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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上海朵雲軒正式啟幕。曾在新疆、雲南、浙江等「一帶一路」沿線生活創作多年

的藝術家周建朋，以其細緻入微的體悟、精妙絕倫的畫筆，展現了對絲綢之路的思索。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圖捲》《八百裏甌江圖捲》《楠溪

江圖捲》等作品，亦是為黨獻禮的一次集中展出。

    此次展覽共展出了《西南絲綢之路組畫》《崑崙朝聖組畫》《新疆組畫》《五星出

東方利中國圖捲》《八百裏甌江圖捲》《楠溪江圖捲》等八十餘件力作。朵雲軒集團黨

委書記顧林凡表示，近年上海提出要建設紅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作為上海著

名的文化機構，朵雲軒在此方面，承擔着應有的社會責任。浙江溫州是人文薈萃之地，

周建朋在朵雲軒舉辦個展，不但是海派文化大融合的例證，也是長三角文化交流的註解。

    周建朋是一位學者型藝術家，畢業於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其藝術脈絡的發展與生活

體驗息息相關，同時也決定了他多元化的繪畫風格。新疆、雲南、浙江是他生活、學

習、工作的地方，也是「絲綢之路」重要的線路。為此，他敏銳地將其作為繪畫題材，進
行探索、研究與表達，

進而在世界美術發展的

框架中，尋求中國畫的

話語及空間。

    在周建朋看來，中

華民族具有着五千年文

明史，伴隨着時代的發

展、社會文明的進步源

遠流長，古絲綢之路作

為中國重要的經濟帶，

亦是一項重要的古代文

化藝術遺產，凝結了中

國最優秀的傳統文化，

也體現了中國的品質。

周建朋進行「絲路尋

蹤」系列作品的創作，

正是建立在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

基礎之上，他希望，觀

眾也能通過他的畫筆，

感受到絲路文化的榮

光，從而更加增強文化

自信。
●《西南絲綢之路組畫》(香港文匯網記者 章蘿蘭 攝）

●2021年「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活動」閉幕式暨
「天生我材必有用」港澳學生實習成果分享會
23日在線舉行。（中新社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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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實踐活動」閉幕式暨「天生我材必有

用」港澳學生實習成果分享會23日在線

舉行。今次活動為港澳大學生提供了北

京、上海、天津、廣州等七城市重要文

博機構、文旅企業的78個線上和線下實

習崗位。港澳大學生代表紛紛表示，在

實習機構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活動策

劃、翻譯、古建修復、旅遊線路規

劃、博物館宣教調研等工作，並通過一

系列參觀和「雲遊」博物館活動，對祖

國的歷史文化、文旅行業的創新發展有

了更深的認識，也為自己的就業之路打

下了良好基礎。

    在北京天文館宣傳文案崗位實習的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吳汐表示，今次實習

加深了她對內地文博行業和科普工作的

認識，同時也鍛煉了她的文案寫作、創

意策劃及系統分析能力，為未來求職提

供了方向。她期待，能有機會實地參訪更

進港澳大學生專業知識與實踐能力的協

調發展，加深他們對中華文化和祖國國

情的認知了解。活動已連續成功舉辦了

17年，每年組織近150名港澳青年大學

生赴北京、上海等地重要文博機構、文

化和旅遊企業參加工作實習和交流活

動。

多內地頂尖文博機構。多位在線上實習

的港生亦表示，希望以後能有機會親臨

實習機構，參與工作發揮所長。

    文化和旅遊部港澳台辦二級巡視員

張棟表示，今後，將更多聽取青年人對

交流活動的期待和訴求，從幫助青年成

長成才、解決實際問題的角度出發，加

強統籌與協調，優化交流方式

和內容，拓展交流合作渠道，

讓交流活動發揮更大的作用，

讓青年在交流中有更大的收

穫。

    據悉，今次活動由文化和

旅遊部港澳台辦、中華全國青

年聯合會秘書處、中央政府駐

港聯絡辦青年工作部、中央政

府駐澳門聯絡辦教育與青年工

作部、香港青年聯會、澳門基

金會共同主辦，中國文化國際

旅行社有限公司承辦，旨在促

港澳大學生內地文博機構實習　了解祖國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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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由2019年6月9日至2021年6月31

日，涉修例風波黑暴罪行共拘捕10,261

人，其中1,754人年齡在18歲以下。經民

聯主席、立法會議員盧偉國22日接受記

者訪問時表示，香港教育制度問題存在

已久，黑暴事件不單反映教育失衡，甚

至是失敗的地步，局方必須真正改革教

育流弊，讓青少年學生接受正確的國民

教育及培養正確人生觀。

    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上周四

(19日)討論增設3名首長級職位的建議。

教育局表示特區政府以培養青年人成為

有質素的公民為願景，期望他們對社會

有承擔，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

本存在問題，部分內容更有違國民教育

的目的及原意，可是局方當時回應毫不

積極，令人惱怒，經歷黑暴事件，教育

局必須痛定思痛，並應該承諾真正改革

香港教育流弊，讓學生接受正確的國民

教育、公民教育，並培養青年人的正確

人生觀。

視野，隨著教育議題愈趨複雜敏感，涉及

策略層面的領導和統籌，因此需要增加首

長級人手。盧偉國表示，過去大量青年學

生被反中亂港分子荼毒、洗腦，在社會動

亂中觸犯刑事罪行，襲警、刑事毀壞、投

擲汽油彈，甚至製造炸彈，反映教育工作

已經不單是失衡，甚至已到了失敗的地

步，最終引至2019年的局面。除了增加人

手，教育局更必須解決香港教育制度長久

以來問題。

    通識教育是全港中學生的必修課，

可是過去反對派一直處心積慮，利用通

識教材肆意篡改歷史，傳播極端思想荼

毒學生。盧偉國表示，當年教育局審評

學生課本時，他曾向局方反映通識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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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示，為將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該部組織研制了《大

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指導綱要》。針對不同學段提出國家安全教育的

主要目標，突出啟蒙和增強國家安全意識、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踐

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層次遞進要求，內容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

科技安全等13個領域。在《綱要》初中階段的國家安全教育知識要點

中提到，要了解「台獨」「藏獨」「東突」「港獨」等分裂活動構成

的威脅。另外，必須多途徑、多措施、多渠道開展國家安全教育。

    「孟子曾經說過一句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對一個國

家、一個民族來講，樹立憂患意識、底線思維，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要

求。」申繼亮表示，這是研制《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指導綱要》的

初衷。

     明確各學段育人目標

     申繼亮介紹，近年來，大中小學課程教材滲透了國家安全教育內

容，一些地方和學校積極推進國家安全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是，國家安全所涉領域在大中小學教育教學中還沒有實現全覆蓋，存

在碎片化問題，不夠全面、系統，必須加強整體設計。同時，有些地

方和學校對國家安全教育重視不夠，落實不到位，有的甚至混淆了個

人安全、校園安全與國家安全教育的關係，必須進一步明確國家安全

教育內涵以及地方、學校教育責任。

    確保有人管有人教有載體

    因此，《綱要》指出，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統領，明確大中小各

學段育人目標，整體設計學習內容，統籌實施方式途徑，強調全領

域、全學段覆蓋，結合學科特點有機融入。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主

線，將宏觀性的要求分領域闡述，遵循教育教學規律，將總體國家安

全觀核心要義具體化細化為可理解、可實施的學習內容與要求。

「《綱要》針對當前國家安全教育存在的『沒地位、不到位』等突出

問題，明確國家安全教育實施要求，確保『有人管』『有人教』『有

載體』。」申繼亮說。

    明確國安教育主要內容

    《綱要》明確了國家安全教育總體要求和國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內

容，提出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內容實現所有領域全覆蓋，包括13個

領域，即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

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安全，以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等不斷

拓展的新型領域安全。圍繞國家安全各重點領域的重要性、基本內

涵、面臨的威脅與挑戰、維護的途徑與方法等提出學習要求。

    「文件裏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學到研究生，都提出了學段要

求。」申繼亮介紹，例如小學生，首先要建立國家的概念，才可能有

國家安全的意識；到了初中，要認識到，作為個人與國家是什麼關

係，要增強國家安全的意識；到高中，就要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到

了大學，就要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

    申繼亮還提出，國家安全教育不是簡單地開個講座、開一門課就

行了，必須多途徑、多措施、多渠道。

    教育部24日舉行發布會介紹【本報訊】【本報訊】    教育部24日舉行發布會介紹【本報訊】

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中小學課程教材指

南》。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執

行院長沈湘平在會上表示，《指南》將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全面融入各學科課程教材，

明確各學段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習的基

礎要求，不單獨開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

不增加學生學習負擔。同時，突出核心思想

理念、中華人文精神、中華傳統美德三個方

面，並以此作為課程教材遴選內容的根本遵

循。

    不單設傳統文化課程

    沈湘平介紹，《指南》圍繞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進中小學課程教材「進什麼、進多

少、如何進」的問題強化頂層設計，在增強

系統性、科學性、可操作性上下功夫。

    《指南》提出要從厚植中華文化底蘊、

涵養家國情懷、增強社會關愛、提升人格修

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育人目標出

發，遴選相關素材內容和載體形式。同時，

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全面融入各學科課

程教材，明確各學段學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學習的基礎要求，並適當拓展，適量適中，

不單獨開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不增加

學生學習負擔。

    分解到中小學各學科

    另外，《指南》結合學科特點整體設

計，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課程教材的總體

要求分解到中小學各學段各學科。各學科從

自身特點出發，發揮各自優勢，彼此協同配

合，形成有機整體。共同完成「進」的任

務。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

深，中小學課程教材容量有限，選擇哪些內

容進中小學課程教材一直未有權威釐定。」

沈湘平說，《指南》主要依據兩辦《關於實

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

見》，確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題內容，

突出核心思想理念、中華人文精神、中華傳

統美德三個方面，明確每個方面的具體內

涵，以此作為課程教材遴選內容的根本遵

循，並將其貫穿於《指南》始終。

各階段教育主要目標

小學階段 ●重點圍繞建立國家概念，啟蒙國家安全意識。

●學生初步了解國家安全基本常識，感受個人生活與國家安全息息相

關，增強愛國主義情感。

初中階段 ●重點圍繞認識個人與國家關係，增強國家安全意識。

●學生初步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掌握國家安全基礎知識，理解國家安全

對個人成長的重要作用，初步樹立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

高中階段 ●重點圍繞理解人民福祉與國家關係，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

●學生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初步掌握國家安全各領域內涵及其關係，認

識國家安全對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樹立憂患意識，增強自覺維護國家安

全的使命感。

大學階段 ● ， 。重點圍繞理解中華民族命運與國家關係 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

●學生系統掌握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涵和精神實質，理解中國特色國家安全

體系，樹立國家安全底線思維，將國家安全意識轉化為自覺行動，強化責

任擔當。 來源：教育部網站

「一帶一路」主題畫展在滬揭幕

「絲路尋蹤」提升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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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了《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指導綱要》。圖為4月研制了《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指導綱要》。圖為4月
13日，山東威海學生在劉公島總體國家安全觀教育展13日，山東威海學生在劉公島總體國家安全觀教育展
館內參觀學習。                          資料圖片館內參觀學習。                          資料圖片

●為將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教育部組織
研制了《大中小學國家安全教育指導綱要》。圖為4月
13日，山東威海學生在劉公島總體國家安全觀教育展
館內參觀學習。                          資料圖片

盧偉國：改革教育流弊　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

●
早

前
�
河

北
唐

山
海

港

教
孩

子
們

剪
紙
�
資

料
圖

片

經
濟

開
發

區
的

老
師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