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染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手工染色
工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白江区至佳中
学践行特色办学方略，让扎染这门传统技艺
走进课堂，让学生在认识扎染、了解扎染、学
习扎染中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感受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

尺寸之方 彰显传统艺术之美

天地之间，尺寸之方，就能变幻出不同的
色彩和图案。如果说美是对艺术的修饰，那么
扎染就是用一片洁白之物，将大自然的缤纷
斑斓细细收藏。

至佳生活美学课堂，带领师生走进中国

“国染”古朴、独特的印染技法，走进艺术的世
界，用双手创造生活美学。

2015 年秋季，至佳中学成立扎染工作
坊，开展全校普及的扎染走进课堂教学活
动，同时成立扎染社团，近几年，学校一直坚
持扎染教学，并出版校本教材《扎染艺术》。
扎染教学，标志着至佳中学特色办学迈上新
的高度。

至佳中学利用美术课堂、美术社团，开展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课程。通过扎染课
题学习，学生不仅了解了民间扎染艺术，学会
欣赏扎染作品，体验扎染扎结、印染的乐趣，
掌握扎染的基本方法，并与学生生活实际相
结合，能用所学的扎染技艺完成生活实用品，

美化自己的生活。同时让学生感受民间艺术
魅力，培养民族自豪感。

扎染艺术 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

扎染工艺分为扎结和染色两部分。它是
通过纱、线、绳等工具，对织物进行扎、缝、缚、
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进行染色。

至佳中学将扎染艺术在传承中创新，在
创新中发扬光大。至佳扎染还走进青白江甘
泉社区、大弯社区、革新社区、石家碾社区，开
展社区党群教育扎染活动、社区亲子活动等。
成都市妇女联合会“妇女之家”扎染培训活
动，至今已经开展了 100多场社区市民扎染
实践培训活动。

至佳中学扎染课程通过宣传、展示等活
动，从学校走向社区、走向社会，吸引更多的
人关注、支持、保护和传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让更多的学生、群众了解扎染，学习扎染，
同时做好国际交流课程“熊猫走世界———扎
染”的设计与实践研究，为扎染艺术的传承与
发扬作出新的贡献。

如今，至佳中学扎染社团开展的扎染作
品义卖、扎染作品展示、扎染时装秀等系列活
动，已然成为学校特色办学的靓丽风景。尤其
是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学生们的扎染作品更
是匠心独运，大放异彩。

几年来，至佳扎染不仅成为学校特色办
学的一张靓丽名片，而且为学校赢得了诸多
荣誉。至佳扎染社团被成都市教育局评为成
都市优秀社团。学校的扎染作品参加青白江
区艺术节连续三届获得青白江区艺术节展示
一等奖。在“2018成都市非遗进校园教学成果
展”中荣获非遗传承教育“示范项目”奖及“突
出贡献单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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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鹏飞 文 /图）近
日，记者获悉，在第七次全国县级以
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中，包括绵竹
市图书馆等在内的德阳三个县级公
共图书馆获评国家“一级公共图书
馆”。

据悉，作为 2022年四川省全民
阅读“三个一百”示范工程特色阅读
空间（特色图书馆）类入选项目之一
的绵竹市图书馆，占地面积 19.3亩，
馆内藏有各类图书 10 万余册，自
2021年 10月 1日绵竹市图书馆新馆
正式开馆以来，已接待读者 20余万
人次。

绵竹以“竹纸之乡”闻名全国，绵
竹市图书馆就是以竹为魂，以纸为
形，整个建筑就像折纸艺术般充分体

现出“竹纸之乡”的地域文化特色，读
者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竹纸魂韵的秀
美。

建筑像是矗立在城市中的一件
“折纸艺术”，形态如折纸般起伏，转
折，包裹。结合遮阳因素与室内不同
部位采光需求的不同，建筑立面设置
有交替错落的竹叶形装饰构件，突出
了建筑剪影般的虚实对比，让建筑既
有折纸般的灵巧性，又有文化建筑的
厚重感。

设计特别注重内部空间文化氛
围的营造，建筑内部设有通高 4层的
共享中庭，中庭四向边界层层退台，
错动，形成倒金字塔形的共享阅览空
间，让楼层之间的视线能更好地交
融。

打造书香高新联盟
成都高新推进书香城市建设

启动 500万元实体书店扶持资金和 1000万元实体书店消费券

为大力推进全民阅读，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围，进一
步推动书香高新建设，日前，成都高
新区发布了《成都高新区实体书店扶
持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实体书店扶持办法”），启动
500万元扶持资金支持成都高新区实
体书店发展；同时宣布自元旦起发放
成都高新区 1000万元实体书店消费
券，2024年陆续建设 69家 TOP10书
屋。

打造书香高新联盟
签约多家机构

引入优质文化资源

构建书香社会，离不开优质阅读
内容供给。为引入更多优质文化资
源，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教育文
体局分别与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成都
阅读协会等相关单位签约，各方将共
同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文化产业升
级，共建书香高新。

在成都高新区，全民阅读已蔚然
成风。在成都高新区益民菜市东苑
店，市民杨女士选购了蔬菜后没有马
上离开，而是走进了菜市场内的“菜
市书屋”———“翻翻菜谱，找寻做菜灵
感”。

闹市亦有书香气，除了“菜市书
屋”这样的特色空间，成都高新区还
构建了具有高新特色的阅读服务体
系。在这里，家门口的阅读美空间触
手可及，成都高新区有 2 家全国“最
美书店”、8家成都市“最美书店”以及
9个成都市“书香社区”。成都高新区
图书馆新馆于 2023 年 6 月投运，已
接待读者近百万人次，是全省唯一单
日入馆超万人的区级图书馆。

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
重要方式，更是传承文明、提高文化
素养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推动书香
高新建设，成都高新区党群工作部发
起并组建“书香高新联盟”。据介绍，
“书香高新联盟”联合了区内优质文
化资源，联盟包括“阅读美空间”“阅
读推广大使”“阅读坊”三个方面的成
员。书香联盟成员单位间可以实现场
地联用、活动联办、平台联建、资源联
动、信息联通、品牌联创，将形成彼此
支持的区域全民阅读服务网络。

深化全民阅读
扶持实体书店

发放 1000万元消费券

为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满足群众文化消费需求，
推动书香高新建设，还发布了“实体
书店扶持办法”。本次“实体书店扶持
办法”拟匹配 500万元财政资金，支
持成都高新区实体书店做优做强，涉
及项目补贴、专项补贴和其他，其中

项目补贴包括新建实体书店、开展创
新经营、装修升级、设立城市阅读美
空间、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和租金
补贴等 6个方面。

本次补贴对象主要针对在成都
高新区依法注册设立，取得《营业执
照》，取得或备案《出版物经营许可
证》，有固定经营场所，出版物经营面
积不低于 50%，以出版物零售为主营
业务且可持续经营的书店。

此外，成都高新区 2024年将发
放 1000万元实体书店消费券，并将
陆续推出 69家 TOP10书屋。TOP10
书屋将 24小时免费提供阅读平台上
排名前十的畅销书籍，为群众带来便
利丰富的阅读文化体验。

据悉，成都高新区“实体书店消
费券”活动自元旦起启动，该活动参
与范围覆盖成都高新区内 13家“有
证有店”实体书店，使用范围涵盖实
体书店内图书、文创、餐饮等多个领
域。

TOP10 书屋基于大运会城市志
愿服务站“熊猫小站”改建，每间书屋
面积约 10平方米，是公益性的 24小
时图书自助借还点。书屋免费提供国
内知名阅读平台上各类别排名前 10
的畅销书籍，读者仅通过瀑布流扫码
注册便可直接借阅，图书类别由周围
居民每月投票选出，成都高新区图书
馆统一负责更新采买。

成都高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书屋外立面呈现熊猫
元素的创意光影效果，门口配备了座
椅供市民小憩，内部设有高新文创展
示、消费场景，通过将“成都高新”文
化标识投影至书屋外部，推动 TOP10
书屋成为“文化高新”网红 IP。

当阅读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提
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涵养，更是
城市文明。截至 2023年，成都已经拥
有超 3600家实体书店，位居全国第
一，全民阅读氛围日益浓厚，“书香成
都”已经成为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
作为成都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成都高
新区文化文产文明蓬勃向上，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成
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成都高新区年
龄 15-59 岁的人群超过全区常住人
口的 75%，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群数量位居全成都第一。“年轻态，高
学历”的人口结构，让这里的阅读文
化拥有优渥土壤，也对“书香高新”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将持续推进‘书香高新’

建设，丰富文化服务供给，营造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让
书香渗透城市肌理，浸润千家万户，
不断提高市民群众道德水准、文明
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助力世界
文化名城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该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马工枚

绵竹市图书馆获评国家
“一级公共图书馆”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双流新型产业学院入驻成都芯谷

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探索建设“没有围墙的大学”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据了解，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双流新型产
业学院的相关科研团队、科研平台、师生人
员已全面入驻成都芯谷，这是落实教育科技
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的重大举措，也是
学校教育链、人才链与地方产业链、创新链
精准衔接的有益尝试。未来，将进一步强化
校地企全面合作，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与多方共同探索建
设“无围墙的大学”，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转型
升级，为推动四川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
双流区建设中国航空经济之都和国家级临
空经济示范区贡献更多更大的成信力量。

合作共建新型产业学院，成都信息工程
大学整合了集成电路、网络空间安全、区块
链等优势资源，与双流电子信息产业精准对
接。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必将推动双方
进一步深化友谊、携手共赢。双流将一如既
往当好“服务生”，持续做好科技创新、行政
审批、人才服务等各方面保障，为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和新型产业学院发展壮大提供支

撑、保驾护航。

持续推进产教融合
打造“高校 +平台 +企业”模式

成都芯谷是双流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
策源地和重要承载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学
科专业与双流区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高度契
合。近年来，校地双方已签署 10余项合作协
议，共建了成都研究院、5G应用创新实验室、
先进集成电路与集成系统封装测试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等创新载体；联合申报并获批国家
级智能社会治理试验基地；开展了液晶平板
显示产业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项目，并将在
社区治理、智慧城市建设、区块链技术、大数
据应用等领域继续紧密合作。此次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新型产业学院入驻成都芯谷，是双
流区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推进校院地企合作
的新成果。

据了解，2021年 7月，双流区政府与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签署深化校地合作共建协议。
双方约定，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新型产业学院
落户成都芯谷，推进区域产学研融合发展。经
过 2年多的筹备，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双流新

型产业学院正式揭牌成立；集成电路产业学
院、网络空间安全产业学院、区块链产业学院
正式入驻；发布了首批入驻国家及省部级科
研平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与曙光信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 15 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
议。
“双方此次合作是推进产教融合的一大

步，通过打造‘无围墙的大学’，将大学建在园
区，让园区企业和学校科研团队深度融合，让
学生提前进入企业实习实训，推动学院科技
成果直接服务到企业，实现‘创新在高校、转
化在双流、应用在企业’的既定目标。”成都信
息工程大学双流新型产业学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园区建产业学院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目
前学校已成立双流新型产业学院管委会，负
责学院的日常管理、地方政府及园区企业的
协调对接。下一步将依托各科研团队，持续深
化与企业的合作和交流，进一步加大科技成
果和属地企业的对接与转化。

按照合作计划，双流区与成都信息工程
大学将继续联合推进招商与科研成果转移转
化———双方成立联合投资促进部，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向双流区提供有效招商引资项目信
息，双流区积极协助项目在双流区落地；双流
区积极协助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科研成果或技
术团队转移转化。

在项目科研合作和平台运行方面，根据
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将陆续推进一系列成
果落地。双方将通过“高校 +平台 +企业”合
作模式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打造集前期原创
创新和后端孵化、培育、壮大、加速于一体的
全生命周期科技转化示范区，为成都芯谷带
来创新资源和要素，促进科技成果和项目就
地转化。

□本报记者 李祥

日前，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双流新型产业学院入驻仪式在

成都市双流区举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双流新型产业学院、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交叉学科研究院、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园

芯谷园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实习实训平台揭牌成立。

扎染课堂美至佳
———成都市青白江区至佳中学特色办学成绩斐然

□谭小红本报记者康立维文 /图

至佳生活美学课堂，带领师生走进中国“国染”古朴、独特的印染技法。

在翘首以盼中，在孩子们
热情似火的呼唤中，日前，成都
市新都区桂湖小学“党恩润童
心 逐梦启新程”———“庆元旦
迎新年”暨社团成果展演火热
启动。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孩子
们沐浴着冬日的暖阳，绽放充满
期待的笑脸。活动在庄严的国
歌声中拉开帷幕，桂湖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康平上台做了节日
致辞，对 2023年的学校成果做
了全面总结，肯定了师生 2023
年的成绩，同时也对老师和孩子
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表彰优秀是本次元旦活动
的重点之一。学校领导首先上

台为获得二星章的优秀少先队
员颁章，然后对各科优秀学生
进行表彰。

本次活动的精彩节目均由
各个社团老师选送。合唱、啦啦
操、武术、表演唱、舞蹈、陶笛、
管乐、架子鼓、街舞、绳操……
节目精彩纷呈，掌声不绝于耳。

为增加节日的喜庆氛围，
学校特地为孩子们准备了惊喜
抽奖环节。班级代表们纷纷上
台抽奖，台下的后援团呐喊助
威。现场欢乐的海浪此起彼伏，
高潮一波接一波，沉甸甸的惊
喜盲盒，一个接一个抬向幸运
班级。

集体庆祝活动结束后，各

班在老师的带领下回教室进行
了分班庆祝活动。瞧，身怀绝技
的孩子们自信展示着，唱歌、跳
舞、诗朗诵都不在话下；老师们
精心设计的趣味游戏也触发着

孩子们探索参与的小星球；荣
誉奖项当然也要再来一波……
一切的一切都将元旦的仪式感
发挥到极致，复盘 2023，启航
2024！ 王垚文 /图

党恩润童心 逐梦启新程
———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小学举行“庆元旦迎新年”暨社团成果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