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 11月
26日在全省首个村一级广东省人文社科普及示范基
地——肇庆市封开县南丰镇侯村拉开帷幕。

教师点评

先审好题，把握准方
向后再下笔，这是应对考
场作文的最好策略。而
材料作文更要审清楚材
料的内容与含义——就本
题而言，材料中已点出一
系列神话故事的深层含
义所在。写作任务则是
作为“文学社的一员”在
专题报告会上作报告，一
要“自选两个或三个神话
故事”，二要“谈谈你对中
国古代神话的认识”。重
点自然是挖掘出神话故
事与中华民族之间的联
系，体现今天我们还要讲
这些古代神话的价值所
在，表达出自己的思考。

这是一篇比较规范并
容易学习的优秀例文。
作者审题准确，紧紧抓住

了材料中“神话”与“民族
精神”的关联，拟了一个好
题目，并在开头直接回应
了写作任务：今日我以古
代神话为主题，谈谈我对
中国神话的认识。然后讲
了两个神话故事，一个是
《愚公移山》，一个是《夸父
逐日》，分别体现了中华民
族的奋斗精神和追梦精
神。更重要的是，这两种
精神一直延续至今，仍在
一代一代地传承。

像作者结尾时写的那
样：儿时听古代神话故
事，长大则通过这些神话
故事理解并传承了中华
民族精神。这正是这道
作 文 题 强 调 的 意 义 所
在。（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高级语文教师 梁秋燕）

非师点评

中国古代神话是华夏民族
的童年记忆。无论是盘古开
天、女娲补天，还是大禹治水、
精卫填海，抑或是后羿射日、夸
父追日，无不反映了身处蒙昧
时代的华夏先民面对强悍的大
自然所作出的努力。在那个生
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远古时
代，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
作出科学解释，也无法抗衡强
大的自然力。神话故事所表现
的，就是人们通过幻想的形式，
虚构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作
用于自然，从而完成解释自然、
战胜自然的期待。后人读这些
神话故事，能够读出华夏先民
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性格，这
和《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是相契合的。

有 句 老 话 说“ 三 岁 定 八
十”。童年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

的文化和精神底色。从这一角
度看，说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源头，孕育了中华民族
特有的民族精神，反映出中华民
族独有的文化品格，这是可以成
立的。本次作文出题，有一定
的深度和水平。

具体到作文，作者根据题
意，选用了《愚公移山》和《夸父
追日》两个古代神话故事，分别
对应“塞罕坝精神”和“中国航
天”这两个当代版的中国故事，
力图证明古代神话所承载的中
华民族奋斗和追梦精神在今天
也得到传承，虽然稍嫌简单，但
切合题意，而且行文的逻辑性
和完成度都较好，值得肯定。

尚需指出的是，一般都说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作文中
说“八千年”，不知有何依据？

（作家、编审 周伟励）

写生
青春瀑

爸爸的故乡在湖南的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镇——高沙镇。
爸爸和爷爷都以此为傲，爷爷不
止一次地说过：高沙背倚雪峰
山，面临蓼湄河，山环水抱，四野
开阔，“九曲回湾水，七星傍明
月”。它早在秦汉时建街，唐宋
时称市，明清时臻于鼎盛，繁荣
于当代，历史悠久。高沙镇在民
国时期还以“小南京”的美称驰
誉大江南北，又称“高沙市”，五
里长街，烟景繁华。

的确，高沙镇还处于张家
界-凤凰古城-洪江古商城-崀
山-桂林这一“西南旅游圈”的中
心位置，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遍
布全境。

每次随父母回高沙，我都会
上老街逛逛。古镇中心有一座
格外醒目的复古牌坊，上书“高
沙古镇”。那条有上千年历史的
高沙兴隆街就在牌坊下弯弯曲
曲地延伸开去。街道由浅青色

石板铺就，两边依街而建的木板
房子古色古香，与小镇外的繁
华，宛若两个不同的世界。慵懒
的午后，街坊们在自家店铺旁，
或围着小桌打牌，或躺在竹椅上
小憩，或抽着烟、品着茶，有一搭
没一搭地闲聊。至于生意是否

“兴隆”，他们全然不在乎。
虽然早已通了自来水，但家家

户户门口还保留着一个生了锈的
压水井，用手压一压手柄，伴随着

“咯吱咯吱”的声音，便有水从地下
抽上来。压水井的水冬暖夏凉。
炎炎夏日，我总爱去那儿打水，将
水捧在手心里，扑到脸上，一瞬间，
身上的暑气便消散了许多。

穿过古街，就到了环抱小镇
的母亲河——蓼湄河。河上横
跨着一座“祖师桥”，这是融苗、
侗民族风格于一体的风雨桥。
桥上有廊，两旁有长长的木椅。
坐在桥上，吹着河风，赏着河景，
听着岸边老爷爷拉的二胡，别提

有多惬意了。
沿河两岸的杨柳，四季常青，

枝繁叶茂。有的枝条过长，落在
了江面，好似从天而降的翠绿珠
帘。掩在这“珠帘”后面的白墙灰
瓦的老式房屋就仿佛是“犹抱琵
琶半遮面”的美人。白墙边缘部
分经过岁月洗礼，斑驳的墙面看
上去虽略显沧桑，又颇有韵味。

河边有一个小码头，旁边堆
积着许多形态各异的小石子。
傍晚，我们散步时，都会在这儿
驻足“打水漂”，看谁的石子丢
得远、点击水面的次数多。一旁
垂钓的老爷爷们也不恼我们会
惊扰鱼儿，反倒饶有兴趣地“观
看比赛”，与我们一起拍手叫好。

盛夏时的蓼湄河畔，还有蓼
花悠悠绽放，见证着高沙人“结
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闲情
逸致慢生活。

高沙古镇也是我心中最美
的故乡。

木匠现在是个教书匠。他右
手有条疤，在虎口蜿蜒，夜里还隐
隐作痛。他的手那么粗糙，如同
树干的褶皱。月光下，木匠凑近
嗅自己的手，似乎还能嗅到每个
褶皱里有木屑的芳香。那种芳
香，曾芬芳了他四十三年的日月。

他又想起那个下午。他笑
着穿梭在树木间，花白的头发在
阳光下闪着光——他刚完成了
一件作品《马踏飞燕》，那个满意
哦，仿佛这些年漫长岁月的苦闷
全不见啦。他极力放平了嘴角，

“下山，找村东头老刘下棋去。”
村子还同以往一样热闹。胖

大婶更丰腴了，嗑着瓜子说着鸡
毛蒜皮儿的事，瞥见木匠，立刻扯
出满脸笑来：“终于下山了！？”木
匠颔首：“嗯，大作成了。”“哟，是
吗！不愧是木匠你啊。”胖大婶笑
着，夸得木匠飘飘然，“有空给俺
家打张桌子呗，梨花木，一米二
的，成不？”木匠矜持地“嗯”了声，
背着手只往东去了。

胖婶的孙子问：“奶奶，那是
谁啊？”胖婶敷衍地应道：“一个
怪人。”小孩儿突然来了兴致，追

着木匠跑去。他想：“怪人有多
怪？是有三个眼睛两张嘴吗？”
他跟着木匠，学他背着手走。木
匠挠挠头，他也挠挠头；木匠蹲
下看一朵花，他也蹲下看；木匠
摇头晃脑地说了什么，他也跟着
说……突然有一只半个手那么
大的蚂蚱飞过去了，小孩儿紧盯
着蚂蚱，这才往田地里去了。

战至黄昏，木匠赢了老刘三
局，乐呵呵地笑。老刘打趣他：

“你行啊，棋艺见涨啊！这几年
偷着练了？”木匠摇摇头：“哪
能。为了那件大作，有时候吃饭
的空当都没有。”他故意卖了个
关子，让老刘着急。“你以后万一
得了奖，那可就是艺术家了。”木
匠眼里都是笑：“哪能呢？我就
是个木匠。”

木匠忽然停住了笑。老刘
一脸奇怪：“咋了？”“嘘，你听！”
木匠说，“有人喊救命？”秋风吹
过，地上的黄叶打了个旋儿，隐
约间，真听到了“救命”！

木 匠 冲 着 声 音 飞 奔 了 过
去。混乱间，有什么东西砍中了
木匠的右手。借着夕阳的余光，

木匠看到右手上全是鲜血，拇指
快被割裂了。他攥住拇指，痛苦
地嘶嚎，“老刘，我的手！”然后晕
了过去。

木匠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
床上，阳光温暖了床，他的手脚却
冰凉。他想起医生的话：“病人的
右手，一定要注意保养，别做什么
力气活。”“那还能木雕吗？”“这
……恐怕不行。”木匠失去了当木
匠的资格，他还能做什么？他想
起那天胖婶的孙子跪着来谢他的
救命之恩，叹了口气。

老刘来了，盯着木匠的脸：
“乡里小学，缺一个老师。”木匠
的脸抽搐了一下，说：“好。”就这
样，木匠成了教书匠。

后来突然来了一群记者，说
他的《马踏飞燕》得了什么金奖。
木匠真成了艺术家。但木匠收到
证书与奖金后，去买了一个亚克
力箱，把《马踏飞燕》放进了箱底。

他盯着那月光，喃喃自语：
“教书便教书吧，木匠。”他似乎
看到一匹马，鬃毛飞扬，踏着一
只燕，正奔向月亮。

（指导教师 李梅）

小说
新生代

最美的故乡 □杨佳馨 广州外国语学校初三（4）班

木匠 □郝思彤 河北省实验中学2018级（7）班

文 题

【学生作文】

大家好，很荣幸能参加“中国
古代神话研究”专题报告会。今
日我以古代神话为主题，谈谈我
对中国神话的认识。

中国八千年历史长河中，有不
少神话传说——或睡前故事，或民
间口口相传的奇闻异事，或光怪陆
离的地理图册。这些神话不仅流
传于古代，它所蕴含的精神直到
今时今日仍对我们影响深远。

大家儿时的睡前故事里应该
都有《愚公移山》的神话吧。愚公
——一个似愚非愚、大智若愚的
主人公——他真的是一个人在移
山吗？显然不是。他的后代都参
与进来了，他鼓舞了集体奋斗的
力量，故有“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中华
民族的奋斗精神在这个神话中展
现得淋漓尽致。它同时也说明，
这种奋斗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地传
承，并不断发扬光大。

塞罕坝精神也深刻地体现了
这种奋斗精神。塞罕坝从千里黄

沙变成富饶绿洲，源于塞罕坝几代
护林人的奉献与奋斗，这成果是他
们用心血、汗水和生命凝结而成。
和“愚公移山”一样，塞罕坝精神也
体现了中华民族奋斗精神之传承。

除了《愚公移山》外，小学课
本中《夸父追日》的神话想必大家
也不陌生。夸父区区一介凡人，
竟然妄想追上太阳。小时候我也
不懂，嘲笑过他的不自量力，嘲笑
过他的白费功夫，嘲笑过他的异
想天开。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
才发觉这种人是值得敬佩的。我
敬佩他为梦想所作的努力，敬佩
他为梦想所作的坚持，敬佩他有
这么一个前无古人的梦想——不
是所有人都能有一个梦，并为了
这个梦去努力，而且不是只努力
一阵子，是用一辈子去努力追
梦。夸父追的已不单单是太阳，
还有他的梦想。

这种努力追梦的精神不仅支
撑着夸父不断向前，也支撑起了
中国的航天事业。“飞天触月”自

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变的梦想，
前有明朝陶成道为航天献身，后有
近代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研究火箭，
只为实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我
觉得在《夸父追日》中体现的这种
勇于追梦的精神，应该也在指引着
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

奋斗精神、勇于追梦的精神
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在听古代神话、讲古代
神话的过程中，在奋斗和逐梦的
过程中，不也是在传承中华民族
精神吗？古代神话至今依旧让许
多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其中蕴
含的内涵早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
我们的生活、事业，在漫长的探索
发展道路中，它们犹如明灯，指引
着我们前进。

儿时倾听古代神话，长大后
让自己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化身
梦想中的“英雄”，担当起振兴中
华、民族复兴的大任。这也是我
的梦想。

谢谢大家。

听古代神话，传民族精神
□李芷琪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高三（1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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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
要求写作。

中国古代有很多的神话
故事，像精卫填海、女娲补
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嫦
娥奔月、鲧禹治水、愚公移山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源头，孕育了中华
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反映
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品
性。神话当中更多是弘扬正
义、善良、勇敢、坚毅、顽强的
精神，宣扬造福人类、勇于牺
牲个人的价值取向，这些正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学校文学社举办“中国
古代神话研究”专题报告会，
作为文学社的一员，请自选
两个或三个神话故事，以“我
心中的古代神话”为主题，谈
谈你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
识，就此写一篇发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
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
切合身份；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少于800字。

儿时听神话儿时听神话，，长大做长大做 ？？“英雄”

当晚，在肇庆市封开县南丰镇
文体广场上举办了广东省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社科普及系列展演活动。

南丰镇群众组成的舞蹈队率先
跳起了广场舞，舞狮队表演了“醒狮
点睛”，他们以传统节日的庆祝形式
拉开了活动序幕。

随后，大家共同学习观看了视
频《习近平总书记走过的扶贫路》。
另一段《初心温暖扶贫路》的视频，
则总结了今年广东省社科联先后在
清远连樟村、湛江塘仔村、潮州狮峰
村等地主办的社科普及系列展演活
动情况。

展演节目紧扣时代主题。
众多著名文艺家、社科专家通过

讲故事、主题朗诵、微讲座、文艺表演
等方式，讴歌新时代扶贫事业取得的
伟大历史性成就，憧憬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壮丽前景，激发团结奋斗、共
创美好生活的决心与信心。

互动环节中，侯村党支部书记
侯日河和省社科联历任驻村第一书
记孙令书、吴仲文、汤其中、陈文汉，
历任驻村队干部及村“两委”干部，
现场讲述了脱贫攻坚故事《幸福侯
村》。

展演特设的社科普及讲座与有
奖问答环节中，还邀请到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个人，广东第三批援助武汉医疗
队队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

脏外科主任、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
杨扬，为大家作《疫情防控新常态下
的健康新生活》社科普及讲座。广
东提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兵也为观
众们带来一场《民法典实用案例讲
解》讲座。

广东演讲学会会长孙朝阳与省
市县镇村五级代表们，共同朗诵了
暖誓演讲《不忘初心，永恒誓言》。
在场全体党员在中共封开县委副书
记余锦兴领誓下，重温了入党誓词。

国家一级演员、广东省文联副
主席崔峥嵘现场演唱了歌曲《中国
喜》；女高音歌唱家、中山大学艺术
学院副院长金婷婷深情献唱了纪念
抗美援朝的歌曲《英雄赞歌》；中山
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青年小提琴
演奏家原嫄带来小提琴演奏《唱支
山歌给党听》；南方歌舞团独唱演员
张琼演唱了抗疫歌曲《依然笑》；男
高音歌唱家乔建军演唱了《欢聚一
堂》，等等。

崔峥嵘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走到人民群众中间、跟百
姓面对面的这种亲密接触的演出形
式，让她更真实地感受到观众的热
情、朴素和真诚，她非常尊重这样的
舞台。她希望有机会也能像科普工
作者一样，给普通观众普及一下音
乐知识和演唱技巧，让观众学会如
何欣赏音乐，这也是对广大民众生
活品质的一种提升。

张知干在活动致辞时
指出，本次活动是广东社科
界打通理论宣传和社科普
及“最后一公里”的探索创
新之举，是广东社科人讲好
脱贫攻坚故事的实际行动。

他指出，自《广东省社会
科学普及条例》实施以来，我
省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逐步走
上了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
的轨道。在各级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关心支持
参与下，在全省社科界的共
同努力下，社科普及各项工
作硕果累累，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社科普及活
动，建立了一批功能完善、作
用明显的社科普及示范基
地，推出了一批内容丰富、通
俗易懂的优秀社科普及作
品，形成了一系列健全完善
的社科普及制度安排，涌现
了一大批热心社科普及事业
的专家学者和工作者。

羊城晚报：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广东社会科学普
及周活动有什么特点和创
新？

张知干：广东社会科学普
及周活动是《广东省社会科学
普及条例》确定的年度例行工
作，也是省社科联打造的社会
科学普及工作品牌。

以前的主题日活动都是
在省城广州举办，今年我们
进行了一些创新。一是活动
地点的创新。活动现场搬到
全省首个村一级省人文社科
普及示范基地——侯村，搬
到最基层的地方来，搬到基
层群众身边，目的就是要打
通社科普及“最后一公里”；
二是活动内容的创新。活动
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一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来开
展，以脱贫攻坚为主题，邀请
文艺界、法律界、医学界的专
家学者来村里给乡亲们表演
节目、科普法律和防疫知识，
让农村百姓也能享受到文化
大餐；三是活动方式的创
新。配合活动在侯村组织开
展新时代文明家庭和新乡贤
评选活动，发动老百姓评选

身边的先进典型，并给他们
颁发牌匾，把他们的先进事
迹张贴在乡贤祠内，以弘扬
新风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
文明新气象。

这次活动也是落实五
中全会精神的一次新尝试。

羊城晚报：目前广东社
会科学研究与普及工作如
何体现岭南文化的特色？

张知干：随着时代的发
展，地域文化已越来越成为
增强地域经济竞争能力和
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岭南文化作为一种典
型的地域文化，既具有地域
文化的共性，也有着独特而
鲜明的个性；既完整保留了
华夏农耕文化精髓，又融入
了海洋文化的元素，具有重
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
性、务实性等特点。广东社
科界研究和普及岭南文化，
应当重视岭南文化既保持
自信又借鉴他者、既对外开
放又守护传统、既务实又超
越、既自立又多元等特性，
充分发挥岭南文化在凝聚
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
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推动
我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走在
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提供精神文化动力。

羊城晚报：您认为，学
者该如何处理好做学问和
服务大众的关系?

张知干：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
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习
总书记的话为我们指明了
根本方向。

一是要为人民做学问。
要坚持人民立场，急人民之
所急、忧人民之所忧、解人民
之所困。用群众能够理解和
掌握的知识和道理，帮助群
众解疑释惑、纾困排难，进而
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实现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二是要做
人民需要的学问。要不图
名、不求利，坚持真理、坚守

道德，认真负责、敢于担当，
研究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
问题，把学问写进人民群众
心坎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拿出“接地气、冒热气、
赢人气”的研究成果，向人民
群众奉献经得起历史和实践
检验的精品力作；三是要从
人民当中吸取智慧。人民群
众的社会实践，才是我们做
学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源头活水。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群
众中调查研究，要了解人民
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
搏，为群众解疑释惑。

羊城晚报：当下社会科
学普及工作面临怎样的挑
战和机遇？

张知干：当下，我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科技进步
日新月异，以移动通信终端
为代表的新媒介已成为人
民大众接受信息的主要通
道，这给社科普及工作带来
了传播模式、内容供给等方
面的新挑战。

尤其是青年一代，思想
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
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
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
跃。如果缺少科学思想的武
装，缺乏人文精神的滋养，人
们就难以分辨形形色色的伪
科学、反科学的东西，甚至会
迷失方向。因此，加强社会
科学普及，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的人文社科素养，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正确科学的思想武装头
脑，就显得尤为迫切。

但是，危机中也育新
机。科技的发展给社科普
及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
新机遇。我们要积极利用
多媒体融合、信息数字化传
播技术，不断创新社科普及
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通过
采取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呈
现、互动化传播、线上线下
相结合等方式，推出有吸引
力、说服力且感染力强的社
科普及作品，增强社科普及
的实效性、影响力。

张知干（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为人民做学问，做人民需要的学问
访谈

今年的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
活动，以“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

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张知干与中共肇庆市委常委、纪委
书记、监委主任吴泰国出席了活动
并致辞。广东省社科联党组成员、
专职副主席曾赠主持了本次活
动。一级巡视员李夏铭，广东省社
科联顾问、《南方智库专报》主编
王永平，中共封开县委副书记余锦
兴，各地市社科联主要领导、25个
省级人文社科普及示范基地主要
负责人、2020年广东省社科普及
工作先进单位负责人以及广东省
优秀社科普及专家、优秀社科普及
基地负责人、优秀社科普及作品的
作者、优秀社科普及工作者代表等
共150多人参加了活动。

吴泰国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
对本次社科普及周主题日活动的
举行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此
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必将为肇庆大
力实施“一带一廊一区”的重大发
展战略，全力打造幸福产业集聚
带、西江先进制造业走廊、生态产
业示范区，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脱贫攻坚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为肇庆加快绿色崛起、争当湾区新
秀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李夏铭介绍了2020年广东社
科普及周活动的总体情况。他表
示，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
动自2005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了16
届。今年的社科普及周活动具有
统一部署、整体安排、分时实施、全
年推进的特点，全省21个地级以上
市社科联、高校社科联、社科类社
会组织和社科普及基地，结合自身
优势和实际，组织开展了脱贫攻坚
社科普及展演、主题展览、专家咨

询、社科学者基层行、理论研讨、
名家访谈、知识竞赛等一系列群众
喜闻乐见的活动一千余场。两万
余名社科工作者参与其中，辐射人
群数百万，各级媒体宣传报道达上
千次，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社科知
识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
园、进社区、进网络，在全省上下
营造出共庆“十三五”收官、共盼

“十四五”起航的浓厚氛围。
主题日活动现场，还举行了

全省首个村一级广东省人文社科
普及示范基地——肇庆市封开县
南丰镇侯村的揭牌仪式。同时，
为 2020年广东省社会科学普及
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社科普及专
家、基地、作品、工作者代表共56
人颁发了牌匾、证书。

汕头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
席蔡英姿，中共封开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封开县社科联主席程红，
广东演讲学会会长孙朝阳等三位
同志分别代表先进单位和优秀专
家、优秀工作者在会上分享了工
作经验。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侯村省级
人文社科普及示范基地建设成果
和“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百年传
播”主题展。

社科普及周活动促肇庆加快绿色崛起

“走进肇庆南丰镇”展演紧扣时代主题

2020年广东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走进肇庆南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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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围观

当晚展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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