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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以色列》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让这
份芬芳弥漫在每个小家庭， 也润
物细无声地弥漫在社区的大家庭
中， 唯有这样才能体会到幸福的
滋味。 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追寻
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结束一段
娓娓道来的演讲， 苏星迎来了台
下观众一阵热烈的掌声， 她自信
地站在舞台中间， 举止得体， 礼
貌谢幕。

31岁的苏星是密云果园街道
学府花园社区的女工主任， 两年
多的社区工作， 让这个性格内向
的女孩变得自信、 干练。 “参与
演讲活动 ， 帮我了很大的忙 。”
苏星说， “看着现在的我， 你可
能想象不到， 我以前曾是一个跟
领导说话都会紧张的人。”

说起演讲给自己带来的变
化， 苏星变得滔滔不绝。 “第一
次上台演讲就是硬着头皮上的 ，
提前半个多月就开始做准备， 生
怕自己站在舞台上出丑。” 苏星
告诉记者， 演讲比赛活动在密云
果园街道非常普遍， 街道和社区
经常会组织读书演讲活动， 每次
比赛前， 她都会尽可能多收集素
材， 不断完善修改演讲稿， 然后
反复在家对着镜子练习。

为了消除自己在演讲中的紧
张情绪， 苏星尝试了很多方式，
但慢慢地， 她发现， 只要站在舞
台上的次数多了， 准备做得充足
了 ， 紧张情绪就会随之减弱 。
“心理压力都是自己制造的， 只
要慢慢克服 ， 就会越做越好 。”

越来越自信的苏星发现， 爱上演
讲后的她， 不仅表达能力越来越
强， 也越来越善于观察生活， 懂
得积累和收集素材。

“因为每次的演讲稿都要自
己撰写， 写作素材也都是身边的
人和事， 所以我开始尝试观察身
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 苏星说 ，
她有一个小本子， 里面记录了很

多故事， 既有发生在社区当中的
日常工作， 也有关于自己的亲子
互动故事， 甚至在同事那里学到
的一点好的工作方式和技巧， 她
都悄悄记录在小本子上。

“养成收集和细心的习惯 ，
让我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都十分
受用。” 苏星说， 在撰写演讲稿
的时候， 这些小故事就成为她最

宝贵的财富， 她很乐意通过演讲
的方式与大家分享。 当然， 在别
人的故事里， 苏星也反省自己的
工作和生活。 “在一次婚姻家庭
辅导观摩活动中， 我在离婚登记
处见证了心理服务志愿者用专业
知识， 化解当事人心中的无限苦
闷。” 苏星由此举一反三， “如
果将学到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基
层妇联工作中， 要用心用爱把居
民当亲人， 运用接纳同理和助人
的方法， 就能在矛盾萌芽时将其
化解， 降低离婚率， 促进家庭稳
定和谐”。

苏星把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写
进了演讲稿， 在演讲过程中， 很
多有跟她同样想法的社区干部便
开始尝试这样的工作方式。 得到
大家的认可 ， 苏星心里美滋滋
的， 她把这份温暖和感动不仅留
在舞台上， 更运用到了社区工作
当中。 “现如今的我，已经成为备
受社区居民欢迎的社区干部了。 ”
苏星笑容灿烂，她说，自己的成长
离不开演讲的磨练， 因为演讲不
止打造了她的好口才。

《为什么是以色列》 将政治
争端、 文化冲突和普通人的伦理
困境交织在一起， 还原出一个三
维立体的犹太民族国家。 或许很
多人不曾亲临哭墙， 聆听犹太人
的祷告， 但本书将犹太历史文化
的冰山一角展现在读者面前： 精
彩纷呈， 充满挑战。

为何以色列总是与悲伤相
伴 ？ 犹太人的日常生活如何 ？
每章开设专栏 “以色列面孔” 讲
述以色列青年的日常生活； “进
一步了解” 探讨文化背后的学术
意义； “你可知道” 介绍以色列
各界知名人物； “直击史料” 指
向与犹太人有关的历史时刻。 读
过本书， 你会得到一张属于自己
的以色列全景图。

通过本书可以打破媒体和教
科书造成的刻板印象， 快速了解
以色列的历史、 现状， 知晓为何
犹太国家如此重要？ 并用自己的
眼睛， 发现真实的以色列。

《蒸汽火车头》 是比利时天
才艺术家冯索瓦·史奇顿追忆蒸
汽时代机械之美的一部漫画。 他
通过这部图像小说表达了对当时
设计师才华的赞美之情和辛勤工
作的铁道工人的钦佩之情。 故事
讲述了曾经推动历史前进的蒸汽
火车头和铁道工人， 随着历史的
发展逐渐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一位铁道骑士， 面对注定失去的
明日世界， 选择孑然一身毅然踏
上不归之途。

故事的火车头原型取材自20
世纪30年代比利时产的12型火车
头， 它曾因创下165公里的最高
时速纪录而摘得 “蓝飘带 ” 荣
衔 ， 是当时现代与速度的代名
词； 它也曾在二战时期变身 “幽
灵列车”， 帮助1370名政治犯躲
过了被送往纳粹集中营的厄运。
随着电力时代的到来， 12型号火
车头也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4月18
日， 作为北京平谷第十九届国际
桃花音乐节重要活动的北京平谷
第七届赏石文化节在平谷奇石城
拉开帷幕。 220多个展位将全国
近20个省市的180余种观赏石集
中展示。 本次赏石文化节将持续
到5月3日， 为期16天， 将为观赏
石爱好者打造一场观赏石饕餮
盛宴。

本次赏石节吸引了来自山
东、 河南、 吉林、 安徽、 新疆、
云南、 河北等全国近20个省市的
200多家展商前来参展。 展区以
两部分为主： 全国观赏石展区、
平谷精品观赏石展区。 其中全国
观赏石展区的展位达到200多个，
平谷区内精品奇石展区展位达到
20多个， 汇集了全国多地的各色
奇石精品。

本次赏石节展品涵盖内容丰
富， 涉及地域广泛， 有的典雅大
气， 有的气势恢宏， 能满足不同
赏石爱好者的需求。 其中包括山
东泰山石、 东北松花石、 安徽灵
璧石 、 新疆和田玉 、 内蒙戈壁
石、 河南七彩玉、 辽宁岫玉、 云
南黄龙玉等各种玉石、 翡翠、 杂
项近180余种； 除此之外， 还有
观赏石、 古玩、 玉器、 字画、 翡
翠、 水晶、 根艺木雕、 民间工艺
品等。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吕晓） 单口相声、 对口相声、 贯
口串烧、 双簧表演……东城区灯
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 “育
星” 相声社日前来到老舍茶馆进
行专场演出， 这是全市中小学中
第一个登上曲艺专业舞台进行相
声专场演出的学生团体。 孩子们
年岁虽小， 但台风稳重老练， 嘴
皮子利索， 包袱一抖引得台下一
阵捧腹大笑。

2014年， 灯小 “育星” 相声
社正式成立， 起初成员由十几个
参加相声校本课学习的学生组
成， 如今相声已经成了学校的热
门社团。 学校看重的， 是相声作
为一门语言艺术， 传承着中华民
族传统艺术中的精髓， 能帮助学
生拓展知识、 锻炼思维， 还能了

解人文地理、 社会百态， “寓教
于乐”， 所以予以了大力支持。

相声社每周两课时， 学生们
从 “说学逗唱” 基本功学起， 逐
渐丰富表演形式。 著名青年相声
演员应宁是学校校友， 他也给予
社团不小的支持， 把学校作为应
宁曲艺工作室的教育实践基地。

同时， 学校启动了 “外请专
业教师授课+校内教师管理” 的
社团发展模式， 聘请应宁高徒崔
骏 负 责 授 课 ， 学 校 的 金 慧 静
老 师 负责学生组织管理 ， 时间
长了， 学校教师渐渐成了半个
“行家 ” ， 指导学生排练愈加得
心应手。

当天的专场演出共十个节
目， 涵盖了相声所有表现形式。
贯口由相声社全体成员一同上阵

表演； 单口相声 《不平衡》 由一
个女生分饰三角， 每个角色都惟
妙惟肖。

对口相声 《错别字》 是五年
级 的 王 马 宇 轩 和 胡 博 沦 这 对
好 搭 档的原创作品 ， 创作灵感
来自语文 《遨游汉字》 单元的内
容， “我们先创作 ， 然后请相
声 社 的 老师帮忙改 ， 周末有时
不能当面练习， 就通过网络视频
来对词儿。”

眼看着孩子们说相声说出了
门道， 学校就计划引进更多曲艺
形式， 把珍贵但 “小众” 的传统
艺术传承下去 。 在专场演出现
场， 校方向鼓曲、 双簧、 评书等
领域专家颁发了 “曲艺课程指
导 ” 聘书 ， 相声社未来将 “升
级” 成为 “曲艺团”。

昨天， 一组由右安门街道的
社区志愿者和公交19车队职工共
同创作的环保漫画亮相街头， 吸
引了市民的关注。 漫画的内容包
括绿色出行、 节约用水、 垃圾分
类等内容， 向市民呼吁关心环境
保护，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事
业中。

本报记者 于佳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女工主任苏星：
演讲不止打造好口才

平谷第七届
赏石文化节开幕

公交职工
“漫”说环保

小学生相声社首登舞台演专场
未来将“升级”成为“曲艺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