦门”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厦门眼科中心连
续两年发起“看见幸福”眼健康爱心公益项目。
项目与厦门市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深度结合，深
入开展“爱心困难帮扶”、“爱心用眼科普”、“爱心
巡回义诊”、“爱心免费筛查”等活动，聚焦帮扶眼
疾困难群体，为其提供眼科全病种的门诊及手术
补助，被列为“爱心厦门”建设2023年度“十大爱
心行动”之一。

聚焦“一老一小”守护眼睛健康
厦门眼科中心开展“爱眼月”系列活动，把眼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

关注全国“爱眼日”

文/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林乌理
图/厦门眼科中心 提供
近日，厦门眼科中心白

内障·老花眼中心学科带头
人张广斌教授带领团队来
到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为近
百位老人开展健康科普讲
座，围绕老年人关心的眼健
康问题答疑解惑，传授护眼
小妙招，并进行视力测验、
白内障筛查等公益诊疗服
务。

此次活动是厦门眼科
中心爱眼月系列活动之
一。面对面、零距离的医疗
服务，送到家门口的眼健康
知识，让在场的老人们赞不
绝口。

6月6日是第28个全国
“爱眼日”，今年的主题为“关
注普遍的眼健康”。为进一
步贯彻“健康中国”战略，落
实《“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
划（2021-2025年）》，满足人
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眼健
康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爱
眼护眼意识，厦门眼科中心
以全国“爱眼日”为契机，围
绕“全年龄段全生命周期眼
健康”，重点关注儿童青少
年、老年人两个重点人群，聚
焦近视等屈光不正、白内障、
角膜盲、眼底病、青光眼等重
点眼病，组织策划主题活动
月，并陆续开展了一系列内
容丰富的眼健康科普宣教及
公益诊疗活动。

作为国家三级甲等眼科
医院、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厦
门眼科中心始终致力于构建
多元化眼病防治体系。医院
依托高质量医疗实力及高水
平专家团队，积极深入街道、
社区、校园、企业等地，广泛
开展公益诊疗服务，并运用
线上宣传阵地，不断加强眼
健康科普宣教工作，强化“每
个人是自己眼健康第一责任
人”的健康理念，增强人民群
众的眼病防治意识。

“爱眼日”当天，以“关注
普遍的眼健康”为主题，厦门
眼科中心的医护人员分批来
到了同安区溪西村幸福院、
海沧天竺山、集美第二小学
等地，为当地老人、居民群
众、离退休干部及学生群体
分别开展眼健康公益服务。
详细的视力筛查、常见眼病

的科普宣讲、日常用眼的注
意事项、就医用药的专业指
导……活动现场，医护人员
用暖心、贴地气的服务，切实
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眼健康。
据了解，在爱眼月期间，厦门
眼科中心还将持续开展多项
公益诊疗筛查活动，务实下
沉优质医疗资源，打通宣传
教育、关心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除线下相关主题宣教活
动外，厦门眼科中心强化互
联网+健康科普传播方式，
主动创新科普宣传内容，不
断拓宽线上科普渠道，聚焦
屈光不正、干眼等眼病，连续
举办了多场眼健康线上大讲
堂直播活动，让人民群众用
更便捷的方式，更广泛、更有
效地接收到优质的眼健康科
普知识。

“一老一小”涉及每个家庭，是全
社会普遍关切的民生问题。随着人
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眼病疾病谱
发生了重要性变化，与年龄相关性眼
病的患病率逐年升高。

为进一步完善防盲治盲工作，为
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及防盲研究工
作提供可靠依据，厦门眼科中心创新
性地以福建省50岁以上的10044名
居民眼部筛查数据为研究基础，结合

互联网、AI影像学等新技术手段，开
展了全面的致盲性眼病病谱观察，并
形成了《福建省眼病流行病学调查白
皮书》。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福建省
主要致盲眼病患病率依次为白内障、
黄斑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度
近视眼底病变。此项报告不仅建立
了福建省眼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库
和居民眼健康管理系统，更填补了福
建省眼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空白，意义

重大。
为明确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现

状、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并为近视
防控政策制定及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依据，厦门眼科中心特别选取了
2019至 2021年 3年间，全国455.6
万中小学学生眼健康筛查的有效数
据，开展了科学的近视流行病学调
查。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数据整理与
综合分析，研究成果最终形成《全国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白皮书》，并于
今年在《中华实验眼科杂志》上发
表。该项研究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呈发病年龄早、患病率高，近视
进程快且程度深的特点。随着学龄
增长，筛查性近视患病率逐渐上升，
小学阶段人群筛查性近视患病率为
54.00%，初中为 78.18%，高中为
87.05%。小学初中阶段是预防近视
的关键时期，倡导健康用眼行为、减
少电子产品使用、增加日间户外活动
是有效防控近视的手段。

两部白皮书发布
聚焦守护“一老一小”B 开展公益救治

让困难眼疾患者重获光明
服务全生命周期
多元开展科普宣教A C

▲厦门眼科中心医护团队走进校园开展视力筛查。
◀厦门眼科中心医护团队定期走进社区开展眼健
康诊疗活动，把三甲眼科服务送到市民家门口。

《《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白皮书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白皮书》《》《福建省眼病流行病学调查福建省眼病流行病学调查
白皮书白皮书》》两部白皮书发布两部白皮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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