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6日晚，“喜迎二十大 舞
动新时代”济宁市舞蹈专场文艺演
出在济宁市运河音乐厅举行。

由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济宁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济宁市舞蹈家协
会、济宁市文化馆、济宁剧院管理
公司承办的这场演出，是为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热情讴歌党的
光辉业绩，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进一步振奋精神，
凝聚力量，奋力谱写济宁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而举办的。

本次专场演出艺术总监、济宁
市舞蹈家协会主席邢莉介绍，本次
演出通过一个个优秀的舞蹈作品，
凸显了讲好济宁故事、山东故事、
中国故事，礼赞新时代，奋进新征
程的主题。

开场舞蹈《我爱你中国》，拉开
了演出的序幕。少儿群舞《万马奔
腾心向党》《成长在祖国的怀抱里》
《梦想纸飞机》，少儿舞蹈《八月十
五月儿明》，群舞《万泉河》《星星之
火》《绣军鞋》《扇舞万疆尽是红》
《我生长的地方》《扬帆起航》《声声
祝福你》……精彩纷呈的节目，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将演出
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奋斗开创未来，实干托举梦
想。演出旨在凝聚各界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锚定“走在前、开新局”，以“争一流、争第
一、争唯一”的胆略气魄，全力实现济宁更高质量发展，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
聚起强大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刘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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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从名字上讲，“处”有躲藏、终止之意。处暑即为
“出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处，去
也，暑气至此而止矣”。

谚语说：“处暑寒来”，说明暑气消退之后，天气就逐渐寒
凉了。“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
子”，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这首《早秋曲江感怀》，既说出了处暑
节气暑气消退的季节特点，又真实地再现了这一节气的自然
景观。

常言虽说“处暑寒来”，但还有一句俗语，叫做“处暑天不
暑，炎热在中午”，说明处暑“出暑”，而暑气并不是马上“出”
走的。

顾铁卿在其所著的《清嘉录》一书中，有一段对处暑的精
彩描述：“土俗以处暑后，天气犹暄，约再历十八日而始凉；谚
云，处暑十八盆，谓沐浴十八日也”。意思是说，处暑时节天
气还很闷热，大概还要有18天的炎热。

这一时段，因为暑气未尽，“秋老虎”杀出来，也会酷热难
耐。我国北方气温虽下降明显，昼夜温差增大，而正午的太
阳还是很毒辣的。特别是南方地区，一般还有一段“秋老虎”
威胁的日子。

据资料记载，“秋老虎”比较厉害的年份，南方地区会有
连续高温，最高气温均在38℃以上。这样的“秋老虎”，真的
会咬人的！宋代大诗人陆游，在被“秋老虎”的折磨中，发出
如此感慨：“毒热秋未衰，吾庐况浅迫。虽云日一浴，流汗沾
衣帻”。

虽说“秋老虎”余热难熬，但也不尽然。正像宋代仇远
《处暑后风雨》里说的那样：“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也
有些年份，在立秋之后，会有多天阴雨，导致气温骤然下降，
而在处暑时节，就仿佛进入深秋，通常有人换了长而厚的衣
服，夜晚睡觉都要盖上薄棉被了。

这情形宋代张嵲有诗记述：“尘世未徂暑，山中今授衣。
露蝉声渐咽，秋日景初微。四海犹多垒，余生久息机。漂流
空老大，万事与心违”。

处暑，古人将其分为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
肃；三候禾乃登”。在这个时节，大气的能见度是一年中最好
的；随后，自然万物就开始凋零，能够觉察季节的萧索；也是
在这时节，农人进入了秋收大忙季节。

处暑时节，不仅是“天地始肃”，也是“禾乃登”的美好时
期。农人祈求着五谷丰登，一边收获着一年到头的喜悦，一
边举行着中元节系列典仪祭祀活动，以示不忘大自然的馈赠
和祖先的赐福。

处暑“出暑”
卢恩俊

中国节气

济宁市金乡县地近邹鲁，历来有重视教育
的传统，仅清代就出了23名文进士，人数在当
时位居全省前列。科举制度废除后，金乡有识
之士在城乡办起新式小学，但直到1920年末，
金乡同周围绝大多数县域一样，仍没有初中，
这让想继续深造的金乡学子，不得不背井离
乡，前往济宁、泰安、济南等地求学。

当时在济南中学就读的金乡学子，相对
较多。舍近求远的原因，可能是济南学校
多，特别私立学校；而且，金乡人杨经元和其
兄杨汉章于山东省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先
后在省立第一师范、私立正谊中学等学校任
教，成绩突出，在济南教育界享有较高的知
名度，在他们的推荐下更容易入学。

1928年5月3日，日本人在济南制造了
惨绝人寰的“五三惨案”，当地学校被迫停

办。为谋生计，杨经元携家人返回金乡。想
起多年来金乡子弟异乡求学之苦，他决定办
一所中学。

杨经元多方奔走，取得乡绅、私立里仁
小学校长周文奎等人支持，于1929年在私
立里仁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私立里仁初
中。此时校址已由县城奎星楼河南岸，迁至
附近的城隍庙。

杨经元聘请杨华坤、时济云、王象三、李
步元等名师任教，“一时人材济济”。杨华坤
系杨经元之弟，字赞元，北京大学文科毕业；
时济云，齐东县人，热心教育事业，与熊十
力、马一浮等学者交往甚密，所著《墨子哲
学》一书，得到梁启超的赞许。这些老师，同
时兼任里仁小学五六级的课程。

据时人李吉珊后来回忆，杨经元老师讲

解数学，既清晰，又有条理，给学生留有思考
余地。特别是板书字迹清楚，不论行书、草
书，皆符合字帖规格要求。杨赞元老师利用
课外时间给学生讲解梁启超的文章。时济
云老师的古典文学，王象三老师的近代散
文，都有很高的教学水平。

由于名师云集，私立里仁初中还吸引了
丰县等邻县的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杨经元

“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令人遗憾
的是，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私立中小学成
立后，需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立案，才
能继续办学。里仁初中成立不久，学校董事
会便先后两次申请，却因经费不足，均未获
批。次年冬，学校停办。杨经元费尽周折，
帮助大部分学生转入济南正谊、育英、爱美
等私立中学。私立里仁初中的夭折，对一心

想为家乡办一所中学的杨经元来说，是一次
不小的打击，但未浇灭他追求进步、创办学
校的梦想。抗战期间，杨经元先后担任湖西
专署民教科长、湖西中学校长。1949年 6
月，在他的力主下，湖西中学由聊城阳谷县
迁至金乡县，改称“金乡中学”即今天的金乡
一中。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为家乡人办一
所中学的夙愿得以实现。

孔子说：“里仁为美”。私立里仁初中存在
的时间虽然短暂，前后仅招收了五六十名学生，
但在德才兼备的杨经元、时济云等老师的言传
身教下，这批学生不乏佼佼者。其中，杨经元之
子杨翼骧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仼教于南开大
学，在史学史研究方面贡献卓著；王鉴览考入清
华大学，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后来成
为中共金乡县工委早期主要负责人。

1929年璨若流星的金乡里仁初中
任小行

独家报道

“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
生百年，立于幼学”“蒙以养正，圣功也”，人
格与人品的塑造，是从幼年开始的。

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指出，“以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
良好素质基础为目标，以促进幼儿体、智、
德、美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为核心”。幼儿传
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推动学前
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喻屯中心幼儿园，是济宁市任城区喻屯
镇唯一一所公办幼儿园，也是一所省级示范
幼儿园，占地面积104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
积3440平方米，按照省级示范性幼儿园建设
标准，配备了科学发现室、建构室、音乐教室、
录播室、卫生保健室、图书室、心理咨询室等
高标准的功能室。2017年9月投入使用，共
设有小中大9个教学班，可容纳300名幼儿。

喻屯中心幼儿园秉承“自然、绿色、生
态、和谐”的办园理念，以人为本的自然教育
观，绿色生态促健康，环境文化、教育模式、
人文塑造生态化，用爱心构建和谐家园，先
后被评为“省级示范幼儿园”“区级文明单
位”“教学工作先进单位”“市级卫生先进单
位”“巾帼文明岗”等荣誉称号。

《文化周末》记者来到幼儿园时，老师正
带领小朋友们在教室、活动室和操场等场地
进行学习活动。在这里，孩子们有一个共同
的昵称“喻幼娃”，文化“两创”实践融入了娃
娃们学习、生活与成长的每一个环节。

礼仪润童心，文明伴我行——开展幼儿
文明礼仪习惯养成教育，通过升旗仪式、就
餐礼仪、课堂礼仪、尊师礼仪、交往礼仪等习
惯养成，培育学生养成谦虚礼貌、助人为乐、
爱护公物、遵纪守法、言行合一的礼仪规范。

经典照童心,书香伴成长——书香沁润心
灵，使幼儿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各班每学期
制定诵读计划，从易到难，从少到多，循序渐
进，以点带面，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
平，开展符合学情实际的国学教学。组织师生
诵读《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创建国学经
典诵读平台，丰富诵读形式，开展“诵经典、写
经典、唱经典、演经典、展经典”等活动。

“喻”泥相约，“幼”塑未来——邀请当地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孩子们共同参与活动，
让孩子们在泥塑文化创作活动中，学到文化
知识和技巧。

玩“泥”是孩子的天性，符合幼儿至儿童

阶段发展的自然规律，传承了中华非遗文
化，让文化在喻幼娃心中生根发芽，精神文
化生活得到丰富，优秀文化得到传承。

敢想“杆”做，秸秆编织——喻屯中心幼
儿园地处于农村区域，有着环境优美、自然
资源丰富、民间艺术源远流长等优势。幼儿
园开展了农村幼儿园特色编织活动研究，鼓
励孩子并动员家长去发现、收集各类编织材
料，根据目标、内容，在活动室设置编织区
角，投放各类编织材料：有线、绳、柴、草，也
有纸条和彩带，充足的活动操作材料，有助
于幼儿尽情的想象与发挥。

传承中华武术，弘扬民族精彩——增强
幼儿强身健体的意识，培养孩子们坚韧不拔、
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喻屯中心幼儿园开展
武术操《精忠报国》和《中国功夫》学习活动，
让小朋友们领略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感受
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激发体育锻炼的热情。

脚下生风，足够精彩——2019年11月，
喻屯中心幼儿园被评为全国特色足球校
园。以坚持健康第一，增强幼儿体质，培养
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为宗旨，以
幼儿园足球运动为载体，普及足球基础知识
和技能，推动幼儿园足球特色项目工作，激
发幼儿踢足球的积极性。在各种足球游戏
中，掌握基本的脚背踢球，脚内侧拐弯，用脚
的不同部位触球及传球的基本认识，亲身体
验驰骋球场和足球游戏带来的快乐。

作为任城区文化“两创”示范点的喻屯
中心幼儿园，生动活泼的游戏文化墙，特色
鲜明的文化长廊，古色古香的国学讲堂，丰
富多彩的区域，热闹非凡的民俗一条街，无
不体现出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幼儿在自
然的传统文化环境中了解、学习、感受、体验
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圣人训，修身行，树风尚。一日生活皆
渗透传统文化课程。入园离园，师幼拱手礼
俨然形成喻幼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幼儿轻
声慢步细语，认真专注倾听，积极思考探究，
讲文明懂礼貌，排队静静等待，节约每一粒
米一滴水……一言一行中，彰显着儒家文化
风范，良好的品质和习惯，在传统文化课程
中得以浸润与滋养。

喻屯中心幼儿园深入发掘地方特色资源，
将济宁本土六艺太极拳引进幼儿园。在活动
室，火红的幼儿太极拳方队映入记者眼帘。

“揖礼而起，仁者寿肩；天人合一，任重

道远；习读论语，俯仰之道；抱拳礼还，文起
武收”，一招一式，将“礼、乐、射、御、书、数”
展现得淋漓尽致，松沉致静中彰显了幼儿与
自然、幼儿与社会的融洽与和谐。

生命之美，在于运动；幼儿之乐，在于游
戏。民间游戏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扬与发展，
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承载了民族文化，
对幼儿群体发展和个体成长，特别是社会化
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老鹰捉小鸡、推铁环、踢毽子、丢沙包、
放风筝、竹竿舞、跳皮筋、跳方格、蹴鞠、投
壶、射箭等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游戏，深受
幼儿喜爱。

在传统游戏的基础上，喻屯中心幼儿园
将图形游戏与传统游戏相结合，开拓思维，创
新玩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新性发展。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专门打造了风味
独特的“民俗一条街”，供孩子们在游戏中感
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孩子们在“扎染、刺绣、
剪纸、泥塑、面塑、编织、缝荷包”等民俗馆
里，欣赏体验，拜师学艺，探索设计，上手操
作。身临其境中，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
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打击乐作为一项特色活动，在文化“两
创”建设中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喻屯中心幼
儿园将古诗词传唱与非洲鼓、碰铃、响板、铃
鼓等打击乐器巧妙融合，为国学经典的传承
设计了优美的音乐情境。

“幼儿园优秀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加
强学习，做好规划，加强建设，夯实基础。通
过加强幼儿园物质文明建设，形成幼儿园的
物质文化；通过开展各种创建活动，形成幼儿
园的行为文化；通过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形成
幼儿园的制度文化；通过提炼体现时代要求
的办学理念，形成幼儿园的精神文化。”

喻屯中心幼儿园园长、优秀文化“两创”
示范建设工作小组组长孙文锦表示，要进一
步创新幼儿园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内容，拓展
幼儿园文化活动领域，重点以喻屯当地资源
和当地传统文化特色为主，规范校园文化活
动模式，构建具有幼儿园特色的校园文化体
系，使园风、教风、学风有新气象、新面貌。

喻屯中心幼儿园优化教学环境，园内无
积存垃圾、纸屑、烟蒂、污物现象，操场、室内
整洁；健全优秀传统文化标识体系，建有儒
学（国学）讲堂，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利
用幼儿园图书室、班级图书角、艺术工坊等
优质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
化宣传读本，加强对习语金句、国学经典、古
诗词等内容的宣传普及。建设“智慧幼儿
园”，利用公示栏、微信群、微信公众号、钉钉
群、数字化显示屏、家长进课堂、家长会等公
共传播平台与方式，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进入
寻常化、日常化。

建设文化人才队伍，对教师进行传统文
化礼仪等培训，并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设有
优秀传统文化志愿服务队，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开展文化教育培训，
按照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文化活动配
档表，每月开展特色传统文化活动。以“我
们的节日”为主题，在元旦、春节、清明节、端
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期间，结合
幼儿园特色开展传统文化经典知识、故事的
普及教育。

从入园开始，培养爱祖国、爱家乡的社
会情感；建立国学经典诵读平台，丰富诵读
形式，在中华经典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中体
会感恩、博爱与智慧的魅力，学会自我管理，
学会相互关爱，学会以“君子之德”塑造个人
人格，“读圣贤书、立君子品、做有德人”。

通过升旗仪式、就餐礼仪、课堂礼仪、尊
师礼仪、交往礼仪等习惯养成，引导孩子们
养成谦虚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遵纪守
法、言行合一的礼仪规范；营造诗化校园氛
围，让幼儿在校园文化中接受中华经典文化
的熏陶。在走廊和教室里，书法篇、古诗古
画篇、古文字篇独具特色，古朴典雅，书香四
溢，幼儿的“童心、童趣、童话”得以彰显。

“虽然我们不是市区的幼儿园，但是很
多任城区、太白湖新区的孩子家长信任我
们，把孩子送来学习。”喻屯中心幼儿园园长
孙文锦告诉记者，在文化“两创”实践的浸润
下，喻屯中心幼儿园逐渐形成了以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为特色，以“精益求精”为
校园精神特征的品牌文化，形成了厚重、朴
实、悠远、清雅的文化氛围，严谨、规范、精
细、扎实的教育氛围，愉悦、融洽、蓬勃、和谐
的人文氛围，提升了社会满意度和美誉度。

万象起于点，以自然绿色生态和谐立幼学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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