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插秧

武术进校园试点是国家体育总局武

术运动管理中心深化体教融合、引领学

校体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全国第三

批武术进校园试点区域包括天津、江西、

新疆、浙江、内蒙古，试点工作时间至

2025年12月底，试点项目含长拳、南拳、

太极拳和地方特色拳种。

瑞安武术历史悠久，是温州南拳的

重要发展地之一，具有深厚的群众基

础。近年来，我市大力推广“武术进校

园”活动，将中华武术作为立德树人、强

健体魄的重要载体，扩大武术在年轻一

代中的接触面，使武术传承不再局限在

武术学校内。目前，我市共有16所教育

机构加盟温州学校武术联合会，涵盖中

小学、幼儿园，参与武术操大课间活动的

有8000人左右，学生长期从事武术训练

人数达500人左右。

市业余体校是温州学校武术联合会

瑞安分联盟牵头单位。该校武术教练万

海光介绍，“武术进校园”活动在青少年

中培养了良好的武术基础，发掘了一批

武术苗子，为上级武术队输送了众多高

手，吴佳凝、方子健、张耀文等世界武术

冠军正是从瑞安走出去的。

“国家体育总局将在试点学校中组

织开展师资培训、学生训练、赛事交流展

演等活动，鼓励试点学校参加全国青少

年武术赛事活动。我们也将以此为契

机，加大‘武术进校园’活动推广力度，加

强校际交流协作，让青少年在武术运动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也为瑞安武术发

展提供更多青年人才。”万海光说。

瑞祥实验学校：
武术操“点燃”校园大课间

大课间铃声敲响，伴随着铿锵有力

的音乐声，瑞祥实验学校小学部2100多

名学生化身为“武林高手”，并步抱拳、马

步下切……一招一式整齐划一、刚劲有

力。

将武术操融入大课间，源于2018年

的一次全市校园大课间评比。如何让课

间操更有特色？校方想到了自幼习武的

体育老师林长静，希望他编排一套适合

小学生的武术操。

林长静反复思索，花了3个星期，将

武术的基本动作和学生生长发育特点相

结合，编创了一套时长5分钟的武术操。

他说：“这套武术操包含了弓步、马步等

步型，以及拳、掌、勾等手型，动作从易到

难、循序渐进，适合小学生练习。”

凭借这套武术操及皮筋舞，该校在

大课间评比中获得佳绩，武术操也顺理

成章地成为大课间的固定项目。

巧的是，该校校长彭希者读大学时，

学的就是武术专业。来到瑞祥实验学校

后，他成了武术操“总教头”，经常到操场

上查看学生的练习情况。

他说，下一步准备将武术纳入初中

部的拓展课，争取让每个学生会打一套

拳，做到以武健身、以武育德，让学生在

一招一式中感受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

陶山镇中心小学：
打造乡村武术特色学校

走进陶山镇中心小学，操场上的学

生列队做武术操，时而握拳劈掌，时而推

掌弹踢，一招一式活力满满，虎虎生风。

在这所学校，每个学生都会打一套武术

操，而校园武术队的50多名成员则是刀

枪棍棒样样会使。

据校长池仁松介绍，2020年该校开

始实施“武术进校园”项目，将南拳、太极

拳的一些基础招式编入“武动少年”武术

操，作为大课间活动之一，还组建了一支

50多人的校园武术队，鼓励有兴趣的学

生积极参与，努力创办武术特色学校。

该校体育老师兼教练金雄展毕业于

浙江大学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2020年入职陶山镇中心小学后，他不仅

接下了编排武术操的任务，还承担了组

建武术队的担子。

武术队招生吸引了大批学生报名，

金雄展通过层层挑选，留下50多名学

生。他说：“大多数学生此前没有正式接

触武术，基本功比较差，但他们兴趣很

浓，练得十分起劲，再苦再累也没有轻易

放弃。”看着学生的这股劲头，他教得格

外认真，从基本手型、步法，到招式连贯

组合，都亲自悉心指导。

近年来，该校武术队屡屡在各级比

赛舞台上崭露头角，荣获温州市中小学

生武术“百校万人”集体操展演一等奖、

瑞安市中小学生体育节武术套路比赛团

体第三名等成绩，多次受邀参加市、镇各

项活动展演。

瑞安市实验小学：
特色太极丰富课间生活

走进瑞安市实验小学，2000多名小

学生在课间踏着音乐节拍打着太极拳，

时而沉静舒缓，时而动作迅猛，一招一式

动静有序、刚柔相济，场面实在壮观。太

极拳教学已成为该校的一项特色教学项

目。

据介绍，2020年该校开设《少儿太

极》拓展课程，培养特长学生。2021年，

学校规划向全体学生推广太极拳，该校

教师李运祥带领体育组教师共同研讨创

编《少儿太极十三式》并开展教学。这套

动作主要取材自传统陈氏太极拳老架一

路和二路，既训练青少年体能，又彰显太

极拳的刚柔并济。目前，该校两个校区

的学生在大课间练习太极拳，在体育课

学习太极拳，还有的学生被选入武术班

强化练习。

六年级（4）班的陈诗涵刚开始并不

愿意加入武术班学习太极拳，感觉太极

拳动作慢吞吞的，不适合小学生练习。

不过练了一段时间，她觉得太极拳慢中

有快、刚柔并济，“学习累了我就练一会

儿太极拳，让心静下来”。她说，如今坚

持练习太极拳已经3年了，感觉很不错。

近年来，该校积极推广太极拳运动，

参加多项武术比赛，并荣获温州市武术

比赛团体第二名等称号，还与来自意大

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家的华裔青少年进

行武术交流，一起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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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体教融合 引领学校体育改革

我市3所学校入选
“武术进校园”全国试点

■记者 金汝 潘鹏程 王晓阳

日前，温州市公布50所入选第三批全国武术进校园试点学校，瑞安市瑞祥实验学校、陶山镇中心小学、瑞

安市实验小学上榜。据悉，上榜学校将由国家体育总局挂牌，可以直接参加国家级青少年武术比赛、教学、培

训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峥 特约记者 方孔

德）春潮涌动催人进，农机轰鸣春耕忙！

连日来，在我市天井垟粮食功能区，插秧

机在田间忙碌地插秧，植保无人机在空

中进行飞播作业，农民抢抓晴好天气，紧

锣密鼓地开展早稻插秧作业，绘就出一

幅繁忙有序、充满生机的春日农耕画卷。

在瑞安市源田家庭农场，工作人员

正将50多公斤的水稻种子缓缓倒入无

人机的白色播撒箱里。“农二代”、瑞安市

源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项贤治熟练地操作

着遥控器，下达起飞指令，无人机平稳升

空，按照预设航线在水稻田上空来回穿

梭，将水稻种子均匀地播撒在田里。

短短10多分钟，一架无人机就完成

了十几亩的早稻飞播作业。“我们农场去

年一口气购置了四架无人机。现在无人

机更新换代比较快，新机型的作业效率

比旧机型要高很多，载重量更大、飞播效

率也更快。”项贤治说。

据了解，源田家庭农场今年承包种

植 3000多亩农田，其中种植早稻 2600

多亩，此外，农场还帮助周边农民进行早

稻插秧和飞播作业。为此，项贤治早早

就购买了120多吨化肥，并精选了2万多

公斤优质稻种“甬籼15”，充分做好春耕

准备。

项贤治告诉记者，采用无人机直播，

不仅节省了水稻育秧、搬运和移栽等繁

琐工序，还大幅度减轻了水稻栽培环节

的生产劳动强度，提高了水稻播种效率，

缩短了早稻育期。“旋耕机、插秧机、水稻

播种机、无人机我们都配备齐全了，整个

水稻种植流程完全实现机械化。”项贤治

说。

在田间地头，种粮大户、瑞安市康园

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兆楷也开始了

早稻插秧作业。四台高速插秧机在田间

来回穿梭，一排排鲜嫩的秧苗被精准、整

齐地插到田中，随风摇曳的秧苗宛如绿

色的音符在田野上跳跃。

黄兆楷告诉记者，今年该合作社承

包种植了1600多亩早稻，加上为周边农

民提供植保服务，需要承担2000多亩的

早稻插秧作业任务。“去年早稻收购价是

每50公斤130元，今年预计会达到每50

公斤131元，加上政府给予种粮大户每

50公斤30元的补贴，今年每50公斤稻

谷的总价能达到161元，这对我们农民

来说，真是一粒定心丸。”黄兆楷说。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

高度重视农业“机械换人”工作，为了提

高机械化率，农民购买植保无人机最高

每台可获得补助14400元。目前，我市

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超100台，实现早稻

无人机飞播超20%，节省人工成本60%

以上。2024年，我市水稻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93.5%，机插率达73.89%，带动

亩均增产10%以上。今年，全市预计种

植早稻9万多亩，其中天井垟粮食功能区

达3万亩。眼下，不仅是天井垟粮食功能

区，陶山、桐浦、塘下等地的插秧和飞播

作业也都在陆续展开，一幅幅生动的田

园交响乐正在一片片希望的田野上奏

响。

武术进校园

万象“耕”新绘“丰”景

瑞安9万亩早稻插秧正当时

扫一扫，看视频

无人机飞播作业

小学生演练武术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