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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工人在秭归县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建设工地进行收尾工作。
近日，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主体建设完成，造型为“三峡之门”的主体建筑全
面对外展示，转入室内陈列布展施工。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建筑面积1.3万
平米，预计年内全面建成开放，主要承担湖北三峡移民工作展览展示、征集
收藏、学术研究、教育传播、旅游接待等功能。 （视界网 王罡 摄）

“完全没预料到自己会被抽中。”在
刚刚落下帷幕的2024年湖北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学生郑堂文经过扎实的准备，从“抽测
组”脱颖而出，获得新能源汽车检测与
维修赛项一等奖。4月3日，接受湖北
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郑堂文回忆起

“被抽中”的时刻，仍很兴奋。
2015年省赛首次试点“参赛单位

推荐学生+省级随机抽取学生”的参赛
模式，2018年所有赛项全面实施，抽测
学生在参赛单位推荐学生所在年级和
专业中随机抽取。

“推荐组+抽测组”同时参赛的政
策，也是我省职业教育多年摸索的成
果，前者由学校推荐学生参赛，往往代
表学生中的“最高水平”，后者则由赛项
主办方随机抽取，代表学生中的“平均
水平”，这一机制有效提升了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的实效。

创新赛制“抽测”普通学生

“挑选苗子、聘请教练、投入设备、
跨省集训，教练就盯着几个学生练，怎
么也能出成果！”采访中，不少高职教师
向记者坦言，在抽测组进入比赛机制
前，择优培养的现象很普遍。

一位高职教师讲述了一个令人哭笑

不得的抽测故事。某赛项执行抽测组的
第一年，一名经常旷课的学生被抽中了，
比赛前一天，班主任怎么都找不到他，最
后通过学生妈妈联络到学生，该生正在
网吧打游戏，好说歹说，最终才同意参
赛。赛项指导老师很委屈：抽测组学生
不参赛，学校整体成绩就会受影响，好不
容易熬完集训，关键时候不能掉链子！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日常教学
中，对于学习不积极的学生，老师没能
给予足够的关怀和引导。

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
与终身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刘群介绍，建
立抽测机制，旨在推动“技能大赛要覆
盖每所职业院校、每个专业、每个学生”
要求的落实，大赛不仅关注拔尖学生的
技能精进，还关注普通学生的技能提
升，促进学生技能发展的机会公平，推
动院校优质教学资源的普惠性共享。

与此同时，这一机制的设计还实现
了教学质量监测、学籍管理抽查、专业
设置参考的功能，有效避免了“为赛而
赛”“只抓重点、不顾全面”等违背教学
规律和价值取向的做法。

据悉，2024年省赛学生抽测队的
总参赛率高达99%，30个赛项的参赛
率达到了100%。刘群表示，从数据分
析来看，学生抽测队的参赛成绩整体上

仍落后于推荐队，从侧面反映出职业院
校普惠性质的实践教学办学条件改善
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仍存在空间。

三级备赛人人都有收获

去年，教育部印发《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执行规划（2023—2027年）》，
进一步优化了办赛体制机制、标准规
则、实施办法，其中明确要求建立“以校
赛为基础、省赛为主体、国赛为示范”技
能大赛体系。

在今年我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
幕式上，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软件工程职业
学院等5家职业院校、参赛单位，就大
赛工作进行交流发言，学校大都建立了

“校赛—省赛—国赛”三级备赛机制，开
展职教周活动，在校级竞技中选拔出优
秀的参赛选手，学校既能积累办赛经
验，又能在校内营造热爱劳动、尊重职
业、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

“只有把握住每次学习练习时间，
付出足够汗水和努力，才可以取得收
获。”来自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抽测
选手叶俊锋表示，抽测组备赛的时间只
有短短一个星期，在备赛电子商务赛项
过程中，面对压力沉着冷静地思考，面
对错综复杂的市场变化灵活调整自己
的商业决策，每一次运营都像是参加了
一场刺激的游戏，虽然精疲力竭但也觉
得酣畅淋漓。

记者采访多位学生选手，他们表示

竞赛难度普遍高于日常训练，接触的模
块也更多，不仅学到了更多的技术，还
在团队合作、高效沟通等方面，积累了
经验，收获了战友情谊。

“竞赛难度大，比平时练习强度大
得多。但对我而言，在团队配合上收获
最大。”在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赛项，湖
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李磊拿
下一等奖。4小时设计图纸，12小时施
工，16小时完成园林造景的高强度比赛
让李磊直呼“不容易”。

李磊是施工专业，之前几乎从未接
触过设计环节。这次比赛时间紧凑，要求

“什么都要会”，他只能努力补足短板，与
队友紧密配合，关键时刻互相提醒，“从设
计到最后落地，不仅是技术的考量，也是
对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的全方位考验”。

“看到同学们努力备赛，作为老师
真的很欣慰。”王旭东是武汉软件工程
职业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教
师，曾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今年
他作为教师选手，参与了高职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赛项的竞赛。

王旭东表示，有些在传统课堂上无
法传授的经验和应变方法，只有在真实
的现场实践环境中，反复训练和模拟才
有可能掌握，对于师生来说，比赛都是
很好的实践环境。“老师上赛场，可以更
直观地理解学生的训练问题，能够更有
针对性地去为学生答疑解惑，更有效地
制定方案，更快地适应新变化，这些都
可以反哺到课堂中。”

创新赛制打破“择优培养”现象——

从“只盯冠军”到“人人成材”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歆 田佩雯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理略、通
讯员夏晨）4月7日和8日晚，武汉

“戏码头”戏曲艺术展演迎来了精彩
演出。由河南省开封市豫剧院带来
的经典豫剧《陈三两》和豫剧北派
《穆桂英挂帅》在武汉剧院接连上
演，90后青年演员韩鹏飞“乾旦坤
生”赢得戏迷热烈掌声。

《陈三两》作为豫剧的经典之
作，讲述了明代才女李素萍为埋葬
双亲、教养胞弟，自卖自身于青楼却
矢志不作娼，因所作诗文每篇售银
三两，故获名陈三两。陈三两在富
春院收留落难之人陈奎，教其读书
并助他赴考。陈奎高中后，惧怕人
财两空的鸨儿将陈三两卖与年迈富
商为妾，三两不从，便在沧州府衙公
堂鸣冤，受人贿赂的知府李凤鸣对
陈三两施以酷刑后，发现陈三两竟
然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胞姐。此时，
身为巡抚的陈奎路过沧州，陈三两
得知后状告胞弟李凤鸣，姐弟三人
公堂相逢，一时间陷于是与非、情与
法、道与理、罪与罚之间的纠结中。
4月7日晚的演出，演员们以精湛的
演技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将角色的
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观众们
被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所打动。

4月8日晚上演的豫剧北派《穆
桂英挂帅》，是享誉大江南北的经典
传统剧目。讲述了北宋时期，辽东安
王进犯中原，宋王通过比武选元帅，
杨家小将文广刀劈王伦夺魁，经寇准
保荐，宋王钦赐帅印请其母穆桂英挂
帅，穆桂英却因朝廷亲谗远忠而心寒
力拒，后经太君劝勉，穆桂英终以家

国为重慨然接印，整肃军纪挂帅出
征。当晚演出中，演员们以激昂的唱
腔、韵味浓厚的念白和精彩的打戏，
展示了原汁原味的豫剧风味。观众
们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那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这部戏很多剧中
都有，豫剧的唱腔更加激昂，穆桂英
挂帅出征时的表演，看得人热血沸
腾。”老戏迷黄楚林道。

韩鹏飞饰演了《陈三两》《穆桂英
挂帅》两部剧的“大女主”，他以其扎
实的演技、深情的唱腔、细腻的表演
和精美的扮相，成功塑造了《陈三两》
中柔弱女子李素萍，在《穆桂英挂帅》
中，又塑造了英气逼人的穆桂英将军
形象。两个巨大反差的角色，被其演
绎得惟妙惟肖，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
掌声。年轻戏迷廖敏说：“我是韩鹏
飞的粉丝，经常在抖音上看他的直
播，这次现场听他唱戏，不仅唱功了
得，表演也特别细腻。”

第一次在武汉演大戏，韩鹏飞
坦言有些紧张，“武汉是戏曲艺术的
重要阵地，能在这里进行表演，内心
其实很紧张。但开演后，看到武汉
的戏迷朋友，他们对待戏曲的热情，
以及他们的叫好声、掌声，让我紧张
的心情放松下来。武汉的戏迷很懂
戏的，也是捧演员的，他们对我们年
轻演员很呵护。”

自3月21日，武汉“戏码头”戏
曲艺术展演开幕以来，已先后上演
了多部精彩剧目。接下来，展演还
将上演粤剧《白蛇传·情》、国风环境
式楚剧《又从西厢过》、昆剧《蝴蝶
梦》等精彩剧目。

豫剧《陈三两》《穆桂英挂帅》
唱响武汉“戏码头”

4月8日，2024年“书香武汉·
全民读书月”暨第二届武汉书展在
武汉中心书城开幕。一场主题为

“书香英雄城 阅读向未来”的全民
阅读盛宴，在这个春天与江城读者
相约。

“近年来，我多次参加在武汉举
办的各类文化活动，让我感触最深
的是，武汉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学
校、机关、社区、地铁，甚至美丽的两
江四岸的灯光秀，都能看到阅读推
广的文宣，听到读书的声音，这座城
市的文化像春天一样生机勃勃。”中
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说，一年
之计在于春，武汉市选择这样的时
间节点举办书展，鼓励大家阅读，自
己作为一名长期在新闻出版行业工
作的老同志倍感欣慰，相信武汉因
为读书而更美丽。

今年是武汉市开展“全民读书
月”活动的第13个年头。“书香武汉·
全民读书月”为该市持续时间长、覆
盖面广、参与人数多、政府支持力度
大、市民群众受惠多的综合性公共
文化活动品牌之一，获评全国2021
年“特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品
牌项目”和“2022—2023年全民阅
读优秀项目”。十余载接力，推动武
汉市全民阅读工作深入开展。

开幕式上，发布了武汉市2023
年度“最受市民喜爱的阅读空间”

“最美阅读人”，以及2024年“书香
武汉·全民读书月”暨第二届武汉书
展重点活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武汉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徐鲁向
全市发出阅读倡议，并代表武汉市
全民阅读促进会向市民荐书，此次
推荐的50种精品图书涵盖主题出
版类、经济管理和社科文化类、科技

类、优秀中小学生读物类、家庭亲子
教育类。

当天开幕的第二届武汉书展，
共有500余家国内优质出版单位参
展。其中，中国出版集团、新华文轩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宾
团，携旗下品牌图书和文化 IP亮
相；全国14家城市出版社的一批好
书，亮相城市出版馆；荆楚文化精品
图书展则由本地10余家出版单位
联袂参展。

本届书展不仅仅是书籍的展
出、阅读的推广，还把插画、书籍设
计装帧、科技创新和文化娱乐等文
化因素融合在一起。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在现场看到，全场新书7折、部
分特价图书3至5折，吸引了众多
读者前来淘书；各式各样的精美文
创产品，颇为吸睛；多个特色展区打
造丰富场景，展现阅读之美、文化之
美，读者们徜徉其间。

一系列文化活动也深深吸引了
读者。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
京作协副主席乔叶和湖北省作协主
席、武汉市文联主席李修文做客全民
阅读“红沙发”系列访谈，围绕“关注
时代价值，书写乡土中国”这一主题，
结合各自的创作实践，与读者面对面
分享。之后，书展上又先后举行了两
场不同主题的“红沙发”访谈。当天
还举办了多场主题讲座、分享会和新
时代城市出版高峰论坛等。

据介绍，第二届书展以武汉中
心书城为主展场，武汉市新华书店
20家门店为分展场，持续至4月28
日。书展期间，开展百位文化名家
与市民面对面、大学生插画艺术展、
书籍设计艺术特展、全国文史图书
精品展、系列新书首发等重点活动。

四月春意正浓 书香氤氲江城
2024年“书香武汉·全民读书月”暨第二届武汉书展启幕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韩晓玲 通讯员 万忠

走读文化遗产

“我们对古代先民有个‘刻板
印象’，认为当时交通那么不便
利，不同地域的人群怎么可能会
有如此密集的交流？”程酩茜说，
其实，中华大地上不同人群之间
甚至与域外人群的交流，是一直
都存在的。不能以如今的视角去
观察，一种史前文化可能存续数
百甚至上千年，以这样的时间跨
度考量，远距离交流应该是存在
的。

透过石家河玉器可知，石家
河玉文化与龙山文化、陶寺文化、
石峁文化也多有交流。程酩茜举
例说，山西陶寺遗址王级大墓随
葬的一件彩漆大箱，发现两件“玉
神面”与3组玉璜，被认为是来自
石家河的“舶来品”。石家河玉器
的母题纹样还跳脱材质，出现在
陕西石峁遗址的石雕之上。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
称，石家河玉器兴盛时正处于史
前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也是社
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期，其承载的
观念信仰，随着人群与技术的流
动，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促使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

万琳还称，天门石家河遗址
群首次发现于1954年，地处长江
中游腹地，年代跨度为距今5900
年至3800年，是长江中游地区迄
今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
群。石家河玉文化汲取了两大史
前玉文化中心的养分，创造了史
前玉作的又一巅峰，在中华文明
进程的关键时期广泛传播、辐射
甚广，最终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化的巨流，是中华文明五大“突
出特性”的直观体现。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供图）

职教十年“晒”出新赛道

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主体建成

汲取“古玉王国”良渚养分，进而
影响了三星堆——

石家河创造史前
玉作高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通讯员 汪筠 实习生 杨子妮

眼下正在武

汉盘龙城遗址博

物院热展的“玉神

——石家河玉文

化特展”，汇聚来

自凌家滩、良渚、

陶寺、石峁、三星

堆、金沙等多个重

要遗址的文物珍

品，展厅C位，除

了有时隔68年飞

回荆楚故里的“中

华第一凤”（详见

本报4月1日8版

报道），展方还特

意将石家河玉器

与三星堆青铜器

进行了对比展示。

石家河玉器

与三星堆青铜器

有 着 怎 样 的 联

系？三星堆考古

发现震惊世界，掀

开了神秘奇瑰的

古蜀文明面纱。

上海博物馆日前

与全国28家文博

考古机构携手推

出的“星耀中国：

三星堆·金沙古蜀

文明展”，也备受

关注。三星堆遗

址出土了大量青

铜人头像，有人说

他们像奥特曼，也

有说他们像外星

人。但专家称，这

些青铜人头像的

奇特造型，其实与

长江中游的石家

河玉文化有一定

的关联。

“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展出大量玉神
人头像等“显眼包”文物，因造型独特，富于想象，备
受网友青睐。其中，展览在醒目位置，将石家河玉
人头像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人头像并列
陈列。尽管二者材质、大小不同，细心的观众仍一
眼就能发现，玉人头像和铜人头像均“佩戴”辫索状
发箍。展板说明进一步介绍，二者的相似之处还
在于，都具有双耳穿孔、菱形或梭形大眼、蒜头鼻或
鹰钩鼻、阔嘴和短颈等特征，均为祭祀用物。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方
指出，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地
区拥有宗教色彩强烈、造型神秘的器物群，吸收了
石家河神人像、凤鸟、虎、蝉等图像与信仰系统，二
者在审美意趣上存在共通之处，而此时精神观念
载体却已从玉转移至青铜、黄金等材质。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古研究部馆员、策展人程
酩茜称：“石家河玉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尤其体
现于人头像，三星堆青铜人像中头戴冠帽和箍发的
形象，均见于石家河。”

观众在展厅还可发现，三星堆铜兽面与石家
河玉神面造型相似，只是铜兽面獠牙不明显。三
星堆铜铃，两面均饰有兽面纹，其构图方式和纹样
风格与石家河玉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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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玉文化除了影响三星堆，还与良渚文
化一脉相承。”程酩茜在展厅娓娓道来。

她介绍称，玉一度是沟通天地的圣物、文化
交流的使者，受长江下游良渚玉文化的辐射，长
江中游石家河玉器的部分因素，被认为是以良渚
为源头。

同为石家河文化圈的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
出土有玉獠牙神面牌饰，其神态夸张，制作工艺精
妙高超，是石家河玉文化玉神人形象的代表。该
文物亮相此次“玉神”展，同时展出了一件良渚瑶
山遗址出土的神人兽面及鸟纹玉冠状器，二者造
型颇为神似。

程酩茜称：“神人兽面纹其实是‘古玉王国’良
渚文化最典型的符号之一，良渚玉器中的人面、獠
牙、‘介’字形冠、鸟形饰等元素，被石家河玉文化
学习发展。”

此外，另一史前玉文化中心凌家滩玉器中的
虎、鹰、龙等神灵动物，丰富了玉器题材，也影响了
石家河玉文化。

专家称，长江流域史前文明有着三次治玉高
峰，凌家滩、良渚为前两次高峰，长江中游的石家
河在距今约4200年至3800年时，迎来了第三次
高峰。

玉文化是石家河古城晚期最具代表性的文
化，造型别致、纹饰精巧的玉器集中出土于石家河
遗址中心区，并广泛见于湖北钟祥、荆州，湖南澧
县、华容等地。有专家认为，石家河玉器代表当时
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最高水平，改写了此前对
中国玉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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