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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文明的力量

云霄探索本土化教育新路径——

让家乡的资源成为滋养童心的“养分”
走进红树林观察招潮蟹，在非遗工坊里捏泥

人，用方言传唱古老的童谣……近年来，云霄县将

乌山的红色故事、漳江口的生态宝藏、街头巷尾的

乡音乡味，统统变成孩子们成长的“营养餐”，孩

子们的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的四壁，自带泥土香

气。

把家乡“装进”课堂

云霄县拥有丰富的本土资源，包括乌山革命故

事、漳江口红树林生态区、开漳文化遗址、核电科

普基地及闽南传统非遗等。“过去，这些资源分散

且未能系统化利用。如今，我们将其整合为‘主题

链’，打造本土化课程体系。”云霄县教育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道。

如红色记忆链，孩子们可以在秋瑾故居排演情

景剧，用积木“搭建”向东渠，让革命历史变成可

触摸的游戏，更为生动入心。

“为什么红树林的螃蟹会横着走路？”在漳江

口红树林观测点，6岁的吴小小举着望远镜追问。这

个问题，成了全班探究潮间带生物的开始。又或者

一张手绘的“乌山动植物地图”，孩子们可以通过

其去观察生态、追踪松鼠足迹，记录下年轮密码，

在实践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这是云霄打造的第二

条主题链——自然探索链。

第三条主题链则是乡音传承链，当方言童谣

《天黑黑》被编成手指操，孩子们边跳边学老辈人

的智慧，在互动中传承闽南语文化。“我们希望孩

子发现，学习不仅仅是课本知识，更是探索发现身

边宝藏的过程。”云霄二实幼园长林艺红说。

非遗不再“躺”在博物馆

在云霄三实幼的“非遗工坊”里，4岁的梓潼正

用笨拙的小手揉搓陶泥。“我捏的是‘龟粿’，阿

嬷说它代表长寿！”一旁的非遗传承人张阿伯笑着

调 整 她 的 手 势 ： “ 对 ， 轻 轻 按 ， 就 像 按 小 猫 的

背。”在此刻，传统技艺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

品，而是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日常活动。

这样的场景在云霄已成常态，越来越多的非遗

传承人走进课堂：剪纸艺人带着孩子们“剪”出恐

龙，木偶戏台搬进幼儿园操场……非遗技艺焕发出

了新活力，浸润着童心。

中秋做黏土“月饼”，端午用艾草拓印……民

俗文化与节日相结合的方式，让传统不再是书本上

的铅字。再比如“婴仔婴婴困，一暝大一寸……”

“一的炒米香，二的炒韭菜……”童声版的方言俗

语项目，让许多家庭重拾“土话”交流。传统民俗

文化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活态传承下去。

“文化传承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玩出来的，让

孩子可以在玩中学、学中玩。”云霄三实幼园长李

斌说。

大树下、田埂边都是课堂

当孩子们的学习不再局限于教室的四壁，大自

然、科技馆、田埂边都可以成为课堂，云霄的教育

“地图”正在不断扩展。

在核电科普基地，卡通化的核能科普展板前，

孩子们围着“华龙宝宝”人偶问东问西，探索着科

学的奥秘。

“姐姐！渠水真的会‘爬山’吗？”站在向东

渠“倒虹吸”管道前，孩子们瞪大眼睛。七彩虹志

愿者方晓君用一根吸管演示虹吸原理：“这就是当

年工人伯伯的智慧！”

在稻田里，孩子们用稻谷排列组合，用竹竿丈

量菜畦，数学课里的抽象知识有了烟火气。一场台

风过后，云霄幼儿园的大班孩子自发研究“为什么

红树林不怕风”，教师顺势引导，形成了防灾科普

课程。“现在孩子放学回家，会指着晚霞说‘像阿

婆染的布’，这比考满分更让我欣慰。”一家长感

慨道。

“教育要像春雨，渗进生活的缝隙里。”云霄

县教育局学前教育相关负责人表示。当革命遗址传

来孩童的笑声，当老匠人的手艺遇上稚嫩的创意，

当方言童谣重新回荡在小巷……云霄对本土化教育

的探索，让教育拥有了更多的表达。

（来源：闽南日报）

云霄第三实验幼儿园师生制作端午节香囊

新风培育  文明云霄更有深度
本报讯（许颖）  云霄县以文明创建为抓手，通

过特色产业赋能、非遗文化传承、群众活动引领等

多维路径，持续培育时代新风。在润物无声中提升

群众文明素养，让文明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构筑起

“产业兴、文化活、乡风美”的文明新格局。

产业创新  文明焕新

春风化雨润无声，文明花开满庭芳。

云霄县正以创新之笔描绘着新时代精神文明建

设的动人画卷——理论宣讲跳出“照本宣科”，化

作田间地头的生动对话；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更加精

准化、贴民心，“热辣滚烫”，成为温暖人心的实

在行动。文明新风吹遍城乡每个角落，谱写出新时

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华彩乐章。

下河村的杨桃驿站里，“福小宣·富民理响宣

讲团”把普通杨桃“玩”出了新花样——精致的文

创礼盒配上原汁原味的闽南语讲解，为地标农产品

赋予文化内涵；“中国好人”、“福小宣·向东渠

先进事迹宣讲团”名誉团长谢鹏志老骥伏枥、壮心

不已，将向东渠建设者的动人故事带到全县各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通过声情并茂的讲

述，让向东渠建设者的奋斗故事化作滋养心灵的精

神食粮；“福小宣·云潮宣讲团”通过锣鼓乐、群

口快板、特色潮剧、舞蹈等形式宣讲云霄故事……

124家各级共建文明单位强强联手，30支“福小

宣”宣讲队、10支文艺队、22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先锋队齐上阵，“6+N”共建活动开展得红红火

火。

这座闽南小城正以文化为魂、创新为墨，绘就

价值与颜值交融的文明画卷。用一个个鲜活的实践

诠释着“以价值增添颜值”的深刻内涵，让千年文

脉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文化传承  品牌铸魂

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往往镌刻在它精心培育

的品牌印记里。执“创城”之笔，蘸“品牌”之

墨，云霄正在城市发展的宣纸上，挥毫写下“文明

为魂、品质为韵”的时代篇章。

在王府社区潮剧传习点，陈荫花老师八年如一

日公益授课，200余名学员传唱50余首经典曲目，银

发学员蔡丽卿“越唱越年轻”的心声，正是文化滋

养最生动的注脚。如今10个非遗班与6个潮剧传习所

编织成网，“探开漳古韵 传非遗薪火”等特色课程

让老技艺焕发新生机，城元社区创新潮剧传习信息

登上央媒《精神文明报》头版。2025年移风易俗活

动中，七彩漆扇绘就婚事新办愿景，快板声中击碎

陋习标靶，22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先锋队以“一月

一圩日”为媒送温暖，让文明新风浸润街巷。云霄

县以文化品牌建设为引擎，谱写了一曲“传统与现

代交响”的文明创建乐章。

从国画班孩童的翰墨丹青到武术场的刚柔并

济，从非遗工坊的汉饼飘香到社科集市的人潮涌

动，云霄县以"文明实践圩日+"模式，通过市集化运

作、节日化赋能、精准化服务，实现了“群众在哪

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

这里，每个文化品牌都是文明的种子，在群众

心田生根发芽，绽放出新时代的文明之花。

活动惠民  乡风润心

云霄县以传统节日为纽带，通过“以节为媒、

以文化人”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民俗

文化传承与新时代文明培育有机融合。

这种浸润式的文明培育模式，正在潜移默化中

重塑着城乡的文化肌理，让文明新风尚在传统与现

代的交融中生根发芽。

承 载 着 万 千 乡 亲 乐 起 来 舞 起 来 的 荷 步 “ 村

晚”，像一盏灯，照亮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

乡村图景，照进老百姓的温暖记忆。这场不一样的

“村”晚，受到央视的关注，现场情景被央视新闻

频道“新闻1+1”栏目点赞报道，并入选2025年全国

春节“村晚”示范展示点，福建省仅有两地上榜。

当返乡大学生、在外奋斗者与家乡父老乡亲同台献

艺时，传统年味与创新表达碰撞出的火花，照亮了

乡村文化振兴的新时代农民精神世界的丰盈图景。

浯田村篮球场上，球员们矫健的身姿与乡亲们的喝

彩声交织，将体育赛事转化为凝聚乡情的“文明会

客厅”，让优秀人才回归、青年交流有了生动载

体。

从荷步“村晚”到列屿“村BA”，从“古韵七

夕缘定云霄”七夕露营节到“情满中秋月家国共团

圆”中秋文明实践活动……各个村镇开展的文化活

动犹如文明星火，让崇德向善的新风吹拂每个角

落。

文明新风劲吹云霄，幸福之花遍地绽放。如今

的云霄，杨桃枝头结出文明硕果，潮剧戏台唱响时

代新声，篮球场上跃动着振兴活力，一幅幅产业兴

旺、文化繁荣、乡风淳美的文明画卷正徐徐展开，

让这座千年古郡焕发出新时代的夺目光彩！

云霄绽开文明花 全民共建幸福城首创首成

本报讯  文明向善，城市向上。近日，漳州市云

霄县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是继“中国枇杷

之乡”“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等桂冠之后，云霄

收获的又一项闪耀的“国字头”金字招牌。这座浸润

着烟火温情的千年古郡，正以奋进之姿、文明之名，

生动展现人与城相互滋养的生命图景，也向全国人民

再递上了一张靓丽名片。

上下同心  文明满城芳

五月初夏，漫步云霄，一处处老旧小区旧貌焕

新，一轮轮人居环境整治热潮不退，一场场文明实践

沁润人心，一抹抹“志愿红”闪耀街头……一道道的

城市文明风景线，让云霄人和“新云霄人”真切感受

到县域发展的速度与温度、民生答卷的厚度与深度。

时间回拨至2021年，蝉联省级文明城市的云霄县

入围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全县迅速吹响行

动号角，城市文明作为三大重点任务之一被写入云霄

县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被纳

入县“1320”方案。

文明考场上，云霄铿锵从容、从未停步，八项提

升行动、27项提升城市文明创建工作全面推开，32个

城市更新项目加快推进，一批创建工作中的痛点难点

问题得以精准攻坚。文明接力中，云霄勠力同心、齐

头并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走深走

实，“网格化+周五创建日”模式创新实施，138家文

明单位与48个社区（村）深化挂钩结对，各类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蔚然成风，各项创建标准和要求深入

人心。文明舞台上，30支“福小宣”宣讲队、10支文

艺志愿队、22支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先锋队常态化开展

活动，“百位文艺志愿者挂百村”让文墨书香在田

间；“千人同舞开漳地 同心共建文明城”云霄县第

一个文明行为示范月等文明实践活动形式多样；废品

换糖、积分超市、创城知识竞答等做法出新出彩……

广大市民群众从“站着看”“带着干”转变为

“主动干”“抢着干”，成千上万双手的温度，共同

将文明的种子浇灌成了参天大树。

为民惠民  温润暖厝埕

在云霄，城市文明在细节处流淌。群众推窗即见

花香四溢的口袋公园、生机勃勃的共享菜园；出门转

角就有便民充电桩、智慧停车位；生活中触手可及

“小确幸”越来越多，泥泞难行的断头路被打通，长

者食堂里饭菜暖胃，暖蜂驿站里热茶暖心，零工市场

用工灵活……

这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都源自县委、县

政府持续推进的“创城+民生实事”工程。

在云霄，每一处变化都在诉说着城市与居民的美

好约定。10个口袋公园“见缝插针”，149座分类垃

圾亭整齐就位，1.5万平方米破损路面重归平整；各

村（社区）累计“拆旧拓新”147.1万平方米，358条

断头路、丁字路被打通，451条道路穿上“新衣”，

794个小公园、小广场成了邻里相聚的温馨港湾。

在云霄，“城乡治理CEO”的管理理念里藏着诸

多“暖心密码”。智慧停车”一体化服务平台、向东

渠事迹数字馆、云霄地标线上服务平台等数字技术，

点亮城市智慧生活新图景；无物业小区居民共商共

管、民间园长、巷长制、溪长制以及周五“创建日”

等创新机制落地见效，让“整治城市空间就像打扫自

家客厅一样用心”逐渐成为群众心中共识。

在云霄，每一个声音都被认真倾听。一个个“城

市诊疗团”奔走在大街小巷，“问诊式”的民意征

集，细心倾听大家的“烦恼”，破解1800多个“急难

愁盼”，城市机体越发活力与健康。

每一个奋斗的身影、每一次贴心的改变，都在诉

说着：这座城，因人民而生动；这份文明，因人民的

参与而熠熠生辉。

崇德向善  春风化韵长

漫步云霄，文明是藏在每个平凡日子里的温暖瞬

间，崇德向善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在云霄，好人站“C位”，用榜样的力量鼓舞

人。一场场文明实践活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纸

面走进生活；“福小宣”宣讲队播撒下诚信友善、见

贤思齐的种子；128位道德典范、44户文明家庭，善

行义举就像春风化雨，浸润着城市的每一寸土地。

在云霄，充满烟火气的文化IP满是惊喜。“云霄

味”特色文化项目浸润人心，10个非遗公益培训班、

6个潮剧传习所传承非遗“声”生不息，“探开漳古

韵 传非遗薪火”“非遗进学校”等一批公益研学课

程深受群众喜爱。“村字头”文化越来越有看头，

“村晚”“古韵七夕 缘定云霄”等文化主题活动人

气高、名气响；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圩日”形式多

样，义诊义检、爱心义剪、应急科普等便民服务做到

群众心坎上。

在云霄，文明的火炬在朝气蓬勃的“Z世代”中

传递。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为主线，

打造 “文化薪传 志向云霄”讲解员大赛、“漳江之

夏”音乐会等品牌活动，深化“一宫一特色、一校一

品牌”城乡学校少年宫建设，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时代新人筑牢根基，让文明创建的青春力量更

加凝聚。

文明的称号，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云霄县正以

更加坚定的步伐，在文明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