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2 月，北京将迎来一

场 世 界 盛 会 —— 第 24 届 冬 奥

会。为让学生了解冬奥文化，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文翰小学

积 极 开 展“ 冬 奥 ”主 题 宣 传 活

动。由于宣传效果显著，12 月

19 日 ，央 视 少 儿 频 道《新 闻 袋

袋裤》栏目组特地前往文翰小

学进行拍摄报道。

拍摄冬奥宣传片
渗透“冬奥有我”理念

据介绍，全区共 6 所小学参

加 了 此 次“ 冬 奥 ”主 题 宣 传 活

动，分别是文翰小学、桂城外国

语学校、海三路小学、石门实验

中英文学校、怡海第二小学、南

海实验小学，总参加学生人数

8915 人，参与家庭近 9000 个。

“我的冬奥梦”冬奥小记者

国际营佛山组委会办公室主任

张 静 介 绍 ，文 翰 小 学 虽 今 年 9
月才正式开学，但在学校及家

长的全力支持下，所制作的“冬

奥 ”主 题 宣 传 片 质 量 十 分 高 。

宣传片共分五部分进行拍摄，

分 别 是“ 家 庭 镜 头 ”“ 文 化 活

动”“魅力运动”“五环展示”和

“启动仪式”。一帧帧正能量的

画面、一句句从孩子嘴里喊出

来的“冬奥有我更精彩”，让宣

传片充满爱与期望，获得奥组

委青睐。

宣 传 片 拍 摄 过 后 ，文 翰 小

学继续发力，将“冬奥有我”的

理念渗透到校园每一处，开展

了一系列冬奥文化宣传活动。

如书法教师遒劲有力的“冬奥

有 我 ”作 品 、班 主 任 给 学 生 上

“冬奥”班会课、红领巾广播站

推出“冬奥我报道”栏目、创意

制 作 冬 奥 手 抄 报 比 赛 等 。 此

外，文翰小学还开展了击剑、游

泳 、足 球 、篮 球 等 系 列 竞 技 活

动，体现学校的体育教育特色，

让孩子在体育运动中践行奥林

匹克精神。

文 翰 小 学 校 长 张 启 强 表

示 ：“体育不分南方、北方 ，我

们希望让孩子有机会走进冬奥

会场，培育不同的运动爱好，培

养坚韧的品格性格。”

选拔双语小记者
将走进冬奥会场采访

据悉，开学初期，文翰小学

成立小主播兴趣组，并设置红

领巾广播站，由老师指导他们

采集筛选素材，并进行后期处

理制作，于午间时间进行播放，

以此培育有志向的小主播、小

记者等。

六年级学生刘彦坤是小主

播 兴 趣 组 的 一 员 。“ 如 果 被 选

上，我们可以走进冬奥会场采

访著名运动员，了解训练过程，

开阔眼界。”刘彦坤兴奋地说，

自己从小就很憧憬记者这个职

业，希望借此机会，将冬奥会的

信息传递给更多人知道。

接 下 来 ，文 翰 小 学 将 动 员

全校学生积极参与“冬奥小记

者国际营”的选拔，并在学校的

各类课程中，继续加强冬奥会

及冬残奥会的宣传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冬奥小记

者国际营’，选拔优秀的小记者

并进行培训，于 2022 年走进冬

奥会场采访。”张静表示，所选

拔 的 小 记 者 需 了 解 冬 奥 会 内

容，并懂得双语沟通，更重要的

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小记者

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问，传递

的思想与信息与成人不同，更

能 引 起 电 视 机 前 孩 子 们 的 共

鸣。同时也能向外展现中国青

少年的精神面貌，弘扬奥林匹

克精神。”

撰文/摄影 丁当
供稿 陈韵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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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争当“冬奥小记者”将亮相央视

“自 2006 年村里造了龙船，

村民的凝聚力就更强了，于是

我们又讨论重修拥有数百年历

史的祠堂。”历时一年多，桂城

叠南东风村的古直孔公祠终于

修缮完毕，并于 12 月 18 日上午

举行重光落成庆典。这座原本

破败不堪的古祠堂如今恢复了

昔日光彩 ，进一步凝聚村民 ，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当日上午，身穿统一大红

传统服饰的村民们纷纷来到祠

堂 前 ，共 同 见 证 重 光 仪 式 启

动。随着热闹的锣鼓声和舞狮

表演，一串长达 400 米的鞭炮

被点燃，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传

遍了整条东风村。村民纷纷走

出 家 门 ，庆 祝 这 件 村 中“ 大

事”，并到祠堂上香祈福。

当 晚 ，东 风 村 还 筵 开 180
席 ，宴请村民及海外侨胞、旅

港乡亲 ，请来粤剧艺术家、合

唱团等嘉宾献艺助兴。不少乡

亲都专门从外地赶回来参加此

次庆典，住在禅城的李阿姨就

是其中一员。李阿姨 40 多年

前就嫁到东风村，见证了这座

古直孔公祠从祠堂变成仓库再

被闲置的过程 ，“这座祠堂很

有历史，是东风村和叠滘的一

种传统文化，这次重修其实也

是在保护这种文化。”

据介绍，这座位于东风村的

“古直孔公祠”正是孔子后裔为纪

念孔公善 (古直公)而建，已有约

600年历史，是孔氏家族在岭南极

具有历史性的建筑之一。

祠堂修复筹委会成员孔令

煌 介 绍 ，2018 年 ，东 风 村 发 起

重修“古直孔公祠”的倡议后，

得到全村人民的全力支持。随

后 ，村中成立筹委会 ，得到村

民及热心人士的捐助，共筹得

60 万元资金，并于 2018 年 10 月

启动古直孔公祠的重修工作。

据东风村经联社社长李慕

兴介绍，这次重修将屋顶瓦面

几乎全部替换，将损坏的墙面

进行修复，用杉木做的柱子替

代了先前的钢柱，同时根据祠

堂原貌重新描绘了墙画，力求

还原“古直孔公祠”的历史原

貌 。“虽然我们村仅有几百户

人，但还是一起完成了这次的

修复工作 ，我内心十分激动 。

希望今后这座祠堂不但能团结

村 民 ，也 能 成 为 全 村 文 化 活

动、传承国学和儒家文化的基

地。”李慕兴表示。

撰文/摄影 黄佩雯
供稿 罗泽成

“ 今 天 ，面 对 国 旗 ，我 庄

严 宣 誓 ，我 已 长 大 成 人 ，永

远 做 祖 国 忠 诚 的 儿 女 ……”

近 日 ，美 伦 国 际 教 育 举 行 18
岁 学 生 成 人 礼 暨 迎 新 年 晚

会 活 动 。 在 逾 千 名 嘉 宾 的

见 证 下 ，学 生 面 向 国 旗 ，高

举 右 手 ，一 起 发 出 庄 严 誓

言。

美 伦 国 际 教 育 于 2017 年

9 月 正 式 开 学 ，是 桂 城 街 道

引 入 民 营 资 本 兴 办 的 佛 山

市 第 一 所 国 际 高 中 课 程 学

校 ，将 优 质 的 国 际 教 育 资 源

与 中 国 基 础 教 育 的 优 势 相

融 合 。 当 晚 ，在 美 伦 国 际 教

育 校 训 石 刻 揭 幕 仪 式 举 行

过 后 ，嘉 宾 、家 长 与 师 生 们

纷 纷 走 进 大 堂 参 加 酒 会 ，品

美 酒 、尝 美 食 ，与 亲 朋 好 友

畅谈。

成 人 礼 现 场 ，家 长 为 孩

子 送 去 鲜 花 ，他 们 相 互 拥

抱 、擦 拭 泪 水 ，现 场 气 氛 温

馨 感 人 。 70 名 学 子 携 手 跨

过“成人门”，并接受家人的

“加冠绶带”，与自己的青春

挥 手 作 别 ，也 给 自 己 过 了 一

个 别 样 的 18 岁 生 日 。 校 长

梁 瑞 娟 寄 语 ，希 望 学 生 们 能

成 为 一 个 有 大 格 局 、有 实

力、有毅力的人。

成 人 礼 结 束 后 ，美 伦 国

际 教 育 2020 新 年 晚 会 举 行 。

16 个 节 目 轮 番 上 演 ，学 生 们

带 来 精 彩 的 二 重 唱 、管 乐 五

重 奏 、舞 蹈 表 演 等 ，为 观 众

献上一场视觉与听觉相结合

的盛宴。

在 美 伦 国 际 教 育 就 读 一

年半的 18 岁学子叶苇说，自

己 从 4 岁 起 开 始 学 钢 琴 ，明

年 将 到 英 国 独 自 进 修 音 乐 。

“ 我 觉 得 成 人 礼 仪 式 感 很

足 ，它 代 表 着 我 以 后 要 学 会

靠自己，不依赖父母。”

“女儿不知不觉长大了，

参 加 成 人 礼 之 后 ，未 来 要 学

会照顾自己 。”叶苇母亲说 ，

希望孩子以后能自己作出决

定 ，更 要 拥 有 成 年 人 的 责 任

与 担 当 ，学 会 对 作 出 的 决 定

负责。

撰文/丁当
供稿 郭子诚

桂城叠南东风村古直孔公祠举行重光落成庆典

重修百年祠堂 助力乡村振兴
美伦国际教育举行 18 岁学生成人礼暨迎

新年晚会活动

学子跨过“成人门”
过别样18岁生日

文翰小学的小主播兴趣组文翰小学的小主播兴趣组。。

重光落成的古直孔公祠重光落成的古直孔公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