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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我转学了，家也搬入
城里。

那天夜里搬家，家在十九层，
客厅有一面大落地窗。透过窗户，
只见城中亮起点点灯火，如同繁星
从天而落，又似银河流入城中。我
开心极了，心中似有一颗颗星星，
绽开层层快乐的光辉。

站在窗前，奶奶却摇了摇头：
“哎！”那一声叹息，不知道的以为
是惊叹，而我却听出奶奶心中的不
喜欢。为什么？多美啊！有谁能
拒绝城市的繁华？

但我明白，奶奶不喜欢。因为
每次，她匆匆看一眼，就急忙回房
间，好像那是什么陌生冰冷的东
西。每晚睡觉，我都直勾勾地盯着
上铺的床板，一遍又一遍想着：奶
奶为什么不喜欢呢？是不好看
吗？是不太亮吗？是不够多吗？

转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到了，我
们一家人回乡下老家住一阵子。
忙碌了一天，天也黑了。我登上二
楼阳台往下看，突然觉得好冷清。
村子太小了，零星的灯火，好似几
颗孤星；光线太弱了，应该是乡下
人才有的“节约”？过惯了辛苦的
日子，乡亲们应该早早进入梦乡了
吧，又有几家舍得“浪费”灯火？奶
奶却乐了！你看她，回到老家后虽
然忙个不停，脸上却一直有笑容。
此时，她就站在我身边，月光照在
她的脸上，柔和中透着欣喜和放
松。只听她喃喃道：“这才是我心
中的灯火啊！”我愣住了，站在原
地，久久没有说话。

又是一次假期，我们又举家回
老家。

夜很静很静，站在二楼的阳台
远眺，依然是不变的灯火。我问奶

奶：“喜欢吗？美吗？”
“当然。”奶奶咂了一下嘴，好

像回味着什么。
“有城市美吗？”
“没有。”
“那您……”
奶奶没接话，只是随手一指。

“那是谁家的灯火？”
“怡琳家的。”
“那儿呢？”
“元杰家的。”
“那儿呢？”
“龙锋家的。”
“你看，那么多朋友家的灯火

围在身边，又熟悉，又亲切，城中灯
火，几个与我有关？”奶奶说完，慈
爱地摸了摸我的脑袋，回屋了。我
站在原地，数着点点灯火，若有所
思。

回到新家，看着万家灯火，我
却第一次思念起故乡的点点灯
火。我突然明白了奶奶的心思，原
来家乡的灯火不仅属于上一辈人，
也属于我这一辈人，那是一种刻在
骨子里的基因，只等着你唤醒。

（指导教师：赵华茂、李文青）

点评：若问家乡是何物？是旧
房子吗？是亲人吗？总觉得少了
点什么。作者小小年纪，却选择

“家乡的灯火”的视角，领悟到家乡
是一种依赖、一种思念、一种味
道。文章采用城市繁华的灯火与
故乡零星的灯火对比，巧妙穿插我
与奶奶的对话，把两代人对“家”的
理解再作对比，深入浅出地揭示了
文章的中心——家乡的灯火不仅
属于上一辈人，也属于我这一辈
人。全文语言简练，情感真挚，值
得推荐。

《作文园地》征稿启事

福州日报《作文园地》是
中小学生自己的写作园地，学
生、家长可自主投稿，也欢迎
学校老师大力推荐优秀习作，
并附上点评。作文以500字~
1000字为宜，来稿题材、体裁
不限，欢迎自主配音、配插图
等。文章提倡“本于内心的郁
积，发乎情性的自然”，拒绝无
病呻吟，摈弃陈词滥调，不说

假话空话，忠实记录成长的足
迹，放飞心灵之美。

投稿方式：扫描下方二维
码，关注“福州日报教育新时
空”微信公众号，点击二级菜
单“ 作 文 园
地”进入投稿
页 面 ，点 击

“投稿”按钮
进行投稿。

本报讯（记者 鄢秀钦）近日，
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
福州高级中学在科技节举办福建
省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未来太空
车”赛点大赛。

当天，福州高级中学、闽江
学院附中、福州四十中的 252 支
队伍 5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学
生化身“能工巧匠”，在备赛区精
心调试，在赛道上激烈角逐，一

辆辆创意十足的“未来太空车”
外形各具特色、竞速能力各有千
秋。

通过“未来太空车”的设计组
装及现场比拼，学生将多学科知
识充分融合，将团队协作能力发
扬光大。

经过激烈比拼，16 支队伍获
一等奖，30支队伍获二等奖，50支
队伍获三等奖。

这几年，福州中招录取有一个比
较特别的现象：同一所初中的两名学
生，填报了一样的1A、1B志愿，学生甲
的中考分数比学生乙高，结果乙被 1A
志愿的学校录取了，甲却被1B志愿的
学校录取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
这是普高第一条投档线在起作用。

普高第一条投档线是 2020 年增
设的，福州市区按福州一中、福州二
中、福州三中西湖校区、福州四中、福
州格致中学、福州八中、福建师大附
中、福州高级中学、长乐一中吴航校区
等 9所已确认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
高中学校的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
总数的 9.5%划定。这条线上的考生，
中考成绩大概排名市区前500名。

增设普高第一条投档线的背景
是，2018年起，福州市中考普高志愿调
整为考后未知分填报平行志愿，这使
得普高招生进一步扁平化，全市最优

质生源过度集中于个别学校，不利于
我市总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因此，经
过多次模拟，我市对普高切线及录取
方式进行调整，目的是在招生政策等
方面向示范性普高建设学校倾斜。

普高第一投档线特别的地方在
于，中考成绩在这条线上的考生，志愿
投档顺序与其他考生不同，这也是出
现文章开头情况的原因。

中考成绩在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
线上，投档顺序为：先投第一志愿 1A
和1B的统招生（第二、三、四志愿不投
档），轮转结束再投 1A 的定向生，即
1A—1B—1A 定向。也就是说，投档
时，若有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不能马
上开始录取1A的定向生，要等所有招
生学校在第一志愿 1A和 1B都轮转结
束后，才能开始录取 1A的定向生；同
一考生先投 1A 志愿统招生，若未录
取，再投1B志愿统招生。

中考成绩在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
线下，投档顺序为：先投1A志愿的统招
生，接着投1A的定向生，1A定转统投档，
哪条线能上就被录取，然后再看1B志
愿，即1A—1A定向—1A定转统—1B。

以 2023年为例，市区普高第一条
投档线为 753分，福州一中统招分数
为 754.5 分、定转统为 749 分，福州三
中（西湖）统招分数为 744分、定转统
为741分。

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上：
考生A中考分数为 755分，1A志

愿填报福州一中、1B福州三中，那么
他就在1A被福州一中录取；

考生B中考分数为 754分，1A志
愿填报福州一中、1B福州三中，由于
分数没有达到 1A填报的福州一中的
统招线，那么他就被1B填报的福州三
中录取；

考生C中考分数为 754分，1A志

愿填报福州一中、1B空缺不报，且福
州一中在他所在初中的定向生投档分
为 750分，那么他通过定向生政策录
取福州一中。

市区普高第一条投档线下：
考生D中考分数为 725分，1A志

愿填报福州一中、1B福州三中，且福
州一中在他所在初中的定向生投档分
为 724分，那么他通过定向生政策录
取福州一中；

考生 E中考分数为 749分，1A志
愿填报福州一中、1B福州三中，且福
州一中在他所在初中的定向生投档分
为 750分，那么他通过定转统录取福
州一中。

需要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的是，
福州中考实行考后估分填报志愿，今
年普高志愿数虽然增至 8个，但数量
依然不多，填报志愿一定要慎之又慎，
上述例子中空缺志愿的做法不可取。

本报讯（记者 鄢秀钦）省教育
厅近日印发通知，确定80名教师、
40名校（园）长为福建省新时代基
础 教 育 名 师 名 校 长 培 养 计 划
（2023—2025）第一批培养对象。

其中，福建师大附中陈琳、福
州三中郑友强、福州教院二附中胡
元冲、屏东中学曾志勇、福州十中
黄巧曦、福州八中陈雪燕、福州七
中石青萍、福州实验小学郑丽芳、
福州教院三附小高友润、金山小学
吴志诚、仓山小学郑端丽、鼓五小
许丽美、福建幼高专附属第一幼儿
园刘冰灵、福州教育研究院陈少熙
和许海英等，入选第一批名师培养
对象名单；福州一中蔡辉森、福州

八中陈晨、屏东中学郑其瑞、茶园
山中心小学刘旭、省直屏东幼儿园
陈晓霞、船政幼儿园林霞、旗汛口
幼儿园林宁宁、仓山区培智学校甘
霖等，入选第一批名校（园）长培养
对象名单。

省教育厅要求，名师名校长培
养对象要自觉学习践行教育家精
神，努力提升教书育人能力，在教
学研究、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学校
管理、教育帮扶等方面大胆探索、
勇于创新，高质量完成各项培养任
务，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
作用。省教育厅将会同培养基地
研制培养方案、加强考核监管，确
保“双名计划”顺利实施。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旅游职业中
专学校积极探索非遗传承与职业教
育协同发展，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以
产教融合为模式，根植地方文化，对
接市场需求，打造办学特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保护和传承非遗
文化是提高文化自信亟需解决的问
题。福州旅游职专积极推动非遗人
才培养和专业建设，探索多元化协同
育人模式，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机、
展现新魅力。

传承非遗文化特色
创新现代学徒制

近日，记者走进福州旅游职专非
遗实训基地，同学们正在教师的指导
下聚精会神地打磨寿山石雕，现场教
学氛围浓厚。

“每堂实训课，老师手把手教
学。我不仅学会雕刻技艺，也更深入
地了解了寿山石文化，对我以后的职
业生涯有很大帮助。”正在雕刻的
2022级寿山石专业学生甘艳鑫学习
寿山石雕刻技艺已有两年，对未来信
心满满。

甘艳鑫的自信源自福州旅游职
专非遗工艺特色化办学模式的培
养。该校的民族工艺品制作和高星
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两大专业群，是目
前福建省立项建设的高水平中职专
业群（A类）。非遗是该校的“金字招
牌”，该校以非遗技艺、闽都文化传承
为核心，通过长期深耕，构建了一套
系统科学的非遗传承课程体系，在寿
山石雕、脱胎漆器、软木画、闽菜技
艺、茶艺等方面打造了专兼结合的非
遗传承师资队伍，形成两大专业群的

“室与坊”师资队伍双核心。
2015年，福州旅游职专被教育部

确定为首批全国“现代学徒制”试点
学校。“以寿山石雕刻为例，传统的雕
刻工艺传授是‘师徒制’，而‘现代学
徒制’是把传统手艺与学校专业教
育、艺术教育、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
为寿山石雕刻行业培养高素质人
才。”该校实训处副主任林晓东说，在
校园非遗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该校探
索建立讲师团制度。讲师团里既有
国家级、省级、市级的工艺美术大师
与技艺传承人，也有中小企业家、优
秀毕业生、校园十佳道德风尚标兵。

福州旅游职专的非遗工艺特色
办学模式，为闽都文化传承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人才，包括全国中等职业教
育资助育人百名成才典型、全国“最
美中职生”等学生先进典型。2021
年，该校获评“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传承示范基地”。和甘艳鑫一
样，很多学生的梦想从这里启航。“赵
沅凌等学生通过学习，前往中央美院

等高校进一步深造，还有许多学生成
为行业的骨干、精英、大师。”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该校招就处副主
任郭元妤说，学校树立起崇匠重技、
崇尚技能的新风貌，学生们通过实际
行动以技立身、以技立岗、以技立业。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打造非遗创新平台

近日，福州旅游职专第四届校园
非遗艺术节举行，来自福建省篆刻学
会、福州市寿山石行业协会、福州脱
胎漆器行业协会、福建省漆器工艺品
制造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的嘉宾受
邀走进校园，与学生们深入交流。

每年的非遗艺术节，都是福州旅
游职专的“重头戏”，文创产品成果
展、非遗教学成果展、潮流饮品大赛
等特色活动，全面展示该校在非遗文
化传承、非遗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

“非遗艺术节不仅全方位展现学校的
特色与亮点，也是对学校非遗保护与
传承工作成果的一次大检阅，是集思
想性、专业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精品
校园文化活动。”该校工艺美术专业
组组长、漆艺教师兰福贵说，学校每
年都举办非遗艺术节，锤炼学生的技
艺和品格，让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浸润滋养学校品牌，让非遗文
化在校园里展现新活力。

福州旅游职专校长施莉明说，举
办非遗艺术节，是在做激活传统、传
承创新、服务当下、广泛传播、普及大
众的基础性工作，“传统文化与现代
生活和谐交织，变‘加法’为‘乘法’，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可以打开非
遗通向生活的更多接口”。

福州旅游职专坚持活态传承、与
时偕行，着力培养优秀闽菜及各类非
遗文化人才。走进该校展示馆，寿山
石、软木画等创意作品琳琅满目，其
中有不少是学生的创意作品。展厅
一角，2021级漆艺专业学生石芸轩制
作的漆器作品《纳福》格外亮眼。

“制作这件作品历时几个月，融
入我的创意，并且突破传统材质和造
型，独具匠心。”石芸轩说，她原本只
想做一件常规作品，但指导教师鼓励
她在手法、材料上创新，做出与众不
同的作品。石芸轩坦言，她初中毕业
时性格内向，学习漆艺让她变得更自
信，还竞选上了副班长，“学习漆艺让
我更加专注做一件事，脾气也变得平
和”。

福州旅游职专不仅在校园里为
学生营造浓厚的非遗文化学习氛围，
而且每年都会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
术馆举行师生雕刻作品传承暨“现代
学徒制”教学成果展，还开展工艺美
术专业毕业生作品展、教育教学成果
展、非遗饮品大赛、非遗美食展示、校
园非遗讲解大赛等，为学生提供广阔
舞台，全方位展示学生的技艺和作
品。该校一系列实践意在“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增强师生的文化体
验，打造非遗文化创意创新平台。

“传承闽菜文化、闽菜技艺，是我
们的使命。”中国烹饪大师、福建省闽
菜大师、最美福州青年“十佳青年文
化传承保护人”、该校实训处主任黄
灵亮说，教师们经常带学生走进社
区、展馆，向社会大众更好地普及非
遗文化。

重视传统工艺
深化产教融合

“学生能够创作作品远远不够，
把学生作品变成市场需要的产品是
我们一直倡导的理念。”林晓东说，为
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学校开办

了“旅艺创客空间”，为学生提供第一
手创新创业资料，并予以指导和培
训。

除了实训老师的身份，林晓东还
是福州市工艺美术大师、福州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寿山石雕代
表性传承人。“能者为师可以有效避
免闭门造车，学校的许多老师也是行
业大师，深耕行业多年，能更敏锐地
了解市场风向，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
人才。”林晓东说，传统寿山石雕刻主
要的作用是观赏，但学校的教师鼓励
学生创新理念和题材，创作出更具实
用性的产品，让寿山石雕刻作品更接
地气。

“我们也在开发文创产品，像漆
器、软木画等都会融入福州元素。”
兰福贵说，在秉承传统的基础上，
学校鼓励学生结合时代元素，在寿
山石、漆器、软木画等的内容、载
体、形式、手段上进行创新，设计并
研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让非遗
真正融入生活。如，学校教师张合
的作品《漆石印章》，已申请专利并
走向市场。

福州旅游职专还与行业、企业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成立中华传统文化
（非遗传承）教育实践基地、福州市美
育（脱胎漆器）示范基地、职业技能大
师林晓东工作室等，深化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促进非遗传承与发展。

“学校通过专业优势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让学生做文
化和传统技艺的传承人，积极探索实
践文化自信入脑入心，培养有强烈文
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福州旅游职专党总支书记杨松
说，学校将继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深入促进校园文化与闽都文化、
非遗文化的融合，着力发展“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展现福州职业
教育的深厚底蕴和有福之州的人文
特色。

普高计划、定向生、平行志愿、综合高中班……每年的中招季，海量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有的家长看完
政策，依然不太明白；有的家长了解越多，心里的疑问越多……即日起，《福州日报》教苑版推出中招系列政
策解读文章，结合今年的中招政策，解析中招录取关键词，分享学校最新的招生消息，让广大考生家长填报
志愿时不再迷茫。

普高第一条线上 投档顺序不一样
本报记者 鄢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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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传承非遗技艺 创新职业教育
福州旅游职专探索多元化协同育人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赖志昌

福州旅游职专教师讲授非遗技艺相关课程。（学校供图）

省“双名计划”首批培养对象公布
福州多位老师入选

福高校园科技节
上演太空车大战

家乡的灯火
连江县温泉小学五年（4）班 李诺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