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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5文娱

    中国援南苏丹教育技术援助二期项目

启动仪式日前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举行。南苏
丹副总统阿卜杜勒巴吉在启动仪式上说，该

项目将为南苏丹带来中国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宝贵经验，为南苏丹制定中小学新课纲等

教育规划提供有力支持。
项目承办单位、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缪

宏才通过视频连线表达了为南苏丹教育领

域创新和现代化做出更多贡献的意愿。目
前，上教社已经为南苏丹编印部分中小学教

材，在当地开展中文教学，并计划开展教育
管理培训。

此次项目，是拥有 60多年历史的上海教
育出版社第一次参与援外工作。2011年新成

立的南苏丹，政治、经济形势尚不稳定，更有热
带恶劣气候条件以及传染病的存在，再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对援外工作都
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已经在朱巴工作 5个多月的中文教师赵
永强表示，此次项目承办方为他们配备了口

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当地教学条件比较落
后，教室是不隔温的板房，酷暑的天气里，室内

气温往往也要达到 40多摄氏度，幸好还有此

次援助项目添置的几台风扇可以用于防暑。当

地网络信号也不稳定，“每天要挑信号好一点
的时间，和家里父母、妻子通通话，报个平安。”

不过，赵永强说：“虽然条件不好，但这项工作
意义远大于辛苦，一点客观条件上的困难，不

会阻碍我们的脚步。”

令赵永强最为难忘的，是第一期学员里一
位 61岁的老教师，他也是当时班上年纪最大

的学员。由于经济条件不好，这位老人每天顶
着 40摄氏度的高温，步行来上课，来回路上就

要花费 4个小时，但他从没有迟到、早退、缺席
过一堂课。甚至有时，赵永强到教室的时候，他

已经提前在教室旁的大树下坐着等很久了。后

来，这位学员还介绍自己的老年朋友一起过来
学习中文。

据了解，近年来，在中国对南苏丹持续的
经济、医疗、教育援助下，不少的中资企业入驻

南苏丹。学中文，了解简单的中国文化，对于这
些学员在中资企业就业，提高收入、摆脱贫困，

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开展中文教学，项目还将邀请南苏丹

的校长和教师来华接受教育管理培训，让他们
把中国先进的教学技术和教育经验带回南苏

丹，惠及更多师生。
目前，项目已在南苏丹推进了大半年时间，

开设在朱巴中学内的中国语言学习中心已初步
建成并对外开放。第一期中文教学的 20名学员

已经全部毕业，第二期教学也已经展开，由于效
果显著，朱巴政府还希望在原有基础上能再增

加一个班。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新民晚报暑期中学生

足球赛这项上海历史最悠
久、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

的面向青少年的业余足球
赛事，经由上海市对口支

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与新民晚报
社牵线搭桥，今年首次飞赴 4000公

里外的新疆喀什地区，为当地怀揣

足球梦想的青少年们搭建展示自我

的平台。

办赛消息一经发布，
就得到了四县中学生们的

热烈响应，据统计，参加本
次晚报杯喀什赛区比赛的

队伍数量为初中 58支、高中 16支

（含喀什地区队伍），是除上海赛区
外，球队参赛总数最多的赛区。今年

10月，晚报杯包括上海、长三角地
区、新疆喀什地区共五个赛区的冠

军球队齐聚上海，向全国争霸赛桂
冠发起冲击。决赛前一日，赛事主办

方安排队员们参观新民晚报社，了

解这份报纸的前世今生，还前往东
方明珠并夜游黄浦江，感受了上海

的体育与文化气息。
此外，赛事公益大使海港队球

员阿布拉汗也特地前来与新疆喀什
地区的两支冠军球队进行了交流，

并鼓励大家在热爱足球的道路上继
续坚持梦想。最终，莎车县第八中学

三战全胜，以过硬的实力摘得高中
组桂冠，2003 年出生的来自莎车县

第八中学的祖尔敦 ·吐尔洪还获得
了高中组最佳球员称号。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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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社承办中国援南苏丹教育技术援助二期项目

来自上海的教育种子正在朱巴发芽

“我们一定要努力继续提高。”新疆巴楚县第三中学领队刘宝
军说。今年，作为上海市援疆前方指挥部文化润疆工作的一部分，
有着悠久历史的新民晚报暑期中学生足球赛首次走出上海，在新
疆开设赛区，点燃孩子们对足球的热情。此外，上海把京剧、昆曲带
进了西部边陲，走进了孩子们的课堂；上海和新疆的广播人合作，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大型励志体验节目《极限挑战》走进
喀什地区，开创了大型综艺节目援疆的新模式……

    不久前，在上海援疆前方指

挥部的指导和帮助下，喀什人民
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喀什也终于

摘掉了全国最后一个没有广播电

台的地级市的帽子。
喀什地处祖国西部边陲，人口近 450

万，曾是全国最后一个没有广播电台的地

级市。今年，上海对口援疆前方指挥部投入
援疆资金 360万元，并多次与上海市委宣

传部沟通协调，帮助喀什广播电台建成了
2个视频直播间、3个录播间，购置四台广

播电台调频发射机、一套共用天馈线，为了

电台筹建的硬件设备，打下坚固的基础。

上海广播电视台先后选派 5

批 14人次的内容和技术专家来
到喀什，帮助组建和培训电台人

才工作，同时，喀什广播电视台
抽调 6名电视台新闻、专题栏目

播音员和主持人，招录了 8名以播音主持

专业为主的年轻人，组成专业广播业务团
队。在上海专家的带领和指导下，带教出

了一支“带不走的广播技术团队”。
目前，喀什广播电台精心设计了

FM101.2、FM103两套频率的节目，将党

和政府的声音更快捷、有效地传播到广大
干部群众中去。

    今年 10月，在上海援疆前方

指挥部统一协调下，上海昆剧团首
次携昆曲走进新疆。此次演出历时

10天行程 1200公里，演出地点以
喀什市为中心，覆盖了上海市对口支援建

设的叶城、泽普、莎车、巴楚四个县。包括幼
儿园、小学、中学和中专的 7所学校 2800

余学生教师现场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代表之一——昆曲艺术的魅力。昆曲种

子洒在了祖国的边疆地区。

上海昆剧团为这次演出携带了两部
折子戏《游园惊梦》和《借扇》，一文一武，

相映成趣。为了更好普及昆曲，并且充分
考虑到受众的特点，上昆在开演之前做了

细致生动的导赏。在莎车县第六

双语幼儿园，演员们把小朋友们
带上台体验戏曲化妆，六个灵动

活泼的“春香”争先恐后，古灵精
怪的“孙悟空”们恨不得现场耍一套猴拳，

现场气氛空前热烈。
除了昆曲之外，上海京剧院代表团今

年 6月也来到喀什开展“京剧进校园”活
动，共吸引了千名师生参与其中。上海援

疆干部、喀什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罗震光
说：“今年我们成功引入京剧和昆曲进课

堂，明年还将引入更多的中华传统艺术文

化走进喀什中小学校。进一步做大做强
‘艺术进课堂’品牌活动。”

    在电视荧幕上，自从上

海的大型综艺节目《极限挑
战》“新疆篇”播出后，巴楚县

夏玛勒乡奇特村、白沙山沙
漠公园、红海景区等迅速进入各大平

台“旅游目的地”热搜榜。
今年夏天，大型综艺节目《极限

挑战宝藏行 ·绿水青山真宝藏》也来

到上海市对口援建的泽普县进行拍
摄，宣传推介当地人文景观、特色农

产品、旅游景点、民族美食。通过荧

幕，观众看到泽普有南疆第一

个国家 5A 级景区———泽普
金湖杨国家森林公园，并有叶

尔羌河国家湿地公园……还
有新疆的特色美食，如烤馕烤肉烤湖

鱼、抓饭拉面大盘鸡、枣子核桃巴旦
木……

观众跟着节目，一同见证和感受
了新疆生态文明与人文风情的水乳

交融，也感动于辛勤耕耘在这片土地
上可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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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开播

■ 上海昆剧团赴喀什演出

■ 新民晚报暑期中学生足球赛首次在新疆开设赛区

■ 当地中文教学第二学期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