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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 周里真 近日，我市青少年
迎来喜讯，在日本九州日中文化协会主办、广东省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协办的第 25 届日中青少年书画交
流大赛中，我市共有 20 幅青少年书画作品入选，其
中金奖1名、银奖7名、铜奖10名、优秀奖2名。获得
金奖的作品名称《边疆战士》，旨在向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把青春挥洒在边防线上，与雪山结缘 、与
戈壁沙漠为伍的戍边战士致敬。

目前处于全球化、国际化、多元化的信息化时
代，我们需要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相处
与合作。茂名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通过组织青少年

国际书画交流活动，为学生们搭建一个与世界各国
青少年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青少年
参与跨国文化交流活动，拓宽国际视野，提升人文交
流能力和国际理解力，同时也是为了激励广大青少
年通过创作书法美术作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养青少年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引导青少年把
个人梦想，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
书画创作的形式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本
届书画交流大赛的主题契合当下时代背景，主要围
绕以下关键词展开：新时代、中国梦、抗疫精神、中华
文化、奋斗、梦想、美丽家乡、奥运精神。

本次活动组织发动充分，得到我市教育局、书
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大力支持和配合，学校、教
师、家长等非常重视，学生参与积极，投稿踊跃，共
收到书画作品 319 幅，分别为书法作品 96 幅，美术
作品 223 幅。其中小学生作品 196 幅、初中生作品
102幅、高中生作品 21幅；茂南区作品 73幅，电白区
作品 56 幅，化州市作品 79 幅，高州市作品 83 幅，信
宜市作品 28 幅。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通过组织送
稿评审会进行认真审稿，根据省友协的要求，共选
出 30 幅精品作品通过省友协参加大赛评选，收到
不俗成绩。

新华社南宁3月6日电（记者黄凯莹、卢羡婷）3
月 6 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惊蛰来临。轻
雷微雨开启了仲春之美，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加快回
暖，日照时间愈长，众卉生，农事忙，一派欣欣向荣。

惊蛰三候，一候桃始华，意为桃花开始盛开。近
日，桃花坞成了广西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里最受欢

迎的“打卡点”之一。在这里，漫山遍野的桃花尽收
眼底，一如诗中所说的“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
灼春融”。景区园林部副经理李嫦宪介绍，桃花绽放
离不开气温持续回暖，“近期平均日气温达到 10 摄
氏度以上，适宜桃花盛开。”

桃花树下，云鬓花颜，珠围翠绕，身穿汉服的女
青年们正在举办一场汉服雅集。汉服爱好者邓倩倩
说：“我们想以这样的方式，体验古诗词里的春日美
景。”

美好的春光还弥漫在果园里。广西南宁市武鸣
区城厢镇九联村，连片沃柑树经过雨水冲刷后，在阳
光下闪闪发亮。绿油油的枝叶里包裹着黄澄澄的果
实，枝头泛起点滴雪白的小花骨朵。

果园技术人员韦继田说，惊蛰前后，沃柑进入了
花芽、花蕾生长期，而前一年成熟的果实还挂在树
上，称为“花果同枝”。此时，种植户正加紧采摘余
果，修剪树枝，堆肥补给，“要保证营养平衡，才能有
好收成。”韦继田说。

“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惊蛰时节正是大
好的“九九”艳阳天，气温回升快，雨水与日照明显增
多，是农事生产的好时机。

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良口乡良帽村茶园
里，历经寒冬的早春茶萌发新芽，放眼望去，青翠饱
满的嫩芽簇立在茶树丛中。迎着朝阳，侗乡茶农忙
着采摘春茶，指腹一转，往后一抛，一芽一叶便翩然
落入背上的竹篓中。“惊蛰前后采的茶最为鲜嫩，大
家都麻利地抓紧时间采摘。”当地茶农何华春说。

“轻雷隐隐初惊蛰”，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三
门镇同烈村，炮声隆隆赛雷声。当地一年一度的花
炮节恰逢惊蛰，瑶族青年小伙在田野里激情角逐，抢
夺花炮，以这样传统的民俗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国泰民安。注入新时代气息的“抢花炮”已成为
当地民俗节庆旅游的新亮点，游客涌入瑶寨，感受生
机勃勃的春日气息。

春雷响，天渐暖，万物生机盎然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北京3月 6日电 人类何时开始骑
马？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日前在美国《科学
进展》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从大约 5000年前
的人类骨骼遗骸中发现迄今已知最早的骑马证
据。

研究人员调查了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
匈牙利和捷克等地博物馆收藏的超过 200 具来
自青铜器时代的人类骨骼遗骸，分析其中是否出
现与骑马有关的骨骼形态变化。研究人员将与
骑马有关的特征称为“骑手综合征”，包括髋臼、
股骨和骨盆的特征性磨损痕迹等。

分析显示，有 5 具骨骼遗骸可能来自骑手，
他们是约4500至5000年前生活在中欧地区的亚
姆纳亚人。加上在亚姆纳亚人生活遗址中发现
的养马等方面证据，这项研究认为他们当时已能
骑马。研究人员说，骑马能帮助亚姆纳亚人更有
效传递信息，建立联盟，提升管理牛群的能力，而
后者是他们经济活动的支柱。

研究人员表示，人类在亚欧大陆上驯化野马
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单一事件。考古学家此前发
现的人类驯养马匹的证据可追溯到更早时间，包
括从人类牙齿残骸中找到的食用马奶的证据，以
及用马具、马嚼子控制马匹的证据等，但这些证
据并不必然表明人类已学会骑马。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考古学家艾伦·乌特勒姆
评价说，本次研究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骑
马的直接证据。

新研究：

人类骑马最早证据
可追溯到约5000年前

我市青少年参加第25届日中青少年书画交流大赛获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