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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7日，单县莱河镇陈李庄行政村“志愿服务小分队”队员，帮助村里 68
岁的孙爱连老人免费送化肥到家门。

眼下正是春耕备播时节，单县莱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镇团委、武装
部及各村新时代文明志愿者，在全镇 20个行政村成立了“志愿者服务小分队”，
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做好春耕生产和麦田管理工作。 通讯员 霍保国 摄

本报讯（记者 孔博）随着素质教育
的全面推进，学校艺术教育、体育教育
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越来越受到
各学校的重视。日前，记者来到郓城县
陈坡乡希望学校，在戏曲排练室内，伴
随着戏曲音乐，身着戏服的学生们挥舞
长袖，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间颇有专业
戏曲演员的风采，精彩的表演、极富感
染力的唱腔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
声……这样的场景在郓城县陈坡乡希
望学校校园里，早已成为常态。

据了解，郓城县是柳子戏的故乡，是
闻名全国的“戏曲之乡”。郓城县陈坡乡
希望学校的很多学生都能有模有样地唱
几段经典剧目、表演几个戏曲动作，得益
于自2005年起，该校开展“经典戏曲进课
堂”活动。十几年来，学校通过将地方戏
曲与校本课程融为一体的教学思路创新，
为广大艺术院校输送了一批柳子戏学员，
戏曲传承已经在希望学校开枝散叶。

陈坡乡希望学校校长王振杰告诉
记者:“学校以柳子戏为主，主要教一些
名家、名段，柳子戏电影《孙安动本》，其
他剧种像黄梅戏《女驸马》、豫剧《朝阳
沟》、曲剧《卷席筒》之类，让学生知道这
是祖辈留下的宝贝，应当从学校这个窗
口里传承下去。”

“传统戏曲进课堂是郓城县陈坡乡
希望学校精心打造的特色项目，多年

来，学校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对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作用，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在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的基础上，不断增强中华优秀文化对青
少年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王振杰说道。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郓城县
陈坡乡希望学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把
体育运动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开齐开足
上好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增
强体质、锤炼意志、享受乐趣。每天下
午，学校操场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打
篮球、踢足球、健身跑……这里的学生
在绿茵场上舒展身姿，在蓝天白云下一
起锻炼，尽情运动、乐在其中，成了校园
内一道最美的风景。如今，“每天锻炼
一小时”在学校已不再是一句口号，学
校以篮球、足球为载体，让所有学生都
参与进来，将快乐与健康融合起来，通
过提高带动普及，有效地激发了学生们
对体育锻炼的热情和兴趣，提高了身体
素质。

王振杰表示，学生不仅要学会知
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
事，学会生存，学会与别人共同生
活。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坚持学习书
本知识和传统文化、体育运动等教学
模式相结合，让学生充分开阔视野，
全面发展。

近日，鲁西新区岳程街道琵李社区组织开展了戏曲进万家活动。活动
中，戏曲演员们用扣人心弦的唱腔和感人至深的表演，献上了一场视觉与听
觉融合的盛宴，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 记者 黄啟峰 摄

本报讯（记
者 李保珠 毛慎
沛）“嘭”的一声
巨响，只见两只
大羊重重地撞
在一起，赢来现
场观众的一片
喝彩声。

近日，鲁西
新区佃户屯街
道吴店社区举
行第二十二届
小尾寒羊斗羊
大赛。

当 日 上 午
11时，在吴店社
区的一片空地
上，四周早已被
观众围得水泄
不 通 ，场 地 中
间，两只斗羊正
在激烈角逐，每
一次针锋相对
都赢来观众的
声声喝彩。参

赛的 100余只斗羊来自周边市、县，按年
龄大小和牙齿的多少来区别分组，依次
入场，一对一进行决斗，获胜者将赢得
奖励。期间还有戏曲等文艺表演，围观
群众 1000余人，热闹非凡。

据介绍，斗羊俗称“羊抵头”，是一
项民间竞技赛事，更是一个受群众欢迎
的民俗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娱
乐生活。

日前，定陶区杜堂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复兴少年

宫、青年之家共同开展“树

新风 兴万家”移风易俗我来

讲活动，通过组织群众观看

大操大办和铺张浪费相关

图片、视频，以及组织青少

年学生在宣传横幅上签名

等，引导他们努力做移风易

俗的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

者，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

现象，进一步弘扬新风正

气，养成勤俭节约、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摒弃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

陈规陋习。记者 时苏建 摄

“瓷娃娃”“蝴蝶宝贝”“黏宝宝”……这
些罕见病别名背后，是患者经历的常人无法
想象的痛。

今年 2 月 28 日，是第 16 个国际罕见病
日。了解罕见病，关爱罕见病患者，才能为更
多罕见病患者增添生命色彩。

罕见病是诊疗难度极大的疾病，也是一
个比较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全世界
发现的罕见病超过 7000种。在我国，不少罕
见病患者依然面临“诊断难、治疗难、费用高”
的难题。

据调查，以往罕见病患者平均确诊时间为
4年。更快更准被诊断是许多罕见病患者及其
家庭的心愿。近年来，我国发布第一批罕见病
目录、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开展罕见病
病例直报、发布罕见病诊疗指南、加强罕见病医

师队伍培训、印发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设置标
准……一系列推进罕见病防治诊疗工作的有
力举措，让更多罕见病患者“被看见”。

“有药可用”事关罕见病患者的健康福
祉。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已知的罕见病中
95%的罕见病无有效治疗药物。对此，我国
不断提升罕见病药物研发能力，对罕见病治
疗药品实施优先审评审批，探索同情用药。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目前已有 60余种罕见

病用药获批上市。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
动体现，也照见医学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价值温度。

罕见病治疗费用高，是横在全球罕见病
患者面前的一大难题。今年年初公布的最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 7个罕见病用
药。5年来，医保目录内药品数量新增 618
个，其中包括 22个罕见病用药，覆盖法布雷
病、庞贝病、戈谢病、脊髓性肌萎缩症等罕见
病。这一惠民生的举措有效减轻患者的医
疗负担，温暖着他们的心。

在健康中国建设道路上，对每一个小群
体都要关爱、都不能放弃。随着社会各界的
携手努力、罕见病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不断
推进，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罕见病患者的生命
健康将会得到更好地呵护和保障。 李恒

近年来，我市
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快速增加。如何在
小区里面安全停放
和充电的问题越来
越突出，群众的呼
声也越来越高。针
对这一问题，记者
采访了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物业科科
长蒋建省。

蒋建省介绍，
为 了 解 决 这 一 问
题，市创城办印发
了《市区住宅小区
电动自行车集中停
放和充电设施建设
指导意见》，对市区
建成区范围内已建
成交付使用的住宅
小区，采取“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居民
参与、智慧运营”模
式，由投资单位建
设、管理和运营或
由居民自行建设管
理。“建设主体是多
渠道的，开发建设
单位可以建、小区
物业可以建、第三
方也可以建，确实
没有投资主体的，
市城投公司也可进
行集中建设。”蒋建
省说。

如果小区居民
有需求，可以向小区物业、街道社区反
映，在调查摸底、选址公示后，将根据小
区实际进行建设。 记者 仝志华

“现在小区里小广告少了，公益广告
多了，在起到警示和提醒作用的同时，还
增添了小区的景色，一些不文明现象明显
减少。”近日，在市区新闻家园散步的市民
张阿姨说，现在一出门就能看到传播正能
量的公益广告，逐渐在大家的心里播下了
文明的种子，让文明的理念在不知不觉中
入脑入心。

记者从市创城办了解到，为积极营造

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助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的浓厚氛围，近年来，在全市重
点道路、公交站牌等显著位置和各个小区
制作讲文明树新风、文明出行、垃圾分类等
多方面宣传标语、宣传牌、宣传海报，绘制
创城文化墙，扮靓了城市，点亮了文明，在
全市营造了浓厚的创城氛围。

“这些内容通俗易懂，每当看见这些公
益广告牌心情就很舒畅，对我们的道德、文

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天香公园游玩
的市民刘先生说。

如今，无论是走在马路边，还是茶余饭
后在小区内聊天散步，大家所到之处、目之
所及都是一看就懂的公益广告。新颖别
致、主题鲜明的公益广告潜移默化中影响
着市民的一言一行，引导广大市民自觉践
行文明，成为一道道靓丽的文明风景线。

文/图 记者 李保珠

市区公益广告：让文明渗透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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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教育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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