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首穿越时光的儿歌重返起源地

安顺成功首演课本剧《读书郎》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
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
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
我无颜见爹娘”。这首脍炙人口的
儿歌就“诞生”于安顺汪家山。

1944年秋天，宋扬随“抗日
演剧宣传第四队”到达安顺。那
时，宋扬腿上有伤未愈，在汪家
山的苗寨中养伤。期间，被苗家
芦笙调《读书郎》深深吸引，他
受到启发进行创作，不久，一首
脍炙人口的、由安顺苗族民歌改
编创作而成的儿童歌曲——《读

书郎》由此诞生。
“抗战时期当地苗族同胞读书

上学是件不容易的事，唱《读书
郎》是为了表达进学堂学习的高
兴。”熊体英说。这首苗族小调在
经过宋扬创作后意义得到延伸，
从表达喜悦变为了鼓励少年儿童
学好知识本领，立志出人头地。
歌曲中的读书郎热爱学习，乐观
开朗，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因此该歌曲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也被多家出版社编入中小学音乐
教材之中。

“《读书郎》这首歌对于少年
儿童很有教育意义，作为《读书
郎》歌曲的起源地，安顺西秀区希
望对歌曲有进一步的挖掘，更好地
发挥文化传承、培育学生的作用，
因此我们以宋扬创作《读书郎》的
故事为基础，编排了校园课本剧
《读书郎》。”安顺市地方文化学

者、《读书郎》校园课本剧创作参
与者蒋平平说。

校园课本剧《读书郎》由西秀
区委宣传部联合安顺学院、安顺市
舞蹈家协会、安顺凤凰学校师生及
家长代表共同创作编排完成。

10月2日在安顺西秀区若飞广
场成功首演。多家主流媒体对演出

进行了报道，相关新闻累计点阅量
达200余万人次。

蒋平平介绍，编排演出《读书
郎》课本剧，旨在传承读书立志、
读书爱国、读书为民的“读书郎”
精神，让学生了解《读书郎》背后
的历史和起源，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树立文化自信。

“小嘛小儿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里有文
章”。安顺市西秀区汪家山社区71岁的苗族老人熊体英
仍清楚记得她幼时在当地传唱的芦笙调。这首芦笙调在
1944年“抗日演剧宣传第四队”来安顺开展文艺宣传时，
被随队的著名词曲作家宋扬改编成了传唱大江南北的儿
歌《读书郎》。10月2日，在安顺西秀区若飞广场成功首演
课本剧《读书郎》，传统文化在现代舞台上重新演绎，成为
当地少年儿童传承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创新校园艺术。

儿歌《读书郎》来源安顺苗家芦笙调

课本剧首演《读书郎》回到起源地

安顺凤凰学校是《读书郎》课
本剧首演的参演学校。2023 年，
该校就将歌曲《读书郎》编排成舞
蹈，纳入到学生思政教育当中。该
校党委书记祝涛表示，《读书郎》
在安顺传唱广泛，安顺市使用的三
年级下册音乐课本内也编入了该歌
曲，作为《读书郎》歌曲的起源
地，学校不仅希望让学生学会唱
歌，了解歌曲的内涵，同时也希望
告诉学生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让

他们了解革命历史，珍惜当下。
此外，西秀区也在探索运用

《读书郎》 歌曲传承少数民族文
化。《读书郎》的创作受启于苗族

芦笙调，芦笙是当地苗族生活
中重要的乐器之一。

2022年6月，“读书郎”芦笙
传承项目在西秀区汪家山社区拉开
帷幕。项目由汪家山社区与西米音
乐工作室携手打造，项目将分批次
招收100名苗族儿童开展免费芦笙

培训，旨在守护民族文化，助力苗
族芦笙文化的传承、延续、发展。

蒋平平表示，对《读书郎》的
挖掘，既是对红色文化的弘扬，也
是对民族文化的展示。下一步，西
秀区将把《读书郎》课本剧推广到
辖区中小学，作为特色校本课程打
造。同时将《读书郎》同文旅相结
合，打造研学路线，创新文化传承
方式，唱响文化自信强音。

来源：数字贵州

《读书郎》唱响文化自信

从江万名学生
艺术展演绽放风采

本报讯（记者 徐颖 特约通讯员 卢忠南） 近
日，以“绽放艺术风采，激发强国力量”为主题的
2024年第八届从江县中小学生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圆
满举行，全县150多所学校的万名中小学生踊跃参
与。本次展演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艺术表演、艺术作
品展示、手工实践坊，以及中小学教职工美育改革
案例与研究报告评选，通过初赛和决赛两阶段选拔
优秀作品。

在集中展演环节，各校选拔出的文艺精英队
伍，带来了精心准备的节目。舞台上，小选手们以
优雅的舞姿、激昂的朗诵、优美的歌声，展现了从
江县中小学生的活力与进取精神。

近年来，从江县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秉
持五育融合的目标，积极推动学校美育工作的创新
发展。通过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培育了大量艺
术素养卓越的学生，促进了学校艺术教育的蓬勃发
展，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资讯力气花在有用的地方
不忍心母子坐在过道，两名贵州大学生火车上抱娃一整夜 贵州首届数字经济

职业技能竞赛在凯里举行

本报讯（记者 任伟 特约通讯员 佘勇） 10月13
日，贵州技能大赛暨首届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应用职
业技能竞赛（初赛）在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共吸引来自经济管理类、装备制造类、电子
信息类等领域的416名选手参赛角逐。

据悉，此次初赛采用了线上集中、分片统考的
方式进行，其中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赛点共
设有7个标准化考场，所有参赛选手通过机考形式
进行比赛。

据介绍，该竞赛内容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国
家职业资格三级）为命题参考，同时融入了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技能等元素，以全面考查
选手们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

作为本次大赛黔东南州的承办单位，贵州电子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发挥了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
技术优势和人才培养经验，为大赛的顺利进行提供
了有力保障。

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竞赛不仅是对参赛
选手技能水平的一次检验，也是对职业教育成果的
一次展示，更是推动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和人才
培养的重要举措。学校将继续携手各方力量，为提
升贵州省乃至全国的数字经济行业技能水平贡献力
量，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遵义市红花岗区
举行幼儿手球比赛

本报讯（记者 周朝义 特约通讯员 罗秋萍 康
婷婷） 2024年遵义市红花岗区手球比赛日前在鸿
锐篮球俱乐部举行，来自全区20所幼儿园、4所小
学的37支队伍，共计300余人参加本次比赛。

据了解，幼儿手球是一项适合少年儿童的球类
启蒙运动，以游戏的方式开展，既能锻炼孩子们的
身体协调性、敏捷性和力量，又能培养他们的团队
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此次比赛旨在深入推进体教
融合，促进幼儿健康发展，激发幼儿的运动潜能，
增强团队凝聚力。

遵义市红花岗区教体局党委委员、红花岗区中
职学校党总支书记罗明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希望
通过举办系列体育比赛，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自
我、挑战自我的平台，帮助儿童提升体质健康水
平，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感受快乐，在竞争中学会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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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4日，记者联系到其中
一名男生石绅宝，他介绍，另一
名男生叫魏忠民，两人是发小，
贵州省独山县人，都是18岁。目
前，石绅宝在贵州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应用心理学读大一，魏忠民
在贵州警察学院读大一。

石绅宝介绍，今年7月30日
晚，他俩在去往拉萨旅行的火车
上，买的是硬座，这是两人第一
次在硬座车厢过夜。由于是暑期
出行高峰期间，车上人很多，“非
常满非常满”。晚上11点左右，两
人发现一位母亲带着两个男孩上
车，“他们买的无座票，把东西放
好后，就在过道坐下来，我俩看
到于心不忍，爸妈太不容易了，
不管是这位母亲还是我们的父

母。就想伸出援手。”
石同学说，他们最初想让

座，但是那位母亲拒绝，所以他
们只好一人抱一个孩子睡觉，那
位母亲则在原地休息。

两人抱孩子直到天亮，“孩子
睡得很踏实，我俩也睡着了，但
比较浅。”这一夜的感受如何？石
同学说：“痛苦并快乐着，年轻人
嘛，有力气就要花在有用的地
方，能给那位母亲分担一点就是
一点。”

“天亮醒来后，我们就和两个
小孩玩，有说有笑度过一路。”石
同学介绍，母子三人是去乌鲁木
齐，当天中午火车到达青海西宁
后，他们便告别了，双方留了联
系方式。

据了解，母子三人是重庆
人，当时，他们要去乌鲁木齐看
望孩子爸爸。加了微信后，她和
孩子都给两小伙发语音表示感
谢。“两个孩子很喜欢这两位大哥
哥，我跟他们说，有时间来重庆
找我们玩。”两个小伙下车后，又
有乘客帮她继续照顾孩子，“我们
遇到了很多好人，很感谢大家。”

石同学说，当时无意间拍了
一小段视频，最近翻看相册，突
然发现它，“想起了这段美好的回
忆，就想分享给大家。”

石同学没有想到，视频居然
收获25万点赞。巧的是，那位母
亲也看到了视频，发朋友圈分享
这段经历：“每次想起就觉得心里
暖暖的，我也会让两个孩子以你
们为榜样，做一个合格的新青
年。”

来源：潇湘晨报

网友在视频上点赞：“这才
是充满正气的中国新青年”。

两名贵州大学生抱着孩子睡了整整一夜。

近日，两名准大学生帮火车上的站票妈妈抱娃一整夜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视频里，在拥挤的火车硬座车厢，两名男生一人抱一个孩子，揽在怀里。网友纷纷
为他们点赞。称赞他们是充满正气的中国新青年。

孩子母亲也转发视频并说会
教育孩子成为这样的新青年。

魏忠民

石绅宝

校园课本剧《读书郎》。

安顺市第六小学编排的读书郎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