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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春光明

媚，花海绚烂。伴随着春天的脚步，市城

区处处涌动着浓浓春意，杏花、梨花、桃

花、丁香花等竞相绽放，勾勒出一幅五彩

缤纷的春日画卷。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走

进绿地、公园赏花、踏青，亲近自然，畅享

美好时光。

在市城区体育公园，各色花卉竞相

绽放，花团锦簇，宛如一幅生动的春日画

卷。市民们穿梭在花林中，或驻足欣赏，

沉醉于春花的芬芳与美丽；或拿起手机、

相机拍照留念，记录美好瞬间。大人们

带着孩子在公园里骑车、徒步，玩得不亦

乐乎。

市民王女士说，天气暖和了，花都开

了，有时间就去公园走一走、看一看，公园

里还有专门的健身跑道，不仅锻炼了身

体，还放松了心情。

市城区晋商公园同样吸引了不少市

民。阳光下，孩子们嬉笑打闹；步道上，三

三两两的游人感受着盈盈春色，乐享假日

时光。

“碧绿的湖水随风荡漾，草坪上已经

有了嫩绿，在公园里享受漫步时光，让人

觉得春天真的来了，悠闲又惬意。”市民王

伟说，公园离家近、环境好，孩子每次玩得

都不想走。

市城区各公园、绿地为大家提供了一

个踏青赏花的好去处，不过还需提醒市民

朋友，游园时一定要把“文明”二字牢记心

间。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别留下；除了

您的记忆，什么都别带走。一起做文明的

传播者、幸福的分享者，用文明织就一道

美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4月

8日上午，市教育局邀请杭州萧山技

师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许红平做客

晋中，以《以生态思维重构教育》为题

进行专题讲座。这是3月份以来，市

教育局组织举办的第四场讲座，旨在

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与培训，紧跟教

育改革的时代步伐，不断拓宽思维视

野、激发创新活力，为探索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新路径提供强有力的理论

支撑和智力引领。

近年来，晋中市教育局围绕“普

及、均衡、公平、优质”总目标，在教育

管理体制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具有

前瞻性、引领性和创造性的改革实

践，普及、均衡、公平教育工作始终走

在全国、全省前列。随着全国教育大

会、全国两会对教育工作的高度关

注，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当前

的教育形势、发展重点、育人方式等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跳出固有

思维、提升教育内涵，继续在推动学

生身心健康、全面成长上有所作为，

成为市教育局面临的新课题。

为此，市教育局抢抓人工智能赋

能教育发展机遇，紧扣教育教学改

革、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优质均衡

发展等重点，自 3 月份以来，先后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讲座：

3 月 26 日，曹瑞红教授以《从大

历史背景下思考人工智能的机遇及

传统中小学教育面临的挑战》为题，

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

和挑战，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思

考角度；4月3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

导师薛二勇以《基础教育强国建设与

教育教学改革》为题，分享了基础教

育改革的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同日

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李健以《努力成长为新时

代的教育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师的重要论述》为题，阐述了新时

代教师的使命和责任；4月8日，许红

平以《以生态思维重构教育》为题，

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教育

的本质和规律，为教育工作者提供

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讲座

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在覆盖市、县

（区、市）教育局全体干部、全市中小

学教师的基础上，向基础教育智库

山西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晋中

学院教师代表延伸。

聆听讲座的机关干部纷纷表

示，4场讲座涵盖4个前沿主题，紧密

贴合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理念新

颖、思维激荡，为全市教育系统下一

步推进工作拓宽了视野、拓展了思

路。他们将把讲座中学到的知识和

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中，不断创新工

作思路和方法，共同推动晋中教育

高质量发展。

市教育局连续举办4场讲座

用新思维引领教育发展新路径
春日游园人气旺 市民欢乐去踏青

在市城区玉湖公园在市城区玉湖公园，，市民与春花合影留念市民与春花合影留念。。记者 程婧 摄记者 程婧 摄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这个

春天，由左权县编创的民族歌舞剧《烽

火家书》唱响大江南北，把厚重的历史

与革命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先是 3

月份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收获满满赞誉；又是4月1日在武汉临

空港大剧院拉开全国巡演帷幕，至今10

天时间，激昂的红色旋律、细腻的舞台

表演，再次感染孝感、黄冈的观众，掀起

一波又一波红色文化热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左权将军

诞辰 120 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

点，革命老区左权县将满载家国情怀的

大型民族歌舞剧《烽火家书》推向全国

舞台。这不仅是对抗战精神的崇高礼

赞，更是左权县在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

道路上的生动实践。

《烽火家书》以左权将军在 1937

年 9 月至 1942 年 5 月期间，转战太行

山途中及驻扎八路军麻田总部时，写

给妻子和家人的 13 封亲笔家书为故

事脉络。全剧共分为《序》《太行为

证》《岁月峥嵘》《碧血丹心》《无上光

荣》《尾声》6 个部分，通过多媒体、画

外音等戏剧手段，让太行山的左权将

军与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湖南醴

陵的母亲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生动

推进剧情，将左权将军的家国情怀展

现得淋漓尽致。

在创作上，该剧融入了左权当地的

民歌和小花戏元素，保留了小花戏中的

彩服、彩扇道具等传统特色，沿袭了“晓

嚎步”“蝴蝶扇”等基本舞蹈动作，使得

整部剧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气

息。在音乐和唱段唱腔设计上，既吸收

了左权民歌的精髓，又融入西方歌剧、

古典音乐等多种表现手法，形成“民族

音乐交响化”的全新模式，让红色故事

焕发出新的艺术活力。

在武汉临空港大剧院演出时，观众

被这场视听盛宴承载的家国情怀震撼

了，懂戏爱戏的观众在谢幕时涌向台前

献花。观众胡女士说：“在战火纷飞的

年代，一封家书承载的不仅是笔墨温

度，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烽火家书》

以左权将军的家信为叙事轴心，在‘家

国同构’的艺术框架中，谱写出革命者

铁血丹心与儿女情长相交融的生命诗

篇。这部剧让我情不自禁落泪，又自然

而然地思考，新时代的我们该怎样秉持

家国情怀，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孝感演出时，许多观众在演出

结束后久久不愿离去，相互交流观剧

感受。观众张先生说：“战斗在太行山

上的左权将军与在延安学习的妻子、

在醴陵老家的母亲，展开跨越山河的

深情对白，将个体命运与民族存亡编

织成了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以生动

的故事把家国情怀讲活了，也‘讲’进

了我们的心里。”

黄冈科技职业学院智能经济学院

组织全体教职工及学生400余人，在黄

梅戏大剧院共同观看了民族歌舞剧《烽

火家书》，演出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在

剧院久久回荡。该院学生纷纷表示，自

己是含着泪看完全剧的，这部剧使他们

感受到了革命烈士的伟大精神和现在

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激励着大学生们

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投身到建设

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去，为祖国繁荣富强

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悉，《烽火家书》接下来还将奔赴

江苏、江西、河南等省的多个城市巡演，

把左权将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抗

战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纸短情长讲述家国情怀
《烽火家书》全国巡演传播红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