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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佳奇 吴
勇）一本可以扫码看视频的国画教

材，眼下获得老人热捧。昨天，记

者看到了这本神奇的国画教材书。

此前，在学校一楼大厅，《浙江

老年大学系列教材：书画卷之梅兰

竹菊技法教程》新书首发式暨“浙

江老年大学系列教材”第二册签约

仪式举行，并向浙江老年大学政苑

分校、大清谷分校、朗和教学点、省

中医药大学教学点赠送书籍。

作为浙江老年大学第一本自

主研发并正规出版发行的国画教

材，该书由浙江老年大学组编，中

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

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韩璐编著，浙江省新华书店

协力推进，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

辑出版。

这本主题鲜明的教材不仅有

详细的技法讲解，深人浅出的理论

指导，还对绘画工具、学习方法、学

习计划进行介绍，附有一些创作参

考图例和诗词题跋，非常全面，是

老年朋友学习书画的良师益友。

那么，这套教材诞生的背后有着怎

样的故事，如何真正用起来？

浙江老年大学办公室主任石

全红介绍，为了适应云上老年大学

和浙江老年教育联盟发展的需要，

计 划 编 写 浙 江 老 年 大 学 系 列 教

材。

从策划选题到正式出版，历时

3 年，数易其稿。浙江老年大学、中

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

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领导、

专家多次对教材的内容、装帧设计

进行协商、把关，保证了教材的高

质量。

怎样才是这本教材的正确打

开方式？韩璐介绍，该书利用数字

化技术，在绘画技法教学方面配有

相应的视频课程，学员打开手机扫

码，即可观看亲笔示范，聆听详细

讲解。

“希望老年大学的学员通过学

习这本教材，爱上梅兰竹菊，爱上

绘画，让晚年的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韩璐如是说。

梅兰竹菊怎么画

浙江老年大学首部国画教材面世

本报讯（通讯员 陈周文）近

日，温州市“聚爱圆梦·特长生帮扶

项目”启动仪式在温州体育运动学

校举行，来自全市各地共 100 名特

长生获得专项资助。

活动现场，温州市关心下一代

基金会和温州市人民教育基金会

签署合作协议书，计划按照长期定

向培养和全程筛选补入相结合的

方式，未来 5 年累计投入 500 万元，

资助在体育、音乐、美术、表演、瓯

塑、瓯绣、木雕等方面表现优异的

100名特长生。

温州：
500万元助成长

本报讯（记者 徐小翔 通讯
员 陈瀛）近日，浙江省中医药特色

技术医疗中心在浙江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正式揭牌启用。

现场，国医大师葛琳仪领衔的

专家团队为市民义诊。第七批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刘剑锋通过特色手诊

技术，精准诊断疾患，为患者开出

了第一张方子。这是中医特色技

术的魅力所在，从手的颜色、形态

等可以读出很多健康秘密，从而综

合判断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院长林咸明表示，浙江省中医药

特色技术医疗中心的成立，是贯彻

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决策部署的具体行

动，也是加快中医药特色技术传承

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

中心将推出“杏林寻宝”计划，

重点开展中医特色技术，民间活态

传承技术，方药的挖掘、研究与推

广，建设专家工作室，开展特色技

术政策研究等工作，不断提升中医

药诊疗水平和临床优势。

在国医大师葛琳仪看来，如果

没有传承，很多中医特色技术会慢

慢随着时间消逝，通过各种形式的

师承人才培养，把这些特色技术、

学术经验传承好，继续发挥作用，

能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首家 在杭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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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傅绍兵）为引

导学生珍爱生命，培养健全人格，

近日，杭州市淳安县关工委组织医

疗专家赴千岛湖初中，开展男生专

场身心健康教育讲座。

县关工委科技团讲师、主任医

师蔡茂华结合男生青春期发育特

点和常见认知误区，开展生理健康

教育讲座，让同学们对身体健康建

设有更清晰的认识。

县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

何丽娟从青春期的烦恼、健康心理

的标准和增进心理健康等方面进

行讲解，引导同学们用感恩之心处

理好各类人际关系。

淳安：
健康教育进初中

本报讯（通讯员 孙如琰）日

前，宁波市鄞州区全面启动“牢记

湾底嘱托 践行八八战略”系列活

动，聚力“以学促研、以研促践”，引

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建言献策。

该区在线上利用学习强国平

台、支部工作交流群开展个人自

学；在线下采用送学到支部、“银

辉”微讲堂等形式，引导老干部在

学习中打开新视野、树立新观念。

目前，该区共征集“蝶变·微故

事”10 余个，老干部们从生态文明

建设、红色根脉传承、城市高速发

展、产业优势转型、城乡一体化建

设等多个角度，畅谈鄞州蝶变。

鄞州：
银辉聚力“学研践”

本报讯（记者 夏凌 通讯员
郑红华）“我 15 岁当兵，随部队辗转

了大半个中国，徒步 1 年零 9 个月

进军西藏，在那里一待就是 40 年

⋯⋯”红色背景板映衬下，92 岁的

军休干部袁修蓉目光炯炯、精神矍

铄，讲述从军的岁月。

昨天，在杭州下沙某部驻训基

地，400 余名官兵整齐列坐，被老兵

奉献青春、坚守初心使命的精神所

感动。为激发部队官兵铭记历史、

尊崇老兵的爱国主义情怀，杭州市

萧山区军休中心“红色育苗讲师

团”走进驻训部队，为官兵带来一

场“传红色精神 话青春担当”主题

宣讲。

另一边，萧山区城厢街道俊良

社区里，也在进行一场“忆百年峥

嵘铭初心、传红色基因担使命”的

党史宣讲。

80 多岁的周万成退休前曾是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高级研究员，多

年钟爱收藏革命文物，如井岗山银

币、红星章等。他在收藏中研究文

物背后的历史故事，通过反复查阅

资料、向专业人员求教，积累起深

厚的历史知识。这次宣讲，为将党

史讲得更真实、更生动、更有感染

力，这位老军人孜孜不倦学习新技

能，多次修改课件，还用手机手写

功能录入6000余字讲稿。

周万成表示：“党史宣讲怎样才

算有效果，就是别人听了你的课，

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要有需

要，我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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