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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洲

3月9日上午，2025大理乡愁马拉
松年度接力赛（巍山站）开跑，1500 名
跑者沿着青石板赛道穿越千年古城，
用奔跑的方式感受巍山独特的历史文
化与市井烟火。

上午 8 时 30 分，比赛鸣枪起跑，7
公里欢乐跑和 3公里亲子跑两个组别
选手间隔 5分钟依次出发。选手们穿
梭在星拱楼、拱辰楼、文华书院等巍山
古城核心区域，沉浸式体验“轻量级文
化漫游”乐趣。

“我平时常常和家人、朋友去古城

喝茶、逛街，但在这里跑步还是第一
次。”陈永梅是一名教师，每周一至周
五在学校和学生一起晨跑，周末则会
将训练量增加到 5 公里，虽然热爱跑
步，但参加正式赛事还是第一次，“以往
在巍山举办的比赛，我都错过了，很高
兴这次能赶上。比赛很有仪式感，和这
么多人一起跑步非常兴奋。”

来自南涧的杨建能和儿子杨麒上
午 7 时从家里出发，驱车赶往巍山。

“他平时在学校都是短跑，这是他人生
第一次跑这么长的距离，很开心他能
坚持下来。”

用婴儿车推着仅 6 个月大的女儿

完成 3 公里亲子跑的马壮和夫妇，格
外引人注目，“孩子爸爸平时就喜欢跑
步，常常跑半马，这个周末刚好赶上
巍山小吃节，就一道来参赛了。”

3 月 1 日至 9 日，正值第十二届
巍山小吃节，此番以赛事为媒，以小吃
为载体，将体育竞技与美食文化深度
融合，堪称文体旅联动的成功实践。
此次赛事的举办，再次把巍山的“南诏
古都、彝祖故里、道教圣地、鸟道雄关、
红河之源、和谐回村”六张名片呈现在
大众面前，对持续推介南诏历史文化，
彰显巍蒙山水旅游资源意义重大。

据悉，本次赛事由大理州教育体

育局、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巍山
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巍山
站的比赛是2025大理乡愁马拉松年度
接力赛的第三站，首站在南涧无量山
樱花谷举行，随后，赛事转到宾川，此
番巍山接过赛事接力棒，吸引了大理
州十二个县市的跑团、全省各地跑步
爱好者及游客 1500 人参与，重新体验

“文献名邦”的魅力。接下来，赛事接
力棒将依次被交到大理州各县市，邀
请各位跑者朋友们与2025大理乡愁马
拉松年度接力赛一道，“跟着赛事去旅
行”，共同领略大理的全域自然风光与
人文风情。

2025大理乡愁马拉松年度接力赛（巍山站）开跑

穿梭古城感受历史文化与市井烟火

□ 通讯员 杨宋 王楠
鞠强 文／图

3月9日，雾本桃源“一路繁花”健
步走活动在弥渡县苴力镇雾本村举
办。300 多人齐聚桃花盛开的雾本
村，参加健步走活动，欣赏桃花美景。

上午 9 时 30 分，随着一声清脆的
发令枪响，大家从雾本村的桃花潭出
发，沿着养蜂人家、龙树林等最佳赏花
路线，开始全长 2.5 公里的健步之旅。
一路上，桃花如粉色云霞般簇拥在道
路两旁。大家身姿轻盈，步伐矫健，穿
行在嫣红的桃花林间，脸上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在鸟语花香中谈笑风生，欣
赏着如诗如画的美景，呼吸着清新的
空气，感受着春天的蓬勃生机。许多
人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春日的美好
瞬间，还有人停下脚步，与烂漫桃花合

影留念。
大家在欢声笑语中陆续到达终

点，收获了健康与快乐。“在参加健步
走的过程中，我看到周围全是桃花，
景色非常美丽。”参赛选手字建涛收
获满满，满脸笑容，“我平时热爱健步
走活动，今天荣获第一名，感到非常
高兴。”

此次活动以“来大理爱上弥渡——
小河淌水·雾本桃源”为主题，提高了
雾本村桃花美景的知名度，吸引了更
多游客休闲旅游观光，助力乡村振
兴。“苴力镇举办健步走活动，旨在提
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倡导群众养成积
极健康的生活习惯，同时邀请更多的
人来雾本村共同漫步赏景，让更多人
知道雾本村的桃花美景，促进乡村旅
游发展。”弥渡县苴力镇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李俊杰介绍。

300多人健步雾本桃源赏美景

◀ 3月9日，参赛选手们穿行在嫣红的桃花林间。

背景信息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
代表，也是金末元初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他才华横溢，
富豪侠之气，又逢乱世、饱经忧患，所以其诗苍凉沉郁、悲壮
雄健，多感伤时事之作。这首《薛明府去思口号》是元好问在
读到唐朝廉吏薛去思的事迹时，写下的一首绝句。全诗用词
质朴，但意蕴深远，引人深思。当时的封建官场要保持自己
的气节操守，做到两袖清风、一心为民绝非易事，于是作者发
出了“公廉第一难”的感叹，但他心中仍相信只要坚守住“清
正廉洁”信念，就一定还会有像薛去思一样的清官、好官。

有才能的官吏经常能见到，但要做
公正廉洁的清官却是非常的困难。相
信有薛去思这样的清官作为榜样，就一
定还会有清廉正直、名留青史的好官吏。

释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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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欣蕊） 3月7日，
“苍洱墨香”书法人才培养公益研修班在
祥云县麒麟书院开班。

据悉，本次研修班为公益性质，不收
取培训费、教学场地费、师资费等，上课
所需墨汁、练习纸、砚、毛毡等学习用品
均由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文化名
家王嘉勇书法工作室免费提供，学习期
间还有1至2次与国内知名书法家、作家
诗人面对面交流互动的机会，参训学员
优秀作品至少有 1 至 2 次网展机会。培
训时间每期三个月，首期从 2025 年 3 月
至6月。

参加本次研修班的41名学员，来自
宾川、弥渡、祥云等地，均为中小学教师、
机关事业单位书法爱好者，有的还是省、
州级书法家协会会员。参训学员按照规
定完成全部培训课程后，将由云南省“兴

滇英才支持计划”文化名家王嘉勇书法
工作室和祥云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

“结业证书”。
据悉，《“苍洱墨香”书法人才培养行

动计划》是中共云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2022年云南省“兴滇英才支
持计划”文化名家入选支持项目。该研
修班由云南省“兴滇英才支持计划”文化
名家王嘉勇书法工作室、祥云县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主办，麒麟书院承办，“祥云
文艺”抖音号、“祥云文化”微信公众号、
中诗网西南交流中心、藏诗阁文艺家驿
站进行媒体支持。为加大文化艺术的交
流互鉴，“兴滇英才支持计划”文化名家
王嘉勇书法工作室、麒麟书院还特聘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新新诗”写作倡导者、
中诗网西南交流中心主任郁东为文学顾
问，探索书法与诗歌的精彩演绎路径。

“苍洱墨香”书法人才培养
公益研修班（祥云站）开班

3月11日，永平县龙街镇中心完小党支部组织学生开展“护绿壮苗，美化校园”
活动。

当日，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拿着盆、提着小桶，扛着锄头纷纷来到各班管理的
绿化区域进行护树增绿壮苗劳动，用绿色装点、美化校园。

［通讯员 张品良 摄］

3月7日，弥渡县花灯剧团在大庄村大王庙庙会活动上进行文化惠民演出。
当日，正值农历二月初八，弥渡县寅街镇瓦哲村“二月八传统踏歌会”和大庄村

大王庙庙会活动如期举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感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独特的
民族风情。近年来，寅街镇积极探索“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为乡村发展和文旅融
合注入了新活力。

［通讯员 赵琦琪 摄］

3月7日，云龙县漕涧镇举行“二八”澡潭会民族歌舞展演。
近年来，云龙县注重对民族传统特色歌舞的挖掘和整理，把深受群众喜爱的“原

生态”歌舞推上了舞台，展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交流。
［通讯员 左荣彪 摄］

□ 记者 朱蕾 谢凡

每天，伴随着第一节课的下课铃
声，大理州实验小学的校园开始沸腾
起来。跑道上，跟着“一二三四、一二
三四……”的口号声，师生们踩着节奏
匀速列队跑操；操场上，和着轻快的音
乐伴奏，学生们踏着轻盈的步伐，跳起
民族舞蹈；教室里，随着有趣又解压的
室内韵律操，师生舒展身体，唤醒活力。

自《云南省中小学生壮苗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印发以来，大理州教
育体育局迅速部署并推动“壮苗行动”

在各校落地，助力学生体质健康全面提
升。2025年新学期开始，大理州实验小
学针对校园场地有限、学生基数大的
现状，创造性推行“高低段错峰+室内外
联动”模式，以“跑操+做操、眼保健操+
室内韵律操”相结合的方式，对“大课
间”体育活动进行了全面改革，进一步
丰富活动形式，既破除了空间的限制，
又实现了全员参与、个性化发展，有效
提升了大课间体育活动质量，增强了学
生的体质。老师们也与学生一起奔跑
运动，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从课间
活动的管理者转变为课间活动的共同

参与者。
大理州实验小学副校长罗娇介绍

说：“目前，学校严格落实15分钟课间休
息，每天设置了两次‘大课间’活动时
段，充分保障学生有充足的课间活动时
间。同时，在课后服务期间，开设体育
活动课和体育社团活动，真正实现了把
时间还给孩子，让运动融入日常。”

“课间休息时间从 10 分钟增加到
15 分钟，这不仅仅是对休息时间的增
加，更是对活动空间的扩容。”大理州实
验小学172班学生杭孝菁说，“以前课间
休息时间短，同学们只能在教室或者走

廊上稍作走动，现在大家可以在操场上
尽情地嬉戏奔跑，和同学们一起跳绳、
打篮球，再也不用担心游戏才刚刚开
始，预备铃就响了。在嬉戏玩耍中，不
仅能放松身心，学习效率也提高了，同
学之间的相处更融洽了。”

罗娇表示，下一步学校将继续认真
贯彻落实《云南省中小学生壮苗行动方
案（2025—2027年）》，进一步优化“大课
间”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不断丰富体育
活动课和体育社团的相关活动，真正让
学生在阳光下奔跑，在自然中成长，培
育出更多健康向上的“壮苗”。

州实验小学创新“大课间”体育活动 让学生“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