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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新新区区电电视视台台试试播播一一月月进进展展顺顺利利
电视人连轴转确保节目安全播出

书画社里研墨缘，校本读物诵经典
济宁学院附中高新校区获省级书法教育示范学校称号

本报济宁7月3日讯(记者

孟杰) 在济宁高新区掀起

“三次创业”热潮之际，济宁

高新区电视台于6月4日正式

开始网上试播，标志着高新

区宣传事业进入自我全面的

“有影时代”，打破了高新区

26年没有电视影像的历史，

并与区报、杂志、微信微博、

网站及网易直播平台形成了

联动矩阵，形成了全市领先

的媒体融合新高地。

试播一个月以来，济宁

高新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们

马不停蹄，跟随各部门工作

人员深入到一线，用手里的

镜头记录下高新区每一位为

高新区“三次创业”做出贡献

的面孔，充分展示了高新区

作为全市新旧动能转换引领

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和争做全

省赶超跨越、争先进位的标

杆形象。

早晨，不到8点半，在高

新区产学研基地T3楼的1 8

层，感应门不断开开停停。

“A1楼有会议”“今天进出口

超市第一天营业”……拎着

手里的摄像机，在电梯口照

面匆忙打声招呼，济宁高新

区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们便

开始了一天摄像、写稿、编

辑、剪片……的工作。

中午12点出串联单、下

午2点30出图像。新闻的新鲜

和时效性要求在下午2点前，

《高新新闻》栏目的记者们就

要将上午采访的素材剪辑成

片。送配音、编辑合成、送审，

下午6点，一档15分钟的新闻

栏目初片才能成型。等到最

终审片定稿发布，已经到了

晚上近10点，T3楼18层，依旧

灯火通明。

除了每天的《高新新闻》

栏目，两档专题栏目《高新零

距离》和《创新前沿》也同时

与观众在网上见面，《高新零

距离》聚焦民生关切 ,全面呈

现全区民生事业新发展；《创

新前沿》则聚焦科技创新 ,呈
现新动能,全面彰显全区发展

的创新活力。另一档政务公

开和监督类的自办专题栏目

《政能亮》也将于电视台上线

后与观众正式见面。专题栏

目从前期的选题、沟通、撰写

文案到现场拍摄导演，再到

后期的剪辑包装，十分钟节

目，需要专题部导播、摄像、

后期忙忙碌碌两周终能成

片。

济宁高新区电视台于

2016年底由山东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批复设立,在高新区党

工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筹

建，是继潍坊高新区之后 ,全
省第2家在国家高新区设立

的广播电视台(站)。作为高新

区的首批“电视人”，这支大

部分成员是 9 0后的年轻团

队，在面临筹备和试播阶段

的种种困难，毫不退缩，不断

摸索，通过一帧帧影像，同高

新区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

同，记录下高新区在“三次创

业”中走过的每一步，使得电

视台充分发挥了“根媒体”的

作用，为加速推进科技新城

建设、加快创建国家创新型

特色园区、全面迈进蓼河新

时代摇旗鼓劲。

将书法融入生活
让学生一展才华更自信

走进济宁学院附中高新

校区，砖红色楼宇错落有致，

葱郁绿植点缀其中。穿过学校

教学楼前的庭院，标有“墨缘

书画社”字样的3层小楼映入

眼帘，其笔墨横姿的字体遒劲

有力，尽显文人傲骨风范。

在“墨缘书画社”内，各式

书法作品悬挂于教室墙面，近
20张方形书桌邻近而设，桌面

上笔架、砚台、宣纸摆放整洁。

在经过一番研磨后，学生们开

始泼墨挥毫，一展“大师”风

采。

“楷书、行书、隶书我都

会，隶书很有趣，行书符合我

的性格。”已参加“墨缘书画

社”3年的团员王璟玥，是一名

多项书法荣誉加身的书法爱

好者。王璟玥称，自己自小学2
年级就开始学习书法，初一即

加入了书画社，从楷书到隶

书、行书的学习，都是自己主

动要求的。日常练习书法不仅

可以修身养性、提高注意力，

其硬笔书法也得到了提高，让

自己变得愈加自信起来。

“练习书法可以改变孩子

们浮躁的性格。”济宁学院附

中高新校区教务主任、书法教

师孔凡建说，在多年教学过程

中，发现很多学生因书法而发

生着改变，原来“淘气鬼”变得

主动要求学习新字体，还能专

心听讲，这让他看在眼里喜在

心中。

临摹原碑帖学字神韵
在校学生斩获多奖

“书法是中国之魂，是弘

扬 传 统 经 典 文 化 的 根 基 之

一。”济宁学院附中高新校区

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新宽介

绍，学校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将书法作为普惠性校本课程

予以开设，小学设写字课，初

中设书法课。同时，投资60万
元打造“墨缘书画社”，并面向

校内富有书法天赋的学生予

以招募、重点培养，实现书法

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在推进书法教学中，我

们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孔

凡建称，所谓“点”指，依托优

秀师资授课，学校拥有省市级

书法家协会会员多名，具备丰

富的书法教育师资力量。而

“面”则为多方位、多角度将书

法融入学生生活，每周开设一

节书法课，每天一节书法小自

习，每周一次书法兴趣小组活

动，让学生实时受到书法氛围

的熏陶，提升审美水平，提高

书写水平。

此外，针对社团的成员，

教师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在

以楷书学习为基础的前提下，

根据学生个人喜好及擅长方

面，教授多种字体，开阔学生

视野。

“传统书法课程多以现代

名家字帖临摹为主，其字体多

带有个人色彩，与古代名人字

体存在些许差异。”孔凡建说，

“天下汉碑半济宁”，采用不同

年代原碑、原帖的临摹方式授

课是济宁学院附中高新校区

一大授课特色，让学生遵循古

人笔迹，书写出更具张力的字

体，是学生能在全国各大书法

比赛中斩获多奖的重要原因

之一。

多形式弘扬传统文化
全力打造书香校园

作为坚持弘扬传统文化，

积极开展素质教育的济宁学

院附中高新校区来说，营造浓

厚学习氛围、以教师之“身”带

动学生学习、邀请书法家走进

校园与学生交流等方法，都是

推进书法教育示范学校打造

的助推器。

“除定期举行校内书法学

习汇报展外，我们还会定期举

办教师的‘三笔一画’基本功

比赛，这些都是老师写的字

帖。”济宁学院附中高新校区

副校长孔祥明顺势将面前的

一本字帖翻开，只见字体工整

犹如“篆刻”一般。孔祥明介绍

道，学生都有向师性，提升在

校教师书写功底亦十分重要，

老师上课书写好，可以在潜移

默化中带动学生学习书法的

热情。

为拓宽学生视野，学校不

仅将学生、老师的作品展出，

同时还会邀请书法协会的大

师们前来授课、交流。通过现

场书写、点评学生作品、展示

外校学生作品等环节，令学生

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据介绍，济宁学院附中

高新校区以打造书香校园为

目标，持续推进传统文化弘

扬进程，组织教师编撰全市

首个分类式《诵典启智》校本

书籍，让小学不同年级学生，

可以晨读晚诵适合相同年龄

段时期的儒家经典及其他古

诗文，丰富学生精神文化生

活。

文/图 本报记者 孔茜

近日，济宁学院附中高新校区荣获省级书法教育示范学校称号。“学校始终坚持‘秉承儒家

文化传统，树立现代教育典范’的办学思想。”济宁学院附中高新校区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新宽

称，学校在弘扬传统文化上下足了功夫，开设书法校本课程、成立“墨缘书画社”、编制《诵典启

智》校本读物等，让学生可以耳濡目染，激发学习兴趣，实现书法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学生们在认真上书法课。

各部门通力合作，确保电视台顺利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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