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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学习教育

本报特别报道组

4月，大地回春，万象更新。
记者行走在天津古文化街，两旁古

香古色的店铺鳞次栉比，五颜六色的彩
旗迎风摇曳，一串串大红灯笼横跨街
道，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店家们走上
街头招揽着川流不息的游人，这座环渤
海而建、因漕运而兴的城市散发出独特
的“烟火气”和浓厚的文化气息。

4月25日，跟着课本，记者来到天津，
在古文化街开启探寻“泥人张”之旅……

靠手艺活说话
“泥人张”，这3个字多次出现在

中小学课本里，在人教版美术教材二
年级上册里，专门有一节《彩泥世界
快乐多》，这里面展示了“泥人张”的
泥塑——“孙悟空”，五颜六色，栩栩
如生；在人教版美术教材九年级上册
里，则呈现了“泥人张”的彩塑——“惜
春作画”，细节精致，人物传神。

课本里说，天津“泥人张”泥塑，始
于清道光年间，其创始人是张长林（字
明山）。“泥人张”彩塑是一种深得百姓
喜爱的民间艺术品。

“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
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台上的嘛
样，他捏的嘛样。”冯骥才在《俗世奇人》
中也有对“泥人张”的专门描写。

听说古文化街有一家“泥人张”世
家店铺，记者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一走进店铺，记者迎面看到一块金
字牌匾：“祖传百年世家”。牌匾下的“泥人
张”历代传人画像，昭示着“泥人张”悠久
的历史传承。店铺四周排满了依墙而立
的古朴木柜，木柜格子里展示着各种形
态、各色题材的“泥人张”泥塑作品，或是
《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文
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或是街头商贩叫
卖的生活场景。这些泥塑作品不仅形似，
而且以形写神，达到神形兼具的境地。

“你瞧瞧，这钟馗的眼神多凌厉。”
“还有这个武圣关公，他的大刀感

觉还在反光嘞。”
来往的游人见到精美的“泥人张”

泥塑作品不禁感叹起来。
一段宣传片在店铺中反复播放，讲

述着“泥人张”技艺发展与传承的前世
今生。

据说，第一代“泥人张”张明山在
18岁时做的几个彩塑人物作品在天津
的影响特别大，他因此赢得了广泛的赞
誉。天津老百姓就讲：“姓张的做嘛像
嘛！”意思是做什么像什么，他因此得名

“泥人张”。
“塑”与“绘”，“形”与“神”，“泥人

张”将塑造与绘画两者巧妙结合，展示
给人们的是真实而有力的生命。如今，
经历了六代人的传承发展，“泥人张”主
题和内容越来越丰富，技艺更加多元，
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可以说，是天津这片热土造就了
“泥人张”的传奇，“泥人张”的精湛技艺
则擦亮了天津的名片。

与记者一同来古文化街探访的，是
天津市静海区教育局综合办公室主任
梁续广。作为地地道道的天津人，他说
起天津这座老城，可谓头头是道：天津
在古代就因漕运发展而起，至今已经有
600多年的筑城历史。天津筑城设卫之
后，商贩船家云集，人口激增，接纳了漕
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
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
民城市。

“漕运不仅沟通了南北民生物资的
交换，更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
合，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
干练，让天津滋养出数不清的‘俗世奇
人’。”说到这，梁续广难掩自豪。

“天津是个特别讲手艺的城市，在
全国都是一流的。”冯骥才也曾这样形
容天津。旧时天津卫是一个“码头社
会”，竞争与机遇并存。手艺人作为城市
中的底层小生产者，要想在码头上立

足，只能在技能上下功夫，靠手艺说话。
正因为如此，以“泥人张”为代表的

手艺人及手工技艺成为天津这座城市
的典型特征。

在商铺里来来往往的游人中，记者
与一位从呼和浩特来天津旅游的游客交
流起来。第一次见到“泥人张”彩塑，她感
到既震惊又骄傲：“这是艺术，也是宝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在传承中创新
在天津，“泥人张”除了世家的赓

续，还有更广泛的社会传承。在天津市
河西区一个僻静的院落，就有这样一家

“泥人张”彩塑工作室。
朱红色，是悬挂在这座4层高的建

筑外墙上“泥人张”3个字的颜色，在米
白色的外墙上格外耀眼。

翠绿色，是这座小院旁树木青葱的
颜色。工作室一层有大大小小四五间创
作室，从创作室的窗口望去，满眼青翠。

五彩色，是二层展厅里大大小小、
形状各异的“泥人张”彩塑。

在展厅，记者看到了课本图示“泥
人张”作品“惜春作画”的立体呈现。

“清代民间艺人张明山创作的彩塑
作品‘惜春作画’形象生动地呈现了‘泥
人张’雕塑的特点，每当我们看到它，都
会被其精湛的泥塑技艺所折服。在这组
作品中，无论是人物动态、表情，还是衣
服饰物的颜色搭配，都把握得非常到
位，处处透露着艺术家的匠心。”课本中
的这段描写与眼前的画面，在记者的脑
海中逐渐交叠重合。

在创作室，记者见到天津“泥人张”
彩塑创作者宋晓梅，她从事“泥人张”彩
塑创作近10年。此时，她的面前摆放着
一个尚未完成塑形的作品，这是她正在
进行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的形象
创作。

与记者交谈时，宋晓梅手上也一直
忙活着。只见她一会儿拿起湿布抚平泥
塑上的纹路，让泥塑的表面更加光滑，
一会儿拿起不同尺寸的雕塑刀，修饰人
物的比例、线条、轮廓。

宋晓梅是山东人，学的是雕塑专
业。在从事“泥人张”彩塑创作前，她对
这门技艺的了解少之又少。

“它不是像眼睛看到的那样，没那
么简单。”宋晓梅对记者说。

塑绘结合是“泥人张”彩塑的技法
之一。简单的“塑”与“绘”两个字，贯穿
了宋晓梅的10年。

“‘塑’要给‘绘’留空间。”
“一定要有耐心。”
“晕染、勾画，线体结合、虚实相生。”
……
可见，其学问之深，技艺之珍。
在另一个创作室，记者见到了一个

熟悉的“小女孩”。胖乎乎、红扑扑的面
庞，略带微笑，身穿红色的花棉袄，她就
是“梦娃”。她通过“讲文明树新风——
中国梦·梦系列”公益广告为人所熟知，
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过目难忘。

“梦娃”无疑是“泥人张”在新时
代传承发展的一个表现。从经典名著
作品，到街头巷尾的生活场景，到中
国梦“梦娃”，在百余年的传承和发展
中，“泥人张”记录下时代的脚步、家
国的变迁。 （下转第三版）

津门故里 匠心筑梦
——“跟着课本读中国”之天津篇

本报南京 4月 29 日讯 （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杨潇）“2023年
11月4日，仲校长永远离开了这个
世界。校园里再也看不见他温暖的
笑容、稳健的步伐……”今天下
午，江苏省南京市启动教育家精神
巡回宣讲活动，由青年教师讲述榜
样们的故事。活动现场，南京市瑞
金北村小学 （以下简称“瑞北小
学”）青年教师徐静怡深情地将学

校原校长仲广群的事迹娓娓道来。
据介绍，此次宣讲团成员由南

京优秀青年教师代表组成。从5月
起，宣讲团将在全市各区开展巡回
宣讲南京近代教育名家陶行知、陈
鹤琴、斯霞以及新时代吴邵萍、葛
华钦、杨瑞清、仲广群等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和优秀教师的办学育人事
迹，并计划到南京对口支援的陕西
商洛市等地交流分享。

“课堂不是孩子的世界，世界才
是孩子的课堂！”徐静怡讲述道，20多
年来，仲广群一直在研究属于儿童的
课堂。在瑞北小学的课堂上常常可以
听到孩子们的不同意见表达：“我不同
意你的意见”“我觉得这样说更好”“我
想提个问题”“我非常赞同你的说
法”……仲广群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手
势大胆表达意见，像“小辩手”“小侦
探”“小记者”一样。 （下转第三版）

江苏南京启动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讲述仲广群事迹

大 爱 无 形 洒 向 人 间

本报北京 4月 29 日讯 （记者
高毅哲）今天，教育部第十三届职
工运动会在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怀进鹏宣布运动会开幕。
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委群众工作部 （统战部） 副部
长、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副
主席钱建忠出席开幕式。教育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直属机关党委书
记王光彦主持开幕式。

本届运动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关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的决策部署，在团结奋进、积极向上

的氛围里，共有62支代表队、3300
多名运动员参加90多个比赛项目。

近年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教育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直属
机关各级党组织、群团组织持续深入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性体育活
动，用运动之美展现了广大干部职工
砥砺奋进、团结协作、昂扬向上的良
好精神风貌，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汇
聚了团结奋进的强大正能量。

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群团组
织和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以
本届运动会的举办为契机，充分发
扬在体育赛场上敢打敢拼、敢于胜
利的拼搏精神，坚定信心、开拓创

新、笃定前行，以更加强健的体
魄、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
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加快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奋力书写以教育强国建设支
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赛，离退休干
部局、国际司、财务司、监管司、规划
司、人事司、办公厅、基教司获得机关
团体总分前八名，人教社、高教社、开
放大学、教科院、教育行政学院、出版
传媒集团、教育电视台、语合中心获
得直属单位团体总分前八名。

教育部第十三届职工运动会举行

本报记者 张欣

守纪律、讲规矩，是管党治党
的一把戒尺，也是党员干部党的观
念强弱的试金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
指示批示，指引全党以严的基调正
风肃纪，为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提供

了根本遵循。
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教育部

各直属高校党委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落实中央关于党纪学习教育
的统一部署要求，认真研究制定实施
方案，建立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推
动党纪学习教育走心走实走深。

统筹部署精心谋划，吹
响党纪学习教育“集结号”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
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
知》，自此，党纪学习教育在全党全
国上下迅速展开。

闻令而行，以上率下。
4月 11日，教育部党组召开会

议，部署在教育部直属系统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会议提出，要切实开展好
党纪学习教育，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上当标杆、作表率。
自此，教育部直属系统党纪学

习教育正式拉开帷幕——
4月28日，教育部党组举行党

纪学习教育读书班专题辅导报告
会。会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怀进鹏指出，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
署，准确把握目标要求，结合实际
抓好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实施，确
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取得实效。

连日来，《教育部党组关于在直
属高校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
《关于指导教育部直属高校开展党纪
学习教育的工作方案》相继印发，
为直属高校扎实开展个人自学、集
中学习、文化涵育、警示教育、专
题培训、宣传解读等工作提供指导。

纲举目张，教育部75所直属高
校勇担使命。各高校党委认真研究
制定本校实施方案，建立工作体
系，健全工作机制，以多种形式及
时启动部署党纪学习教育工作。

（下转第三版）

正 风 肃 纪 铸 新 篇
——教育部直属高校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教育时时时评评评

好老师的模样·走近仲广群

钟曜平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
来。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
际，让我们向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
劳动群众致以诚挚的祝福，向各条
战线上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
示崇高的敬意，共同礼赞劳动创
造，致敬大国工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礼赞劳动创造，多次褒奖劳动模
范和大国工匠，要求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
育搞好，要树立工匠精神，把第一线
的大国工匠一批一批培养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大国工匠是我
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更是
把大国工匠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我国自古就推崇工匠精神，工匠
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
容和宝贵财富，而教育是培育和践行
工匠精神的重要阵地和途径，其传承
与发展无不彰显着教育的力量、师者
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
代工匠们不懈努力。“两弹一星”、载
人航天工程、高铁技术、大飞机设计
与制造、“神舟”奔赴“天宫”、“中国天
眼”探秘未知，这些“大国重器”、科技
创新、超级项目，背后都离不开大国
工匠们独具匠心、精雕细琢、尽善尽

美的追求和坚守，无不诠释着对执着
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的弘扬和践行。工匠精
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彰
显着时代精神。

新时代呼唤大国工匠，迈向新征
程更需要大力弘扬和践行工匠精
神。新时代为劳动者提供了无比广
阔的人生舞台，工匠精神折射着各行
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是鼓
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
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如今拧螺
丝可以“拧”成全国劳模，操控机床
也能登上国家科技领奖台，甚至可
以身披国旗问鼎世界技工最高奖
项。广大劳动者和青年一代尊重技
能、投身技能，走创新引领、科技报
国之路，大国工匠竞相涌现，匠心匠
魂焕发光芒，为强国建设汇聚起坚实
的人才力量。 （下转第二版）

在火热的劳动中践行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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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栏的话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
措，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保
障。

为推动教育系统党纪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本报今起开设“党纪学习教
育”专栏，展现教育系统党纪学
习教育的进展成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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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课本里的“泥人张”作品“惜春作
画”。 资料图片

②天津古文化街的“泥人张”世家。
③④⑤不同时期的“泥人张”作品。
⑥天津津美小学教师教学生捏“老

黄牛”。 本报记者 周子涵 摄
⑦天津古文化街一角。
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张国华摄

敬告读者
本报五一期间（5月1日至3日、5日）休刊，5月4

日出刊，5月6日起恢复正常出版。祝读者朋友节日
快乐！ 中国教育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