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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7日，2023羊城·花地
新苗作文征集活动正式启动，今
年赛事主题为“走读岭南正当
时”，诚邀穗、港、澳三地中小学
生共同参与。选手将通过作文
形式投稿参与，讲述岭南文物古
迹、风俗文化等，彰显独特的岭
南文化魅力。

赛事由广州市教育局和羊
城晚报社联合主办，羊城晚报教
育发展研究院承办。

穗港澳学子齐参与，
书写大美岭南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支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本
次赛事以“走读岭南正当时”为
主题，鼓励学子们去走读岭南，
认识岭南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
大精深，领略这片土地的大美风
光和文物古迹，读懂这片水土的

民俗风情，发现蕴含其中的文化
内涵，解锁大美岭南各式各样的
美……学子们将知行合一，通过
边走、边读、边学，加深对岭南文
化的认知，并通过笔尖让岭南文
化跃然于纸上，分享给更多学子
共读。

穗、港、澳三地文化同根同
源，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各
地以各种形式进行着。本次赛
事将面向穗、港、澳三地中小学
校（含中职学校）在校学生，通过
引领三地学子共走岭南，共读岭
南，共写岭南，拉近青少年一代
心灵距离、心理距离，一同增强
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文化
自信。

赛制更新，线上参赛

今年赛制更新，采用线上参
赛形式，选手们通过线上提交作

品即可参与，主办单位将组织有
关专家评委，从征文作品中挑选
出若干优秀作文参与线上投票，
通过投票分数及评委分数总和
评选出获奖作品。

赛事将评选出一等奖20人、
二等奖40人、三等奖60人、优秀
奖若干，分别颁发获奖证书。同
时评选出优秀指导老师及优秀
组织单位若干。

参与比赛的选手及时添加
官方客服微信“小羊姐姐”（微信
号：yw686124，备注“花地新苗+
姓名”）进群，以便及时了解赛事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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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育专家带着观展是种
什么体验？宣纸与墨水如何拓
印出非遗之美？如何用巧手慧
心 编 织 多 彩 团 扇 ……10 月 29
日，羊城晚报学生记者来到广
州 市 第 八 届 羊 城 学 校 美 育 节

“墨韵寄意 心绘羊城”师生书
画、摄影及手工艺作品展现场，
参加了一场异彩纷呈的美育盛
宴，在美育大师吴晓懿和郑舒
文的带领下，大家欣赏书画、摄
影及手工艺作品展，参加拓印、
团扇、滑板绘鸦工作坊，开启非
遗文化的研学旅程，用指尖和
心灵感受艺术的温度。

此次活动由广州市教育局
主办，广州市艺术中学、广州市
图书馆、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
院承办。近年来，广州市教育局
坚持举办羊城学校美育节，旨在
提升学生审美素养，激发师生的
创造力，推动学校美育工作高质
量发展。本次美育节展览于 10
月 19日—29日在广州图书馆展
出，让市民和学生们在欣赏美、
体验美的同时，也能充分感受到
广州师生创新创造的精神面貌，
呈现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高
质量发展。

探展·寻找美的旅程

展览作为美育节中小学师
生各类艺术比赛的延伸，展出了
160份优秀师生作品。展览按照
不同的艺术类型，分别设置了摄
影、书法、绘画、手工艺作品展
区。为了增加观展的沉浸感和
趣味感，活动还巧妙设置“探展·
寻找美的旅程”探索任务卡，学
生记者们根据任务的指引，打卡
每一站展区，观赏充满故事感和
艺术感的作品。

首先参观的是摄影展区。
一张张照片在墙面上依次排开，
充 满 生 机 的 摄 影 作 品 映 入 眼
帘。学生记者们惊奇地发现，摄
影的内容多数是日常生活里的
人和物，而并非都为难得一见的
奇观，比如孩子们灿烂的笑容，
家人间拥抱的真情温馨，人们聊
天的闲暇一刻；像风景摄影中，
有古色古香的窗户外垂下的一
枝木棉花，墙绘木棉与墙后盛开
的木棉被置于一个画面中……
一幅幅作品充满生活的温度，老
师讲解道，这次展览的摄影作品
是生活化的，它们记录下令人心
动的瞬间。生活之美散落各处，
就 看 有 没 有 一 双 发 现 美 的 眼

睛。学生记者了然地点点头，在
这场美的旅途中渐入佳境。“照
片之所以能打动人，不仅是内容
能触动内心，其中的构图也包含
作者的巧思与创造力……”就这
样，学生记者一边听着老师讲
解，一边继续搜寻着任务，在一
站站任务中，解锁不同艺术作品
的美。

书法展区展示着用不同字
体创造而出的书法作品。老师
从易辨认的字体介绍起，先指出
一幅楷书作品，让学生记者们辨
认，学生记者轻松识别出楷书字
体，依照顺序，逐字逐句地念了
出来。老师又指着另一幅作品，
让学生记者尝试辨认。这时，学
生记者面露疑惑。老师耐心地
说明作品中对应的汉字，最后揭
示 这 幅 作 品 使 用 的 字 体 是 小
篆。老师总结道，无论哪种字
体，都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都呈现不一样的美。此外，老师
引导着学生记者逐步感受书法
的魅力，并鼓励他们进行书法创
作。随后，老师还带领大家欣赏
手工艺作品与绘画作品，现场不
禁“哇”声一片。

对话·倾听美的内涵

当天，美育大师吴晓懿和郑
舒文也来到展区，作为艺术领域
的资深专家，两位老师对展出的
师生作品啧啧称赞，并热情为
学生们解读分享作品之美，以
及 蕴 含 的 艺 术 智 慧 和 文 化 意
义。学生记者们围绕美育节活
动，对两位专家进行采访。专
家分享道，作品即记录，工作坊
为青少年提供美术课堂以外的
实践，令青少年能够感受传统
手工艺、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

的魅力，亲手做出心仪的作品，
能够提升青少年对美的认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体验工作坊使学生的审
美与创造能力从知识层面上升
到实践层面，比如拓印，仅从拓
印作品中无法直观地感受拓印
石板的手感温度，也无法看到
墨的色调变化，墨的干湿浓淡，

“传统手工艺的实践，是一种历
史的对话，是跟古人进行的一
场跨时空交流。”专家耐心回答
了学生记者的每个问题，并给
予他们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体验·触摸美的真实

现场，学生记者还进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工作坊体验。拓
印、团扇、滑板绘鸦，这三种体
验活动让大家直呼“太好玩”

“太奇妙”！在广州市艺术中学
老师和学生的引导下，他们用
多彩画笔，涂鸦设计滑板的图
案，那线条仿佛滑动中的滑板
般丝滑；用五颜六色的毛线，编
织属于自己的团扇，为生活增
添一缕古风韵味；用宣纸与墨
水，拓印出精美的图案，透过水
墨纹理透射非遗之美……现场
人头攒动，学生记者们也沉浸
在这几项指尖艺术中。

广州市第八届羊城学校美
育节已经圆满落幕，通过这十
一天的展览活动，市民和学生
们不仅了解艺术各种形式及内
涵，更亲身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
和价值，既提升了实操能力，也
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精神世界。
活动将在人们心中种下美的种
子，潜移默化地提升他们的审美
能力，指引他们在生活中发现与
创造更多的美。

文/关倩慧 蔡旭嘉
图/钟钦

品味师生创作之美
市民在羊城学校美育节感受艺术的温度

走读岭南正当时
2023羊城·花地新苗作文征集

活动重磅来袭！

目前,广东高校中有不少和“一
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单位、机构。

2018年，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
究院组建成立，汇聚国际关系、金融、
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旅游管理、哲
学、法学等多学科研究人员近80人，围
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展研
究，重点布局东南亚、大洋洲和中东研
究。五年来，研究院先后结集出版二
十余本学术著作，举办“一带一路”研
究多学科交叉论坛等各类区域国别研
究的学术会议近百场；依托学校在旅
游研究领域的优势，组织开展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沟通。
暨南大学“一带一路”与粤港澳

大湾区研究院以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和大湾区建设战略为导向，重点关
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和经
济风险、“一带一路”对世界格局与
地缘政治的影响等研究议题。

今年10月，“一带一路”语言教育
文化组织联盟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华南师范大学成为联盟成员。华师外
国语言文化学院将以此为契机，增进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语言教育和
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华师力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则发挥广东国
际战略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等平台的辐射带
动作用，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特
色学术品牌。围绕国内法域外适用、国
际法的遵守及出口管制、对外援助等重
点领域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展开
研究，打造涉外法治研究高端智库。围
绕拉丁美洲、中东欧、东盟、非洲等国家
和地区开展持续性研究，发布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研究的白皮书，为各级政
府、智库、企业等提供参考。此外，依托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建设的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是全国首个
有关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聚焦中国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对外开放新格局、国别和区
域研究、海洋合作与资源开发、国
家战略型人才培养五个研究
方向，入选TTCSP亚洲大国
智库百强，位列中国智
库索引（CTTI）区域研
究与国际关系领域智库
第4位，进入中国前25强
（广东唯一）。

文/蔡旭嘉 陈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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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对广东高校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暨大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
人研究院副研究员潘玥表示，“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给广东高校带
来了新的启示：一是要意识到“一
带一路”倡议为广东高校带来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加强对相
关政策和发展趋势的了解和研
究；二是强调了国际合作与交流

的重要性，广东高校需要积极扩
大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
作，尤其是高等教育合作和青年
交流，建立更多的合作项目和交
流机制；三是强调了创新与实践
的重要性，广东高校需要加强科
研和教学的创新能力，培养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包括语言和
专业知识等；四是强调了文化交
流与人文合作的重要性，广东高

校需要加强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
解和尊重。

广东高校该如何更好地服
务于“一带一路”倡议？

潘玥建议，一是加强国际
化教育，提供更多的国际交流
和合作机会，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
二是加强科研与创新能力，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领域的

研究和项目，开设相关专业，培
养复合型人才，通过学科交叉
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为相关
国家和地区提供解决方案和技
术支持；三是开展更多的文化
交流活动，加强与共建国家的
人文合作；四是加强国际合作
与交流，积极与共建国家的高
校、研究机构、智库和企业建立

“产学研”合作关系。

在医疗健康领域，广东
高校将相关成果带到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为当地群
众带去更多希望。

今年 8月，中山大学“一
带一路”国际全科医生培训
基地在喀什签约授牌，以喀
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为支
点，面向共建“一带一路”的
中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开展
全科医生培训和国际学术
交流活动，培养更多优秀的
国际全科医学人才，为当地
群众提供更好的“家门口医
疗”服务。

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
记陈文锋指出，近年来，中
医药文化在海外掀起新的
热潮，中医药交流合作已成
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新亮点。广中医已在 1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33 个
兼读制研究生教学点，与多
个共建国家的政府机构、高
等教育机构、中医药团体以
及医院等签署了合作协议，
共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
高质量中医药人才。

据悉，广中医张忠德教
授领衔的“中西医结合急诊
内科学教师团队”主动投身

“一带一路”倡议，分享中国
抗疫经验，精准分层救治方
案被纳入美国及马来西亚、
加纳等“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的诊疗方案；广中医努力
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
民搭建“健康桥梁”，十年间
共培养共建国家和地区学
历学生9143名，部分毕业生
已成为所在国的中坚力量；
学校注重向世界展示青蒿
抗疟窗口，广东青蒿抗疟团
队先后发表高质量论文 80
篇，先后在非洲的科摩罗、
多哥、马拉维、圣普以及大
洋洲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地建立传统医药研究中心，
为推进全球疟疾防治、护佑
人类健康做出重要贡献。

此外，广中医目前已与
俄罗斯、智利、葡萄牙等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
的知名高校及中医药机构
签订了合作协议；2013 年至
今，共举办面向共建国家和
地区的中医药短期培训班
42 期 ，培 训 外 籍 学 生 754
名；学校每年派出 200 多名
专家学者赴共建国家进行
中医药学术交流和讲学活
动。

在育人方面，广东高校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不断创
新、完善育人模式，开展丰富
的交流活动，培养服务“一带
一路”的人才，为中国和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搭建了沟通
交流的桥梁，也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截至今年3月，暨大在校
港澳台侨及外国留学生有
14621人，占全日制学生总人
数约30%。白鹿是来自乌兹
别克斯坦的暨大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留学生。在 2022 年
撒 马 尔 罕 举 办 的“ 上 合 之
窗”活动中，她担任中文翻
译，身穿中国旗袍，向世界
各地民众介绍中国的习俗文
化。今年 3 月，她在亚洲青
年领袖论坛会上作为代表发
言：“通过‘一带一路’，中国
正帮助我的祖国乌兹别克斯
坦建设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
家。”她希望将中国文化和
中国经验带回国，用自己的
语言和亲身经历讲述中国的
文化和发展。

作为华南地区国际化人
才培养，外国语言文学、全球
经济治理、涉外法治研究及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基
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持续
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的交流合作，扩大双向留学
规模和层次，拓展科研国际
合作平台和项目，利用原有
国际合作基础和多语种优
势，设立共建“一带一路”急
需人才联合培养项目，把学
校建设成为服务于“一带一
路”建设“多语种+”国际化
人 才 培 养、区 域 与 国 别 研
究、中外人文交流的高地。
广外增设国家急需外语语种
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文科专
业，目前已开设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 30个关键语种中
的 26 个，现有包括 31 个语
种的 71个本科专业，计划到
2025 年，开齐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 30 个关键语种和
RCEP 成员国及东盟十国官
方语言专业；近 5年来，通过
校际交流、学术论坛、出访
等方式，广外国际交流覆盖
了77个“一带一路”国家；充
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
线开放课程联盟等平台，探
索与相关国家知名高校联合
开发在线课程。

广外的外语人才优势在
多个场合充分发挥。2019年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英、
法文版首发式现场，广外教
师提供了汉英、汉法同声传
译及交替传译服务；广外为
《财富》全球论坛等上百场赛
会提供高水平语言服务；广
外还积极探索建立覆盖欧
美、日韩、东南亚及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语种为主的国
际传播团队……

广东财经大学加入“一
带一路”高校联盟、全国财经
院校“一带一路”教育国际化
产学研合作联盟，组织来华
留学生开展走进康园工疗站
志愿者、社会医疗应急培训、
太极拳走进留学生推广交
流、乡村振兴体验游等活动，
并帮助留学生们用多种语言
讲述中国故事。由广财留学
生创作视频在多个主流媒体
播出，引起广泛关注。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今年举办了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留学生世界文化
风情展，邀请留学生校友、
在校生展示各自国家的文
化、风情、投资形式及经济
文化，增进不同国家的学生
相互了解。

“一带一路”倡议发布十年来
有何经验？广东高校有何最新研
究成果？

今年10月，广外发布《“一带
一路”十周年研究报告——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机
遇挑战与未来十年》，分析了当前
国际环境及其机遇和挑战，并提
出了“一带一路”未来发展建议。
现阶段，国际环境展现出大国关
系重组、热点问题频发、经济波动
及全球治理困境四大特征，这为

“一带一路”带来了项目盈利、热
点问题和西方制衡等多方面影
响。对于未来，报告认为是“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建
议将其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平
台，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同时，
应调整策略，重视与各国的对接，

强化共治。重点领域包括东南
亚、西亚、数字经济和金融等。最
后，建议优化合作机制，发展“数
字”“绿色”丝绸之路，强化区域合
作，提高规则水平，重视风险防
控，应对西方竞争策略。

据了解，广外近年来还举办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
坛”“粤非合作交流周”等区域交流
品牌活动，打造高水平学术会议品
牌近30个；发起建立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国际智库网络，构建全球
海丝学术共同体，搭建了与沿线国
家和地区民间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平
台。目前，广外拥有以非洲、俄罗
斯、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区域为对象
研究组建科研创新团队9支、教育
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6个、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队伍13支。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第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近日在北京
举行。十年来，中国已同
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
际组织签署了 230 多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
件，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本
国的发展规划同“一带一
路”倡议对接。广东高校
也围绕国家所需、聚焦湾
区所向、发挥学校所能，
为“一带一路”建设、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等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高
效、高质量助力倡议的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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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智库，
为“一带一路”
提供智力支持

提出建议，“一带一路”十周年研究报告发布

守护健康，在医疗领域传递中国力量

培育人才，为“一带一路”发出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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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需培养具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专家观点

参与工作坊的艺术体验

欣赏摄影作品

广中医抗疟团队与科摩罗当地抗疟员下乡分发药物

暨南大学
学生白鹿在亚
洲青年领袖论
坛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