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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记者陈晨、
陈凯姿、周勉）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
旨演讲中提出，“未来将继续大幅缩减负面
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
位对外开放”。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和崛起中的农业强
国，中国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正
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从南海之滨到西北内
陆，从洞庭湖畔到秦岭脚下，越来越多的
“洋学生”正来到中国，学习分享中国现代
农业的发展成果，共同播撒希望的种子。

现代丝路上的农业交流使者

28 岁的巴基斯坦小伙金乐天的微信
名叫“老外在杨凌”，他的“朋友圈”里最多
的是他做试验时的照片。只是试验场地有
些特别：田地间、温室大棚内，或是农民收
获的玉米堆旁。

这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营养学专
业的留学生在校学习已有 5 年。为了准备
博士论文，他整日“泡”在实验室里，将从各
地采集来的秸秆样品烘干、粉碎、称重，一
笔一画记录下实验数据。

“在巴基斯坦，大家都对中国感兴趣，
我想到中国亲眼看看。”2014 年，大学毕业
的金乐天申请到中国政府奖学金，从此与
中国结缘。“巴基斯坦农民使用化肥较多，
对土壤肥力和环境都有影响。我想学习中
国的秸秆还田技术，以此调节土壤中的营
养成分。”

5 年间，金乐天从硕士读到博士，足迹
遍及黄土高原的多个试验站。“真的是在

‘学种地’，那是我们在田间做试验时戴的
草帽，”金乐天指了指实验室一角哈哈大
笑，“以后等我回国了，它们或许还能派上
用场。”

工作之余，金乐天和同学一起走访农
村，与许多农民成了朋友。“在农民家过年，
他们教我用筷子、包饺子，很有趣！”金乐天
说，每年放假回家，他的行李箱里总少不了
纸扇、国画等“中国味”浓郁的小礼物。

西农大现有 29个国家和地区的 276 名留学生，其中来自“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生源占 80%。在金乐天看来，“一带一路”倡
议让越来越多“洋学生”循着现代丝路而来，成为农业交流的使者。

在西农大水利工程专业的柬埔寨留学生李致眼中，“‘一带一
路’有种神奇的魔力。”短短几年间，学校的柬埔寨留学生从几人增
加到 19 人。最近，西安开通直飞金边的航线，“只要 4个多小时就
能到家，真是太方便了！”

近年来，杨凌累计承办国家援外培训项目 120 期，培训了 100
多个国家的 2900 余名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埃及学者米·易卜拉
欣刚刚结束为期 20 天的培训，返程之际，他难掩兴奋：“水土流失
治理、植被恢复……这些课程与我的本职工作非常契合，我要把中
国旱作农业先进技术介绍到埃及。”

到“天涯海角”“学种地”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教师朱家立的手机里，一直留着肯尼亚
学生朱迪的一段视频：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一次庆祝会上，朱
迪笑中含泪，演唱了海南民歌《请到天涯海角来》。
在许多“洋学生”眼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繁科技研究院

等农业科研机构的驻地海南，是个“取经”的好去处。
这些“洋学生”有的是本国农业部门的官员、科研人员，有的是

大学生和企业职员。到了海南，他们就成了学习香蕉组培、水果加
工和粮食作物生产的学生：近一个月的培训时间里，上课做笔记，
田间洒汗忙，理论实践都不能缺。

51 岁的玻利维亚学员胡安，转 4 次飞机、跋涉近 60个小时才
抵达海南，却成了培训班里最有激情、提问最多的学员。

“海南有一种魅力在吸引着我。”39 岁的乌干达学员欧能已是
第二次来中国“学种地”了，“第一次是长见识，第二次是学知识。我
喜欢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态度！”

将木薯嫩枝上的叶子去除，切成带芽茎段，再对其表面消
毒……在海南儋州，来自冈比亚、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学员正按
照示范做实验。乌干达学员俄宁加直言：“木薯是我们国家重要的
粮食作物，中国的木薯种植技术很神奇，此行收获远超预期。”

2014 年来海南培训的肯尼亚学员鲁西，将学到的香蕉组织培
养技术运用到自己位于肯尼亚的工厂，不但发家致富，还带动当地
人脱贫。

截至目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累计为 95个国家的 2000 多
名学员举办了 60 多期国际培训班。三亚南繁基地除了“教种地”，
还与多国明确了农业合作关系，为当地输送前沿农业技术。据统
计，南繁杂交水稻企业到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扩种水稻约 9000 万亩，一批南繁企业到海外建立科研试验
点和示范基地，让更多国家共享技术成果。

在湖南学农机的非洲小伙

“为什么我见到的农机都来自中国？”怀着这般好奇，2017 年，
农机专业本科毕业的喀麦隆小伙曼格来到湖南农业大学，攻读农
业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习了 3个月汉语，了解湖南的楚
文化后，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楚柯。

导师吴明亮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楚柯的本科毕业论文时
的担心：“论文写得不错，但和我们的学生比太浅显，而且也没有设
计图和实验数据。我有点怕他跟不上。”为此，学院曾打算为楚柯
“量身定制”一套教学计划，派专人为他全英文授课。

然而，3个月后，楚柯已可流利地使用汉语和大家交流。除了
一些术语需要用英文表述外，上课的老师已不用额外“照顾”他。
在中国读书，教学“实践性”令楚柯印象深刻。楚柯每学期都有

超过四分之一的实践课程。除了到田间学习农机操作，每隔两周，
他还要进入厂房学习如何安装、拆卸和维修农机，一待就是一整
天。有时甚至还要使用车床，现场制作某个零部件。

去年夏天，楚柯在 40 摄氏度高温的厂房里连续奋战两个月，
出色完成了一个关于油菜籽烘干机的实验课题。“我把油菜籽的破
损率从 80%降到 20%。”楚柯笑着说，“这可是我的‘得意之作’。”

来湖南学习农业的“洋学生”越来越多。从 2008 年开始招收留
学生以来，湖南农大已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美国、日本、南非、尼日
利亚等 40 多个国家的 390 余名留学生。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
隆平高科近年来也承办国家相关对外培训项目 100 多期，培训“洋
学生”逾 6000 人。

谈及未来，楚柯雄心勃勃。“我的规划很大，我希望能把在这里
学到的知识带回国，改造喀麦隆的农业。”

和楚柯一样，越来越多来中国“学种地”的“洋学生”，正在把梦
想“种”在心中。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 年，共有来自 196个国家和
地区的 49 . 22 万名留学生来华留学。其中，学习工科、管理、理科、
艺术、农学的学生数量增长明显，同比增幅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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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27 日电（记者赵鸿
宇、吴振东、吴晓颖、沈洋）22 日，司法部公布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
稿）》，旨在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教师惩戒权定
规立矩。

惩戒规则能否保障教师有效而又公平地
震慑“熊孩子”？当惩戒权碰上“校闹”，
惩戒规则能保护老师吗？当罚不罚，校、师
是否有责？学校、家庭有哪些教育“援
军”？新华社记者走访多地，听取学校、家
庭及有关部门的看法。

焦点 1 ：家长担心，能保

证同过同罚、过罚适当吗？

惩戒规则第五条（二）规定：合法合规。
（教育惩戒）应当以事先公布的规则为依
据，……程序正当、客观公正；（三）规定：过罚
适当。应当根据学生的性别、年龄、个性特点、
身心特征、认知水平、一贯表现、过错性质、悔
过态度等，选择适当的惩戒措施，实现最佳教
育效果。

有的家长对教师在惩戒时能否一视同仁
有疑虑。一些家长告诉记者，现实中常有老师
对违反纪律但成绩较好或自己较喜欢的学生
“睁一眼闭一眼”，仅点名批评。而在同样违纪
时，却对成绩一般或自己不中意的学生施以
罚站等更重惩罚，有的批评甚至涉嫌人格
侮辱。

邯郸市第三中学教育集团学生处主任吴
芷英建议，首先要尽可能详细地制定学校相

关规章制度，并将内容广泛宣讲、告知，让所
有学生、家长、教师准确了解何种惩戒事由对
应何种惩戒方式。同时，惩戒行为的处理过程
和处罚结果都应公开，将教师的处罚权置于
阳光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
为，惩戒只是迫不得已的方式，应尽可能不把
学业惩戒纳入惩戒规则中，避免教师因升学、
考试考核压力，对学习成绩暂时靠后的学生
进行额外惩戒。

焦点 2 ：老师担心 ，正当

惩戒造成损害 ，遭遇“校闹”怎
么办？

惩戒规则第十四条中规定教师正当实施
教育惩戒，因意外或者学生本人因素导致学
生身心造成损害的，学校不得据此给予教师
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

有教师向记者表示，担心正当惩戒造成
意外后，一旦遇到“校闹”，学校是否会顶不住
压力，以处分教师息事宁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观认
为，惩戒规则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对教师正当
惩戒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学校的行为进行
了约束。面对“校闹”，学校同样受到相关内容
约束，无权牺牲教师权利。另外，惩戒规则中
明确了学校应引导对教育惩戒有异议的家长
通过多种渠道申诉，这对教师而言也是一种
风险缓冲。

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认为，有些家长
将老师的惩戒视为受“欺负”，甚至觉得上学
是购买了教育服务而不是来受气的……思想
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取得社会共识，才能为教
育惩戒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此，应切实做
好宣传引导、对话沟通。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教授章
友德认为，惩戒规则采取的是“定性+列
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所有意外，只依靠
规则来保障教师合法权益仍不够完善，还
要依据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配合，完善举证、质证、裁判
等程序，使学校和教师受到一个完备法律
法规体系的保护。

焦 点 3 ： 当 罚 不 罚 ，

犯错更大 ，学校和教师该担
责吗？
放任“熊孩子”一再任性继而犯下大

错，教师和学校应承担责任吗？惩戒规则
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不少家长却十分
关心。

河北省安国市教体局基础教育股股长
安会根说，惩戒规则要求，较重以上等级惩
戒形式由集体研究决定，如果当罚不罚而
引发不利后果，学校和教师应当承担教育
和管理失职的责任。

上饶市广信区第二中学教师姜鸿洲认
为，老师教育失职的后果虽然没有在惩戒
规则里明确，但现实中的惩罚措施并不缺
乏，如降薪、降职称等，严重的甚至会被吊
销教师资格证。

吴芷英称，担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应当惩戒但受法律法规限制，因而致
使犯错学生未受惩戒的，教师或学校应无
责；应当惩戒但惩戒不当或过轻未能起到
警示教育作用，后续又造成严重后果的，教
师或学校要承担部分责任；应当惩戒但因
教师或学校主观原因没有惩戒且造成严重
后果的，是教师或学校严重失职，应该进行
严厉处罚。

焦点 4 ：家、校之外，

还有谁应共管“熊孩子”？

惩戒规则规定，教师对学生实施教育
惩戒后，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通与帮扶，注
重惩戒与教育效果的统一。学校可以根据
实际和需要，建立学生教育保护辅导工作
机制，由学校分管负责人、学生工作机构负
责人、教师以及法治副校长（辅导员）、司法
以及心理、社会工作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
辅导小组，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专门
的辅导、矫治。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构成犯罪但未
受刑事处罚的学生，学校应当依法协同、配
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管教、帮扶，并
要求家长予以配合。

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学校校长蔡国勋
告诉记者，学校对有打架斗殴、偷盗等行为
的学生教育手段有限，除了言语说教，就是
请家长，效果有限。惩戒规则应切实成为学
校、家庭和相关部门之间合作互动的纽带，
丰富教育惩戒工具包。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任廖斌认
为，惩戒规则应当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学生，
相应司法、行政机关应承担起“社会转介”、
督导管教的责任，扭转“家长管没用”“学校
不敢管”“社会管不了”的局面。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陈
王莉认为，规则从教育惩戒角度为校检
共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工作提供了
有力依据。惩戒规则可对构成犯罪但未
受刑事处罚的学生教育、矫治、改造的
方式方法进行完善，如规范工读学校管
理、激活收容教养制度、建立教育社工
住校制度等。

能同过同罚吗？遇到“校闹”怎么办？家校之外“援军”何在？

管住“熊孩子”，惩戒规则如何才能成“英雄”

新华社兰州 11 月 27 日电（记者任卫东、
白丽萍、郎兵兵）40 年筚路蓝缕，春华秋实。
近日，兰州文理学院举办“敦煌舞”教学体系
创建 40 年系列活动，通过精彩剧照、作品视
频、服装、舞美沙盘和汇报演出等，再现中国
敦煌舞艺术华光的璀璨瞬间。

缘起敦煌壁画，复活千年舞姿。慈悲的多
臂菩萨、凌空飞舞的伎乐天、威武的金刚……
史学家在敦煌壁画里找寻历史，舞蹈家在敦
煌壁画里领悟曼妙舞姿。也在这里，敦煌舞走
下壁画，舞出了第一步。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文艺领域
如同春天的大地，孕育着勃勃生机，甘肃省歌
舞剧院艺术家们多次前往敦煌学习，创作出具
有壁画风格独特流动韵律的经典舞剧《丝路花
雨》。

1979 年，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之际，《丝
路花雨》在京演出大获成功，成为当时舞台艺
术的一股新风。这也让许多舞蹈家从此爱上
敦煌，甚至将他们整个生命都献给敦煌舞教
学，培育一代代青年舞者。

85 岁高龄的高金荣曾任甘肃省艺术学
校副校长，是敦煌舞教学体系的创始人。《丝
路花雨》的成功展演让她灵感突现，随即写了
一篇舞蹈评论《丝国盛世舞婆娑——谈丝路
花雨的舞蹈创作》，从此与敦煌壁画结缘。

为了复活敦煌舞姿，高金荣长期驻扎莫
高窟，把临摹的敦煌壁画舞姿图挂满办公室，
白天仔细对比研究，晚上挑灯研读文献史料，
从舞伎的眼神、手势、体态开始，提炼出基本
舞姿形态。

敦煌壁画上的优美舞姿是静止的，而简

单的模仿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舞蹈艺术。
高金荣尝试以隋唐时期所制定的九部乐、
十部乐中具有三结合特点的《西凉乐》为基
础，吸收当地民间舞“滚灯”摆胯下沉动作、
戏曲舞蹈中的某些步法、佛教的某些手势
动作等内容，让每个动作都产生内在的
韵律。

1980 年《敦煌舞教学大纲》出炉，敦煌
舞教材的成功创编，使壁画上的优美舞姿
重新律动起来。同年，原甘肃省艺术学校招
收第一届敦煌舞班学生。1981 年，高金荣
带着这批学生远赴敦煌，表演编创完成的
舞蹈训练课程，有专家观看后激动地称赞：
“这就是敦煌舞。”敦煌舞命名由此而来。

有了学术界的肯定，敦煌舞研究步入
正轨，在教学实践中，高金荣还开创包括手

姿、手臂、单脚形态和琵琶道具组合在内的
舞姿训练课，编导了《敦煌梦幻》《极乐敦
煌》等组舞以及教学剧目《千手观音》《妙音
反弹》等，为建立敦煌舞蹈艺术奠定了基
础，“活化”了敦煌壁画。

经过 40 年的共同努力，《丝路花雨》历
代演职人员将敦煌壁画“搬上”舞台，高金
荣将敦煌舞引入课堂，敦煌舞教学和科研
体系逐渐建立并完善。敦煌舞已成为中国
古典舞流派之一，众多高校培养出 21届近
千名敦煌舞表演人才，遍布全国艺术院校
和院团。

敦煌题材产生了《大梦敦煌》《敦煌古
月》等众多作品。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
落地开花，以敦煌舞为代表的舞剧多次在
沿线国家亮相，成为沟通民心的艺术桥梁。

总 书 记 关 切 开 放 事

慈悲的多臂菩萨、凌空飞舞的伎乐天、威武的金刚……

敦煌舞：缘起敦煌壁画，复活千年舞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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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 11 月 27 日电香港特区
政府教育局 27 日表示，欢迎国家教育部公
布 2020 年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
试学生办法的具体安排（以下简称“文凭试
收生计划”）。截至目前，参与文凭试收生计
划的内地高等院校增加至 122 所，分布于
内地 22个省市区。

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说，2020 年文
凭试收生计划继续优化，参与计划的院校
比 2019 年增加了 11 所，包括北京体育大
学、北京电影学院、天津工业大学、中国民

航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
学、西安工程大学等。

发言人表示，教育局会继续与内地商
讨，让更多内地知名学府参与计划，为学生
提供更多元的升学途径和投身国家发展的
机会。文凭试收生计划将依据香港中学文
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香港学生，并免除他
们额外应考内地联招考试，减轻同学压力。

2020 年文凭试收生计划将沿用往年
报名方式，采取网上预先报名及现场确认
的形式进行。

122 所内地高校招收香港学生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记者张漫子）记者 26 日获悉，由
作家王蒙创作的 2015 年茅盾文
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这边风
景》即将进行影视化改编。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王蒙表示，文学是一
切艺术形式的“硬通货”，“我的一
些文学作品如果能用视听的方
式、舞台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它得
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是对我自己
创作的一个安慰，欢迎这种发展
的可能。”

从 1973 年开始，王蒙陆续创
作了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的一些
片段，自 1974 年正式动笔，距今
已有 40 余年。自 2013 年出版以
来，这部长篇小说受到读者欢迎，
被评为 2013 年度“中国好书”和
2014 年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奖，获得了 2015 年
的茅盾文学奖，迄今销量已近 30
万册。

不仅如此，《这边风景》还走
出国门，已经出版的有俄文版和
韩文版，正在出版中的还有土耳
其文版和阿拉伯文版。

“对于出书来说，前后印了快
30 万册，这对现在来说已经很不
错了。如果要做成一部电视剧呢？
我想可能达到 300 万人、3000 万
人，它的受众会更多。”王蒙说。

随着近年来新媒体的发展、
视听艺术的崛起以及信息碎片化
的趋势，文学阅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
击——想要了解一部文学艺术经典，过去只
能通过阅读原著，而在今天更多的人是通过
影视作品。王蒙坦言，包括他个人花在收看影
视节目上的时间也很多，因为影视更加生动，

大家看起来也更加方便。
“有人说文学即将消亡，光

看电视就行了，对此我没那么
悲观。任何事情，人都是找最简
单、最直接的东西先接受，慢慢
有了更高要求的时候，再去进
行深度解读。你不可能永远只
满足于手机，眼睛可以看，耳朵
可以听，但是只有心灵才能思
考。”王蒙说，经过一个过程，人
们总会回归到书本上来，回归
到文字中来。影视剧、舞台剧、
音乐剧等都需要文学做脚本、
做源头，所有的欣赏与理解，都
需要文字的解说，至少是传达。

然而，并非文学中所蕴含
的一切内容和内涵都能通过
“影视化”得到体现。“把文字变
成影视，里面有一个问题，有些
很具体的内容是可以做改编
的，有些抽象的部分是影视体
现不了的。你看影视版《红楼
梦》，不管它是 80 年代版，还是
后来的新版本，都不能代替你
的阅读，只有你阅读了原作才
能真正知道《红楼梦》是怎么回
事。”王蒙说。

这对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
编提出挑战。王蒙表示：“我不
是特别会安排，或者愿意去安
排一种戏剧化的情节，我所描
写的故事不以戏剧化为特色，
而在思考方面、在文字语言方
面下功夫较深——这点对于

‘影视化’来说并不是最有利
的，但对于‘更好地影视化’是
有利的。”

王蒙期待自己作品的影视
化处理能够摆脱“集数过长、剧
情拖沓、注水严重”等国产剧通
病。“现实中往往有这种情景，
一部电视剧第一集看完之后感
觉这剧太好了，我就跟我太太

说这剧一定要看。可看上一阵子，就开始来
回‘折腾’了，折腾得让你非常为难：看还是
不看呢？搞得我很痛苦。后来只好在自我假
设为‘白痴’的心境下看完电视剧……希望
我们的改编千万别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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