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昨

日，“法治思想 青春航向”南海大

学城大学生“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

教育主题知识竞赛”历经近1个月

的“长跑”，进入最后的“冲刺”，6支
高校代表队伍竞逐最高奖项，最终

来自广东东软学院的第二组选手

略胜一筹，夺得冠军。

决赛在狮山镇大学城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举行，由广东东软

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广东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南海信息技术学校6所高

校，派出初赛第一名的获奖队参

赛，每队选手3个人。

根据比赛规则，赛事共设必

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三个环

节，每个环节对应不同的分值，

答对加分，答错扣分。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

二条，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

哪方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三条，领

导全国武装力量的机关是？”在

必答题环节，各代表队选手发挥

稳定，比分呈现胶着状态。在抢

答环节，既考查了同学们的反应

速度，也检验了同学们法治知识

储备、综合应用与临场发挥能

力。

值得一提的是风险题环

节，6支参赛队伍均选择了分

值最高、难度系数最高的30分

题目，并且全部答对，将竞赛推

向高潮。

三轮赛事下来，广东东软学

院代表队以240分领先，拿下

一等奖，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

院、南海信息技术学校代表队获

得二等奖，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

区、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获得三等奖。

“我们前期准备得很充分，

在抢答环节比较有把握，抢到就

能加分。”广东东软学院参赛选

手刘青青表示，这种以赛促学的

形式很好，让她和队友通过不断

学习弥补了法治知识的不足，对

今后步入社会有很大帮助。

本次法治知识竞赛由南海

区司法局、南海区依法治区办公

室、南海区普法办公室主办，珠

江时报社承办，是南海区第五届

法治文化节的重要内容，旨在进

一步增强南海大学生法治意识，

鼓励他们参与到南海法治政府

建设中来，以青春力量，助力南

海奋力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

示范区。

珠江时报讯（记者/王方亚

摄影报道）11月29日上午，“融

合共治 家·南海”南海区第五届

新市民学生硬笔书法创作大赛

在大沥水星学校颁出各奖项，在

2.75万件书法作品中诞生975
份获奖作品。

作品开启“时光慢递”之旅
本届硬笔书法创作大赛以

“我爱（喜欢）南海”为主题，通

过书法书信相结合的方式鼓励

来自新市民家庭的学生给南海

写家书，畅谈其在南海的学习

生活。大赛共派发2.75万张

书 法 折 页 ，经 初 审 筛 选 出

2500份作品，再由专家组评

选出最终获奖作品975份，其

中特等奖25人，一等奖75人，

二等奖 125 人，三等奖 250
人，优秀奖 500人，特等奖及

一等奖获奖学生的指导老师被

评为“优秀指导老师”。大赛还

为获得三等奖以上的同学准备

了心意礼物，同学们的书信作

品将开启为期一年的“时光慢

递”之旅，2022年末同学们将

收到来自一年前自己亲手所写

的书信。

水星学校803班学生王佳

慧来自陆丰，在南海已生活了八

年，平时喜欢练书法的她这次获

得了一等奖。“一年级就有写字

课，我集中练书法大概有一年时

间。书法能锻炼毅力，提高自身

修养，但练习过程会比较枯燥，

老师教导我们要认真、坚持，我

会一直坚持下去争取更大的进

步。”王佳慧代表获奖学生发表

感言。

促进新市民融入南海
“融合共治 家·南海”新市

民学生硬笔书法创作大赛自

2017年启动，面对南海区内的

新市民子女开展，内容围绕新市

民在南海生活的感悟和收获进

行创作书写。在过往4年里，大

赛吸引区内数万名新市民学生

参与，评选出优秀作品超3000
份，以文化自信促进南海新市民

同城共融。除了硬笔书法创作，

还同时组织各学校开展“融合共

治 家·南海”主题班会、主题学

习等活动。

“通过开展新市民学生硬笔

书法创作大赛，我们感受到同学

们的朝气与活力，横竖撇捺透露

同学们共融南海的真情实感，字

里行间凝聚他们对南海文化的

理解和认同。”主办方负责人表

示，今后他们会继续创新形式，

将这项活动办成南海文化共融

的品牌活动。

当天颁奖仪式上，广东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南海区书协副秘

书长李旭东，还带来了一场题为

《翰墨飘香》的硬笔书法专题讲

座。李旭东从中国书法艺术想

象力分析了汉字象形的基本特

征，并指出学生常见的错误握笔

方式，“横竖如柱梁，竖直则字

正，但横画就不要太平了，传统

碑帖的大字横画基本都是左低

右高，这样字会更有书写的美

感。”李旭东的讲解让现场同学

频频点头。

南海大学城大学生“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教育主题知识竞赛”落幕

6所高校参与 广东东软夺冠

南海区第五届新市民学生硬笔书法创作大赛诞生975份获奖作品

学生笔墨生花 书写幸福南海

现代楚剧《大别山人》
南海开启全国巡演

珠江时报讯（记者/王方亚）

“月儿闹三更，送郎当红军。送出

大门五更整，卿卿我我的心，难舍

又难分……”11月29日晚，现代

楚剧《大别山人》在南海影剧院上

演。本次演出是该剧全国巡演的

首站，接下来将到广西柳州，湖南

长沙，湖北武汉、黄冈等地演出。

楚剧《大别山人》取材于革命

老区湖北省红安县的真实故事，讲

述的是革命战争时期，一对恋人用

生死诺言，演绎了大别山人在爱

情、亲情和友情等感情纠葛上的传

奇故事。自2005年创作首演以

来，先后荣获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

评比展演一等奖，第八届中国艺术

节观众最喜爱剧目奖，文化部第十

二届文华剧目奖、导演奖、音乐奖、

表演奖，两度获国家舞台精品工程

年度资助剧目，也是国家艺术基金

2020年传播交流推广项目与楚

剧中的红色精典剧目。

南海影剧院负责人介绍，基于

南海影剧院与湖北演艺集团之前

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次湖北省演艺

集团推荐下属单位湖北省戏曲艺

术剧院的新编楚剧《大别人山》，并

把巡演首站定在佛山市南海影剧

院。

“‘月儿闹三更’那段演唱其实

就是整剧的主题曲，曲调来自鄂东

小调，该剧作曲将其融入到整个楚

剧音乐中。”《大别人山》主演陈常

喜说，整部剧一改传统楚剧的悲

腔，将湖北各地民间小调与歌剧等

多种艺术元素融入其中，让人耳目

一新，全国各地观众也更容易接

受。

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办公室

副主任丁艳红认为，该剧之所以具

备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成为“红

色经典”，“情”字在《大别山人》演

出中发挥出最大的综合效应，编

导、表演、音乐、舞美、灯光、道具均

围绕“情”字表现，使之成为集思想

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新

楚剧”。

桂城举办中小学禁毒
反诈主题绘画作品展

童真里的色彩
绘出无毒世界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丹凤）11
月 29日至 12月 3日，“安全可

‘桂’·幸福满‘城’”桂城街道中小

学禁毒反诈主题绘画比赛优秀作

品展在桂城映月湖环宇城四楼中

环街展出，欢迎市民朋友前往欣赏

点评。

水彩、简笔、水印、点彩……一

幅幅色彩明快、质朴自然、稚趣盎

然的绘画作品凝聚着辅导老师和

选手们的智慧和心血，他们在干湿

点染中勾勒自己对禁毒、反诈、防

溺、居家安全的思考和理解。

本次活动由佛山市公安局南

海分局、桂城街道办事处主办，桂

城街道建设国际安全社区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平洲派出所、桂城街

道教育办公室协办，珠江时报社

承办。比赛自今年 9月启动以

来，主办方通过媒体等平台发动

桂城街道辖区内的中小学生参

赛，历时一个多月，共收到相关主

题作品842幅。经过专业评委的

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112幅优

秀作品，其中中学组、小学组分别

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

三等奖8名以及优秀奖40名。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

庭、影响一个学校、文明整个社

会。”桂城街道建安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选手们来自各年龄段，艺术

表现手法不尽相同，他们用童真的

视野、独特的见解、绚丽的画笔涂

写了自己眼中的禁毒、反诈、防溺、

居家安全观念，用他们天马行空的

艺术思维和审美感知呼吁大家一

起参与其中，共同营造一个平安和

谐幸福的桂城。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的意见》，佛山市与南海区相

继出台一系列细化文件，桂城由

此启动“熟人社区”创建工作。

桂城街道的“创熟”在实践

中广泛发展社团组织、楼长、自治

小组等群众队伍，织密基层组织

网络，培育和组建以7000多名

社团领袖、骨干为基础的调解团

队，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模式。

“文化推动”是桂城创建“熟

人社区”的六大途径之一。通过

培育睦邻自治的文化，桂城推动

社区居民寻找社区治理共同体，

引领辖区范围内23个城市社区

积极开展创建“熟人社区”宣讲

会项目、书香文化活动、社区学

院等文化品牌活动，定期对桂城

街道优秀义教老师、优秀义教课

程进行嘉奖。

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巨手，

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过程中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

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转化为

强大的力量。很多个夜晚，在桂城

尖东社区金域蓝湾小区，一场场别

开生面的读书会、故事会吸引了社

区小朋友，专业绘本老师的生动讲

述，激起孩子们浓厚的学习兴趣。

尖东社区注重打造书香平台，在金

域蓝湾这个新型的大型楼盘培育

社区文化，成立“孟母学堂”，目前

累计向学前儿童传授了数百个成

语故事，以文化为引领，以邻里情

为纽带，推进书香社区建设，从而

推动社区善治，让居民成为治理的

主角。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尖

东书香会”也荣获“南海区学习品

牌”奖项。

事实上，诸如读书会、故事

会这样的“邻里节”活动，在桂城

城市社区贯穿全年。据统计，截

至去年，桂城社区学院共发展了

1060名义教老师，开办了820
个课程（总课时7240小时），而

书香文化试点工作建设累计开

展了177场书香志愿服务。

创熟，让邻里更情深让治理更有效
桂城“创熟”宣讲会被评为“佛山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10年来，书香节、邻里节、

楼栋长、自治小组……随着一个

个新名词的诞生，“熟人社区”正

在改变桂城社区生态，居民因为

共同的价值守望和情感慰藉，打

开都市社会筑起的心灵藩篱，邻

里互信互助的温情画面正成为

社区生活的寻常细节。

可以说，桂城“创熟”着力于

社区治理研究和实践，挖掘最具

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核——邻

里情。针对社区居民，桂城“创

熟”坚持分享与交流，向小区居

民、物业服务公司等多方宣讲“创

熟”理念及工作手法，针对不同参

与对象，开展楼长制、巷长制、街

长制、旧楼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

造等专题宣讲，唤醒居民公共精

神和自治意识，引导居民发挥“主

人翁”精神，关心和参与小区事

务、化解矛盾纠纷，更是社区普法

教育的有效途径。截止2021年
3月，桂城创建“熟人社区”宣讲会

超过 300多场，参与人员达

11511人次；由“创熟”调解工作

室指导社区“创熟”团队策划组织

的“创熟”宣讲会超过1000场

次，参与人群超过10万人次。

面对一线社区工作骨干，通

过组织社区“创熟”宣讲会专题

培训、组建中级本土社工成立创

熟智库团、开展创熟联谊汇系列

活动等措施提升“创熟”工作人

员的专业能力，打造敢担当、勇

作为的社区专业治理队伍。

2020年，“创熟”调解工作室3
名成员成为南海区新型特色社

会动员体系讲师团成员，开始走

出桂城，到大沥、九江、里水等镇

街开展“创熟”宣讲。

接下来，桂城创建“熟人社

区”将坚持充分利用书香文化、

社区学院、新型邻里节、创熟宣

讲会等系列品牌培植社区治理

文化，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

众结合起来，以文化推动发展更

多的“创熟”同路人，共同夯实社

会治理基础。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通讯员王小姬

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模式

“创熟”宣讲会超过1000场次

2021年佛山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日前在桂城举行，现场表彰一批个人、集体和项目。其中桂城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创建“熟人社区”宣讲会被评为“佛山市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这是桂城“创熟”在今年获得的又一个有“份量”的奖项，体现了桂城“创熟”工作在社会人文教育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展示了桂城的社会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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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举办“熟人社区”小品创作大赛。图为居民登台演小品。

■ 桂城举

办社区“趣

味 ”运 动

会，拉近居

民彼此距

离。

■水星学校的学生在参观特等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