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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国义 通讯员 严安 摄影报道）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大学生文化自信。这个暑
假，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组织学生结合暑期“三
下乡”活动，持续开展“强国有我，青年有为”非遗传习
等文化实践活动。大学生们利用自身外语优势，借助
网络等形式，持续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技艺，
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2006年，剪纸艺术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年9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7月18日，已经对剪纸艺术有了深
入了解的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学生们告诉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没想到一把剪刀一张纸竟然
可以幻化出这么精美的艺术，我们一定要用外语把它
的故事讲好。”

据悉，暑假期间，该学院组织学生深入安徽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习基地（剪纸中心），接受传统文
化的震撼洗礼。师生们通过走访参观、聆听讲解和动
手制作，对剪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一件件剪纸作品犹如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德育小

故事慢慢浸润到大家的心田，那些活灵活现的剪纸艺
术品，让大学生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增强了大家的文化自信，带动了大家保护、
传承、创新、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意识。

大学生张立婷说：“通过实践活动，我惊喜地看到
了剪纸文化的艺术表现能力与创新能力，认识到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
体。立足外语专业特点，我们当为传承、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让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国
门，让全世界都可以感受到中华传统艺术的多彩之
美。”

据了解，暑期期间，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参
与实践活动的师生们还将持续集体学习《“十四五”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法》等相关法规资料，浏览参观安徽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寻访非遗传承人，深入研习探
寻安徽非遗资源及其背后所蕴涵的非遗技艺故事、匠
人匠心故事等，发挥专业优势，当好推动中华优秀文
化走向世界的积极传播者，用外语讲好中华文化故
事。

自信起来！ 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
安徽理工大学学子用青春之声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7月19日下午，在夏日一
阵匆匆的急雨中，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来到了位
于潘集区潘集镇的东辰生态园。雨洗碧空，随处可
见白鹭自由飞翔、嬉戏觅食的身影。它们时而倚在
水边的树枝上休憩，时而掠过水面嬉戏打闹，一派
悠然自得的美好景象。

不是海边，不是滩涂，为何引来无数鹭鸟栖
息？据悉，这里是淮南东辰集团创大公司对采煤沉
陷区治理形成的湿地生态公园，规划面积3000亩，

治理前是经过30年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煤沉陷区，
土地沉降、荒草丛生、坑塘遍布。经过8年的治理，
现在已变成集湿地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为一
体的生态公园，吸引了众多白鹭来共享碧水蓝天。

白鹭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生态环境好坏的
标尺，被称为“大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鸟”。随着当
地生态环境的日益改善，成千上万只鹭鸟自然选择
在此栖息，形成了鹭岛天堂，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共
生的和谐画卷。

碧空如洗 鹭鸟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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