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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礼满龙江 道德模范在身边

□潘蕾 本报记者 刘大泳

灿烂的阳光，明媚的蓝天，无处不在
的红色灯笼，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以及
在这里回荡着的欢快笑声，对于18岁的张
玥球来说，这会是她毕生难忘的记忆。

张玥球来自泰国曼谷，2023 年 8 月，
她作为留学生来到佳木斯市第八中学学
习汉语，至今已经有四个多月的时间
了。“我真的很喜欢中国，喜欢佳木斯，能
在这里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真的非
常开心。”

不久前，张玥球和一同到第八中学学
习汉语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奔赴亚
布力和中国雪乡，在这里，她和同学们进
一步体验到了和家乡截然不同的冬日美
景，也对中国的广袤有了更多的认识，对
她来说，这一次的中国之旅，不虚此行。

张玥球是 2023年全国AFS国际文化
交流项目接待的96名留学生之一，她和另
外30名小伙伴一起来到了佳木斯，在这里
进行为期 10个月的汉语学习。在通过相
应等级的HSK汉语水平考试后，可以申请
进入国内相应的大学继续深造。从 2004
年接收来华留学生至今，共有来自27个国
家的551名留学生在佳木斯市完成了学业
并取得了相关的证书。如今，他们在中
国、在全世界发挥自己的力量，成为中国
文化沟通世界的桥梁。

“在这里，我更加了解中国”

17 岁的徐泽阳来自意大利米兰，到
佳木斯学习汉语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在意大利读高一时，他接触到了中国文
化并产生了浓厚兴趣。了解到 AFS 项目
后，他选择到中国来学习。“佳木斯和我
的家乡很不一样，我很喜欢这里，我希望
能掌握更多的汉语知识，让我能够更好
地了解中国。”

AFS 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与AFS国际文化交流组织合作，以大、中
学师生为主体，依托全国数万名志愿者开
展沉浸式跨文化交流，培养具备国际视野
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杰出人才，从而促进

全球对话。这个项目培养了一批批熟练
掌握语言、理解文化差异、具备国际视野
的世界各国青年，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最
具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国际交流项目。

佳木斯市参加AFS项目始于1988年，
在几十年的磨合之中，佳木斯不断地更新
教学形式和体验内容，让留学生们能够更
快地融入学习氛围。

“不只根据课本来授课，我们还安排
了音乐、美术、电影、文化等课程，通过唱
歌、画画、学绕口令等方式，让留学生们能
够更快地了解并理解汉语的运用。”黑龙
江省林业卫生学校第三校区主任刘文哲
告诉记者，自 2016年起，学校一共接待了
五届留学生。学校每一年都会对过去进
行总结，并了解新生需求，补充教学内
容。“我们会在留学生汉语交流比较流畅
情况下，安排学习中医课程，体验针灸拔
罐刮痧按摩等，从而传播中医文化，向世
界传播中国声音。”刘文哲说。

佳木斯市第八中学党总支书记彭珊
介绍，学校还安排了太极拳、武术、书法、
京剧、剪纸等课程，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
中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人文。

如今，佳木斯市AFS项目留学生接待
量和留学生汉语水平考试成绩均位列全
国第一，佳木斯市已成为AFS项目的重要
基地，文化交流成为佳木斯联系世界的一
条重要纽带。

“在这里，我更加热爱中国”

18岁的陈兰熙来自泰国，她的爷爷是
一名华人，父亲的工作也和中国有一定的
交集，从小，陈兰熙就对中国充满了向往。

“我很喜欢学校的学习氛围和生活氛
围，在这里我学到了从没接触过的东西，
也更加了解中国文化，老师和寄宿家庭对
我也非常照顾，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
生活。”她告诉记者，她的中文名字陈兰熙
就是她所在的林业卫校国际班班主任老
师给她起的，寓意美好和乐，“我非常喜欢
这个名字，也喜欢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
对我非常友好，让我更加热爱中国。”

刚到佳木斯的前两周，班主任辛景颐

每个周末都会带着陈兰熙和同学们熟悉
佳木斯的环境。“让他们知道商场在哪，医
院在哪，哪里有好吃的，哪里可以玩，就是
希望他们能尽快地融入进来。”辛景颐现
在已经是四届留学生的班主任了，她的电
话 24小时开机，不管学生有什么事情，她
都会第一时间帮助他们协调和解决。

“我刚到中国没多久，就在寄宿家庭
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对于刚刚来到异
乡的徐泽阳来说，这个生日既新奇又温
暖。“家里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和火锅，我
还亲手制作了长寿面，这让我非常难忘，
也让我能够更快地适应这里的生活。”徐
泽阳说。

为了让留学生们更好地融入生活，锻
炼口语，了解中国传统和文化，佳木斯教
育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在全市范围内征集
和筛选寄宿家庭，截至目前，共有634个家
庭成为了留学生们在中国的家。

“接待留学生不仅能够让他们进入汉
语沟通的环境，更好地完成学业，也能让
自己的孩子更加了解世界。”李培新是一
名电子信息工程师，他和爱人宰宇迪是徐
泽阳以及另外一名意大利留学生的周末
接待家庭。这是李培新家第一次成为寄
宿家庭，他对留学生既关心又不过于管
制，很受孩子们的喜欢。“我们的家庭也是
展示中国的窗口，我们展示出中国人的热
情，让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中国人的温暖。”
李培新说。

从这里，通向全世界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民心相通离不开年轻一代之间的
友好交往，文化交流。

1991年，佳木斯市教育局在全国率先
成立外事科，1995年佳木斯市成立国际教
育交流协会，开启了佳木斯市教育外事国
际交流的新篇章。

“1991年，我们就与俄罗斯犹太自治
州教育厅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了教育交流
活动，开展夏令营、文艺演出活动，捐赠、
互换教学仪器和乐器等，今年有50名俄罗
斯学生到佳木斯参加了夏令营活动。”佳

木斯教育局外事科科长于佳介绍，通过在
活动中总结的经验，佳木斯市陆续与日
本、美国、英国、法国、泰国、韩国等多个国
家开展了教育文化交流。

佳木斯人的热情好客，给留学生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于佳说，每个学期结
束，留学生和寄宿家庭成员都依依不舍，
每年都有往届的留学生回佳木斯“省亲”。

据于佳介绍，很多在佳木斯进行国际
文化交流的学生，通过HSK后，选择继续
留在中国学习汉语言，传播中国文化。“我
们有一个泰国的留学生毕业后翻译了中
国的文学作品，让更多的泰国人了解了中
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佳木斯教育对外开放起步早、基础
好，早在1994年就与俄共青城市缔结四所
姊妹校，AFS、HSK 等国际教育交流合作
项目一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通过年轻
人之间的交流互通，增进了中俄两国地
方间的友谊。”佳木斯市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孙秋丽说，佳木斯市是中国陆地
最东端的地级行政区，在“构筑我国向北
开放新高地”战略中承担着重要任务。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扎实推进
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从三个方面打造佳
木斯教育向北开放行动升级版。一是在
基础教育方面，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深入开展中外青少年‘空中课堂’、中
小学生夏令营等交流活动。二是在职业
教育方面，进一步强化搭建‘中文+技能’
培训平台，探索在俄远东地区建立农科类

‘鲁班工坊’，研究在抚远市建立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开展‘俄语+护理’专业建设。三
是在高等教育方面，进一步加大中外合作
办学改革力度，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
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①泰国学生雷伟强和张玥球（右）在
亚布力森林部落体验东北传统服饰。

侯露雅摄
②徐泽阳（左三）在寄宿家庭。

图片由佳木斯市教育局提供
③泰国留学生学习中国书法。

张大炜摄
④老师向泰国留学生讲解中国传

统节日。 张大炜摄

27个国家551名留学生先后在佳木斯市完成学习交流

让世界青年在这里了解中国 □本报记者 赵宇清

吴同礼是国家税务总局七台河
市税务局的一名普通干部，他爱岗敬
业，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彰显了
税务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他孝老爱
亲，在平凡的生活中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爱与奉献的真谛，他的家在 2022
年被评为“全省税务系统最美家
庭”。今年，吴同礼被评为第九届全
省道德模范，他如一道不息的微光，
不夺目但又日复一日地给周围的人
温暖和力量。

吴同礼的妻子张桂霞，家里有七
个兄弟姐妹，生活都不富裕，吴同礼
主动将 70 岁的岳母接到家里，共同
生活了19年。

有一次，岳母突然晕倒，吴同礼
一路开车将老人送进医院。住院期
间，他跑上跑下交钱拿药，和妻子一
起把老人照顾得无微不至。经过精
心照料，岳母的病情一天天好转，老
人感动地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同礼
简直比亲儿子还亲！”

老吴常说：“谁都有父母，谁都有
老的那天。”

20 年前，吴同礼的大舅哥和大
舅嫂因病相继去世，留下了一个正在
上高中的女儿。吴同礼和妻子主动
把侄女接到家中，用如父如母的爱影
响并教育孩子，重新给了孩子一个温
暖的家。

夫妻俩供养侄女读书，直至大学
毕业后就业，吴同礼的心才算放下。
此后，吴同礼又像嫁女儿一样，为侄
女操办了婚事。如今侄女已经是两
个孩子的母亲，吴同礼工作之余还会
经常帮侄女接送孩子上下学，孩子放

假时也常由老吴照顾。
几乎每个周末，侄女都会回来看

望老吴一家，在她心里，姑姑姑父的
家就是娘家。侄女说：“遭遇家庭变
故后，当时内心太苦了，如果没有姑
姑、姑父收留我，也许我无法继续学
业，是他们的呵护给了我成长奋斗的
力量。”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风
是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社会的价值
缩影。

在教育子女方面，吴同礼十分注
重培养子女的综合能力。学业上吴
同礼从不给子女太大压力，关注培养
他们多方面的爱好，只要是对孩子成
长有好处的事，他一律支持。同时，
他积极了解孩子各个时期的心理动
向，发现问题及时疏导、开解，做子女
的朋友。

吴同礼的儿子在高考前夕出现了
焦虑的情绪，为了给儿子加油打气，他
连夜写下了《父亲致儿子成年礼上的
一封信》。吴同礼在信中讲述了他一
路看着儿子成长、陪伴他一起经历的
点点滴滴，鼓励儿子为了理想的大学
而不断拼搏。2016年，七台河市国税
系统“勤廉兴家”文化展上，这封信得
以展出，感动了无数税务干部。

家庭和事业是人生的双翼，吴同
礼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工作上也勤
勤恳恳、任劳任怨。他勤于钻研，不
断提高业务能力，在 38 年的税务工
作中，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先进工
作者、劳动模范。

吴同礼每一日做的都是小事，孝
敬老人、爱护子女、坚守岗位、忠于职
责，但是正是这些小事化成了向善的
力量，让他这个人变得闪闪发光。

做温暖的微光 传递向善力量

□高伟 本报记者 董新英

12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伴随下课
铃声，明水县第二中学的学生们纷纷跑出
教室，来到运动场上，师生们一起开展了
滑冰、拔河、抽冰猴、拉冰车等比赛活动。

滑冰场上，学生们换上滑冰鞋，在体
育教师的指导下走上冰场，尽享滑冰乐
趣，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学生们时而一
个拽着一个弯腰慢滑，时而自由滑行，像
在平地上一样自如。每个同学的脸上都
飞扬着喜悦的笑容，冰面上驰骋的身影
成为校园一道美丽的风景。

滑冰体验的是速度与激情，拔河则
是考验学生们的团队精神。“加油、加
油……”学生们在老师的指挥下纷纷双
手用力地拽着绳子，前腿弓，后腿绷，个
个精神抖擞，团结一心，你争我夺，互不
相让。

一个运动场，多个运动场景，场场都
有精彩之处。抽冰猴、拉冰车……冰场
上阵阵欢声笑语，有勇敢迈出第一步的
欣喜，有慢慢征服冰场的欢欣雀跃，更有
在冰上驰骋的快意。

明水县组织各中小学校大力开展以
“冰雪”为载体的校园冰雪体育系列活
动，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冰雪体育
运动中来，感受冰雪体育运动特有的魅
力与快乐。这个冬天，“冷”运动在校园
里“热”起来了。

本报20日讯（记者李淅）“飞行
3000多公里，跨越50多度温差，我们
来到哈尔滨，邀请黑龙江的朋友到广
东过大年、‘叹’美食、泡温泉……我
们在广东等您！”20 日，“活力广东·
时尚湾区”2023 广东文化和旅游冬
季推介会在哈尔滨市举办，广东省
11个地市的文旅部门代表热情洋溢
地向黑龙江人发出盛情邀约。

推介会上，专程从广东省广州、
深圳、珠海、汕头、佛山、韶关、惠州、
东莞、阳江、潮州、揭阳等 11个地市
赶到哈尔滨的当地文旅部门代表，结
合各地的文化特色和旅游资源，进行

了“请到广东过大年”“叹美食”“泡温
泉 享康养”等多个主题推介，详细介
绍了广东省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和
岭南特色的民俗风情。

在本次推介会上，主办方同步启动
了“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宣传周活动，
为黑龙江游客解锁广东冬季新玩法。

推介会现场设立了来自广东省
各地市县及粤港澳大湾区的14个展
台。通过非遗互动体验、文创产品及
特产展示等形式，多维度诠释“活力
广东·时尚湾区”的独特魅力，盛邀黑
龙江人“种草”广东和大湾区之美，热
情地“引客入粤”“引客入湾区”。

广东文旅邀客冬游“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本报20日讯（记者董云平）吴昌
硕的《墨梅中堂》、齐白石的《墨蟹
图》、黄宾虹的《墨彩山水四条屏》、徐
悲鸿的《飞马图》、潘天寿的《指墨松
月梅图》……20 日，“墨韵丹青——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家
书画精品展”在黑龙江省博物馆开
展。20位巨擘创作的70余件（套）书
画精品惊艳亮相。

此次展览是黑龙江省博物馆首
次全方位、多角度呈现馆藏中国近现
代名家书画珍品，其中的绝大多数作
品都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

省博物馆馆长覃劲介绍，此次展
览是黑龙江省博物馆梳理研究藏品
资源，深入挖掘提炼作品背后的艺术

价值和社会价值，甄选馆藏中国近现
代书画后，集成了吴昌硕、黄宾虹、齐
白石、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等 20
位巨擘创作的70余件（套）书画原作
精品。这些作品主题鲜明，内涵丰
富，风格各异，展现了艺术大师的笔
墨情致、文化气韵和精神追求。

据悉，该展览展期将持续至2024
年3月。黑龙江省博物馆还将策划推
出“蝴蝶展”“铜镜展”“古代书画精品
展”“生肖展”等展览；组织开展“传统
文化进校园”“相约龙博”“我们的节
日”系列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旅
游“流量”转化为文化“留量”。

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董云平摄

70余件（套）名家书画亮相省博

校园娃玩“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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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大泳）近日，抚远
市开展中青年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
行动，通过优化教学模式，量化考核
机制，活化培训方式，不断强化中青
年干部专业化履职能力。

实施“分段式”教学。在抚远市
通过开展三周学习的基础上，有针对
性地组织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赴
佳木斯数字创意产业园、佳木斯网格
学校、黑龙江谱华威乳业集团有限公
司、汤原县振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及
北大荒农服集团（佳木斯）农业服务
有限公司等22处点位开展为期一周
的异地培训。

开展“差异化”考核。参训干部
围绕企业产品研发、数字经济、农业

发展、项目建设、网格化管理等所学
内容逐一开展汇报交流，由党校教师
对其汇报内容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
核分数作为学员评优条件之一，在弥
补知识短板的同时，极大提升干部学
习热情，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拓展“特色化”内容。以“追寻总
书记视察抚远足迹”为现场教学主线，
打造“黑瞎子岛－东方第一哨－边境
党建馆－华夏东极党旗红烽火抗联主
题教室”红色教育现场教学路线、“玖
成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蔓越莓研发
中心－抓吉赫哲族村”生态文明现场
教学路线、“鱼博馆－鲟鳇鱼繁育养殖
基地”“冷水鱼”经济教学路线，引导参
训干部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

抚远 特色化培训提升中青年干部履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