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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杭州市民吴菊

萍奋不顾身地用手接住了一个从

10 楼坠落的女童的事迹，感动了

无数人，也让浙江职业艺术学院

的退休教授、作曲家少沐内心心

潮澎湃。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最

美妈妈”的事迹，他利用自己的专

业，把吴菊萍的事迹写成歌曲。

而为了让歌曲更容易传唱，他还

根据不同的定位人群，一口气创

作了 3 首歌。近日，浙江艺术职业

学院就对其中一首《“最美妈妈”

吴菊萍》进行了录制，今后它们还

将在浙江的电台和电视台播出。

“‘最美妈妈’吴菊萍，英雄事

迹四方传颂，人美心美壮举更美，

就像春风暖人心……”《“最美妈

妈”吴菊萍》的歌词很口语化。“这

次创作的歌曲风格都是旋律简

练、歌词通俗，就是希望能够容易

被大家传唱。”刚拿到新录制歌曲

小样的少沐表示，现在的流行歌

曲大多是爱情歌曲，那是个人的

小爱，而吴菊萍的爱是大爱。让

大家都来歌颂这位了不起的母亲

的英雄壮举，让大爱融入小爱，促

使歌唱的健康发展。

据 少 沐 介 绍 ，3 首 作 品 中 ，

《“最美妈妈”吴菊萍》主打的是群

众路线，就是让普通大众传唱；而

通过宁波“马灯调”填词的《歌唱

吴菊萍》，更适合走工矿和农村路

线；至于另一首《吴妈妈，我们爱

您》，则是儿童歌曲。目前，儿童

歌曲《吴妈妈，我们爱您》已发到

大关小学、宁波爱菊少年艺校等

小学；《“最美妈妈”吴菊萍》则早

在 2011 年 9 月被“感动中国”新创

歌曲选拔组委会选定为“2012 春

晚推荐精品歌曲”。

这几天，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正对歌曲进行重新录制，由学校

师生演唱，同时对 MTV 进行相应

的修改和补充。参加 CD 录制的

学生均来自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系，担任主唱的是青年声乐

教师钱思舒。负责指导学生的音

乐系声乐教授黄琦从演唱角度

分析：“ 群众歌曲最重要的是亲

切和易接受，这首歌曲具备了这

样的特点。今后我会把歌教给

更 多 人 ，让 大 家 都 来 传 唱 。”

2010 级声乐专业的徐彦、周倩颖

等同学说，乐为心声，通过歌曲

传唱，更容易打动人，“吴菊萍事

迹，绽放出的是最美的人性，双

手接孩子的刹那更多的是本能，

而不是口号、标签做支撑的，所以

唱这首歌时一定要注意情感的真

诚亲切。”

2 月 18 日，在全国普通高校艺

术类专业术科考试广州城市职业

学院考点，有家长投诉称，有来自

汕头的 5 位老师给学生代考。这

起疑似“替考事件”，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广东省教育考

试院随即介入调查。该院并发布

《关于加强艺术类单考考点管理

的紧急通知》，要求各考点认真核

对考生身份，严防考生冒名替考

和串通作弊；严肃处理考生违纪

案例，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而广州市海珠区整规办等单位也

对辖区画室展开了调查。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2 月 23 日

透露说，据初步统计，自 1 月 30 日

广东各考点组织艺术术科单考以

来，广东全省查实违纪考生 430 多

人次，其中替考 103 人次。而无论

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还是广州市

的具体执法单位，要打击替考行

为，都面临“取证难”的问题。

5位汕头老师为学生代考？

2 月 18 日，有家长向媒体投诉

称，在全国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

术 科 考 试 广 州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考

点，有来自汕头的 5 位老师给学生

代考。由于无法查到家长投诉的

代考考生的具体考场，到场的记

者联系到担任该考场主考的吴先

生，向他反映家长的投诉。

没曾想，吴主考的反应却极

为平淡。“应该说，没有一种考试

不 出 现 这 种 情 况 ，这 是 普 遍 现

象，问题是多还是少罢了。普招、

自考，还有（其他）什么考试，我也

经常巡考，没有不出现这种情况

的。”吴主考“大方”地说，“我们这

次还是查出每个学校具体还是有

一部分的。”但是，他拒绝透露查

出代考考生的具体人数。

随后，笔者要求吴主考就家

长投诉的代考事件展开调查，却

被吴以“工作量太大”为由拒绝。

“第一，首先要从学校拿到学生报

名的存根，找到代考的准考证号

码……这样才能查到是哪个考场

的。这个工作量很大。我不会给

你做的。”吴主考情绪激动地说。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

上受到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广东

省教育考试院的高度重视。考试

院责令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对相关

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理，停止了吴

姓主考的工作。同时，该院还联

合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组织了

工作组进场巡考。2 月 19 日，广东

省教育考试院还下发了《关于加

强艺术类单考考点管理的紧急通

知》，要 求 各 考 点 加 强 对 监 考 教

师、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纪律

教育；认真核对考生身份，严防考

生冒名替考和串通作弊；严肃处

理考生违纪案例，做到发现一起、

处理一起。

暴利致部分画室铤而走险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考点吴姓

主考所说的“替考是普遍现象”，

这是为了推脱责任，还是确有其

事的“大实话”？笔者随即展开了

调查。

广州大学城附近的小洲村聚

集着大量画室，很多画室都会为

艺术考生提供考前辅导，但笔者

调查发现，替考也是部分画室重

要经济来源之一。笔者来到小洲

村，随机询问了约 10 家画室，其中

有 3 家明确表示可以提供替考服

务。也有不提供替考服务的画室

表示，“害怕被抓，最近不做了。”

2 月 21 日中午，笔者顺利约到

了提供替考服务的小洲村莫奈画

室的周老师。周老师说，画室的

替考团队有差不多 20 人，男女都

有。据介绍，替考服务一般有两

种，都是枪手与考生同时去报名，

获得相邻的考号，考试时并肩而

坐。第一种方式针对有一定美术

基础的考生，由考生模仿“枪手”

的作品，这样做的安全性比较高；

另 外 一 种 方 法 则 是 趁 交 卷 混 乱

时，二人交换试卷，目前采用后一

种方式替考的“枪手”比较多。

与周老师见面前，笔者佯称

要请枪手参加 2 月 22 日东华理工

大学的艺术类单考，并提供了一

个考生号和一张学生照片。见面

时，周老师已找来了一名与照片

有几分相似的同伴。“确定的话，

你今天就先交 2000 元订金，等查

到成绩、考试通过后把剩下的钱

交齐。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

失手过。”周老师说。

东华理工大学艺术单考要考

色彩和素描两门，周老师给笔者

的报价是 1.5 万元。笔者又了解

了其他几家画室的报价，发现替

考的收费差距很大，从几千元至

30 万元不等。

以湖北美术学院为例，广州 A

画室的报价是 2 万元包过，而小洲

艺 术 学 校 的 报 价 则 是 5.5 万 元。

一 位 姓 吴 的 画 室 负 责 人 告 诉 笔

者，收费根据所考学校不同，差别

很 大，“ 八 大 美 院 的 收 费 是 最 高

的，其他 2A 类学校收费低很多，

几千元就可以。”

笔者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最高

报 价 是 所 谓 30 万 元“ 一 条 龙 服

务”，中间人称，“包你考上想去的

大学喜欢的专业，什么都不用管，

直接去读书就行了。”

笔者调查发现，替考已经形

成一个灰色产业，有知情人告诉

笔者，艺术单考从一月底开始，至

今还不到一个月，已有人单凭替

考做“枪手”赚了差不多 20 万元。

而替考也不仅限于画室，有音乐

室也在从事声乐考试的替考。

老师推荐考生能得四成回扣

艺术单考前三四个月，就是

这些画室的特训班开课时。一般

情况下，特训班分为三种：普通班，

8000元至1万元，由2至3名老师辅

导；优质班，1 万至 1.2 万元，由 4 至

5 名老师辅导；协议班，2 万至 5 万

元（视所报考学校收费），如不过则

安排枪手替考，直到考过为止。

虽然协议费高企，但笔者却发

现这些画室培训教师素质参差不

齐。“小洲村五六百间画室，大部分

都没有营业执照，只要你有资金、

有老师就能开个画室招生。”

笔者发现，这些画室的老师

大多数都相当年轻，甚至稚气未

脱，相当部分还是在校大学生。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画室

一 般 由 老 板 出 资，再 聘 请 老 师。

老师分为主教和助教两种，主教

年薪约 18 万元，助教约 15 万元。

除支付老师工资、画室租金以及

日常各种教画的材料、模特等费

用外，画室还有一项特别的支出，

就是给中学老师的回扣费。

据悉，大部分美术生都会在

高二时开始挑选画室进行培训。

因此，各画室会派老师到高中招

揽学生。“有些中学老师会特意给

学 生 推 荐 一 些 画 室 ，回 扣 高 达

40%。”该知情人士说。例如中学

老 师 推 荐 一 个 考 生 去 上 1 万 元

的 普 通 班 ，他 就 可 以 得 到 4000

元，推荐 100 个学生就可以得到

40 万元。

不仅如此，有的“有本事的”画

室还会在考前组织模拟考试，然后

请高考评委过来给考生讲解、点

评。“ 这 个 出 场 费 由 学 生 凑 钱 出

的。”该知情人士说，“画室的人会

特地让考生留意评委说的话。”

查处替考存在取证难

针对艺考培训的乱象，广州

市海珠区整规办近日牵头，组织

该区工商、教育、劳动及街道办等

部门到小洲村进行查处。当执法

人员来到笔者暗访过的画室时，

发现大门紧锁。执法人员进入画

室后，里面空无一人，学生习作及

雕像到处摆放，一片凌乱。原来，

画室老板得知被曝光后已溜之大

吉。经查，该画室既没有在教育

局办理培训机构登记，也没有办

理 工 商 营 业 执 照 ，属 于 无 证 经

营 。 工 商 人 员 随 即 通 知 物 业 业

主，向他说明情况，当场作出停业

处理的决定。

“由于代考都是暗箱操作，存

在取证难的问题。”有关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要从查处无证经营入

手对其进行打击。”

海珠区整规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两年，海珠区一直在整治取

消无照经营的画室。目前小洲村

取 得 教 育 部 门 许 可 的 画 室 有 16

家，不少画室属无证照经营。下

一步，海珠区将对小洲村以及广

州美院周边的有培训业务的画室

进行全面排查，对符合经营条件

的无证培训机构积极引导办理证

照，并引导其规范经营；对不符合

条件的坚决予以取缔。

而针对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考

点替考事件，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副院长黄友文称由于没有具体线

索，调查进展缓慢。他说，前两天，

该院曾详细询问投诉此事的家长，

想获悉具体线索追查下去，但家长

一直未提供更详细的线索。艺术

单考都由各个学校自行组织考试，

而非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前

几年，有学校的艺术单考也出现过

“替考”投诉，但都因为举报人不愿

提供详细线索，导致追查难以进行

下去，最终没有结果。

从全省范围来看，广东大部

分艺术单考院校考点组考工作都

是规范的，监考老师严格执考，查

获不少考生违纪包括替考作弊行

为。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

绍说，据初步统计，自 1 月 30 日各

考点组织艺术术科单考以来，全

省查实违纪考生 430 多人次，其中

替考 103 人次。

该院负责人表示，对于作弊

考生，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若

在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作弊的，

当场取消其考生报考资格；若在

评卷过程中发现作弊的，取消其

考试成绩；入学后发现作弊的，取

消录取资格；凡是请人替考的，禁

止明年报考。对参与作弊的其他

人员，将通报有关单位依法依规

处理。

本报讯 为加强资源共享，

探索校区联动，由上海戏剧学院

和上海市闵行区共建的“马兰戏

剧工作室”，日前在闵行区古美

路街道揭牌。今年 10 月，工作室

将正式对社区居民开放。目前，

这类扎根基层的专业戏曲类工

作室，在闵行尚属首家。

马兰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

著 名 的 黄 梅 戏 曲 表 演 艺 术 家 。

根据古美路街道和上海戏剧学

院签署的协议，“ 马兰戏剧工作

室”将落户古美路街道社区文化

中心，面积约 800 平方米，内设声

乐工作室、大排练室等。工作室

将坚持资源共享性、公益性和开

放性的原则，承担起指导和提升

基层文化中心艺术水平、宣传普

及戏剧文艺理论知识、公益推广

演出的责任，努力将“ 马兰戏剧

工作室”打造成校区合作共建的

新典范、积极探索基层文化活动

中心与文化名人有机结合的新

模式，实现社区基层群文活动与

高雅艺术的有机结合。

（佳 奇）

广东艺考“替考门”调查
谢苗枫 曾 妮

◀ 黑龙江省杂技团少年培训班有 34 名孩子，其中年龄最大的 14

岁，最小的只有 7 岁。孩子们每天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早上 6 点起床；

练习一个小时的早功后吃早饭；8 点开始进行舞蹈训练，之后再进行基

本功训练；11 点 40 吃午饭；下午 1 点开始学习文化课；下午 2 点 30 分至

4 点继续进行杂技基本功训练……个别孩子还要在午休的一个多小时

和晚上加练，最晚的要练到晚上 10 点。

日复一日的练习，孩子们必须坚持 6 年以上才有可能进入杂技团，

进而登上舞台表演。如果受伤或者达不到登台标准，他们就要寻找其

他出路。面对残酷的竞争，孩子们都在坚持，据杂技团副团长李艳介

绍，近年来，小学员们的入团率超过 90%。

由于杂技表演强度大、风险高，很多家长都不愿让孩子从事这个

职业。目前，黑龙江省杂技团招来的学员大多来自乡村或偏远市县的

贫困家庭。“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杂技团里的孩子们用扎实的脚

步向着心中的梦想迈进；用稚嫩的肩膀传承和发展杂技艺术的明天。

图为孩子们在练功。 新华社记者 王 松 摄

南京市白下区文化馆是国

家一级馆，成立于 1955 年，是新

中国成立初期最早建立的文化

馆之一。全馆面积 5000 多平方

米，在职人员11人，80%的人员

获专业技术职称。多年来，白下

区文化馆立足基层，面向社会，

围绕百姓需求，开展了便民、利

民、亲民的公益文化活动。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公益文化活动有

以下三个方面：

特色文化有声有色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戏曲文

化受到现代文化挑战，白下区文

化馆抓住老百姓渴望回归传统

文化、寻找精神家园的“人气”，

开展了弘扬民族文化的戏曲文

化活动。他们免费开放文化馆，

为戏迷票友成立戏曲沙龙。由

于戏曲沙龙人气旺盛，白下区文

化馆把戏曲沙龙发展到各个社

区，如今白下区每个街道都有 2

支以上的戏曲特色文化

团队。

广场文化多姿多彩

21 世 纪 初，南 京 市

白下区的城市规划建设

飞速发展，尤其在休闲

广场建设上，更是领先

南京市其他区、县。白

下区文化馆抓住城市发

展的机遇，提出建设白下区“十

大文化广场”目标。他们根据

各个广场所处的位置、功能及

活动群体不同，打造不同特色、

不 同 风 格 的 广 场 文 化 主 题 。

2006 年 10 月，在全国第二届特

色文化广场评比中，南京新街口

正洪街文化广场、汉中门文化广

场、郑和公园被评为全国特色文

化广场。

品牌文化美轮美奂

在特色文化、广场文化的

基础上，南京市白下区文化馆更

上一层楼，打造公共文化服务品

牌。其中最有影响的文化品牌

是2008年举办的“和谐白下大戏

园”。他们每年以打造一个地方

剧种为目标，成功地举办了锡

剧、扬剧、京剧、越剧四届“和谐

白下大戏园”，被中国群众文化协

会、中国文化报社评选为全国特

色广场文化活动品牌。（钟 萍）

四川省成都市中心城区金

牛 区，辖 15 个街道办事处，105

个社区，总面积 108 平方公里，

人口 70 万。1998 年被文化部命

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区”。

为巩固“全国文化先进区”

成果，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与

重视下，在区文旅体局的正确领

导下，金牛区文化馆以品牌活动

为依托，以协会团队为纽带，默

默践行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而不懈努力，为文

化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2004 年，在文化部第

一次文化馆评估定级工作中，区

文化馆成为成都市唯一、四川省

4 个 一 级 馆 之 一 。 在 2007 年 、

2011 年的评估定级中，区文化馆

均以高分获评一级文化馆。

金牛区文化馆成立于1955年，

馆 舍 建 筑 面 积 5700 平 方 米，配

有 剧 场（438 座）、录 音 棚、电 子

阅览室、非遗展厅、LED 宣传屏

等硬件设施，完全能满足演出、

展览、培训需求，并常年向社区

群众免费开放。

依托品牌文化活动丰
富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金牛区站在时代高起点上，

大力搞好文化惠民品牌活动，形

成社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示

范引领平台。

2007 年，区文化馆正式确立

以四项品牌文化活动来推动基

层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文化

金牛大擂台”为打造精品团队和

发现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金

牛区友谊合唱团连续参加文化

部 2007 年、2008 年“全国老年合

唱比赛”，分获银奖和金奖；沙河

源街道，“今天艺术团”成功登上

央视“激情广场大家唱”舞台；人

民北路街道金晖艺术团荣获全

国“紫荆花金像奖”集体最高荣

誉称号。“交响金牛”——金牛区

文化惠民工程广场音乐会上，金

牛交响管乐团、金牛巴蜀民乐团

构成了“交响金牛”的主力军，每

年 4 月至 9 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

上定期在区政府广场为社区群

众演奏经典的中外名曲，观众累

计超过 10 万人次。“文化金牛闹

新春”“文化直通车”两项品牌活

动直接深入涉农街道老百姓当

中，从春节到端午、从中秋到元

旦，保证了最基层的老百姓每月

都能就近参与文化活动。

繁荣群文创作、提升
群众文化活动质量

群众文艺创作一直被区文

化馆视为群众文化的生命力，区

委、区政府在经费投入上给予了

极大支持。一是加大投入，建立

了繁荣创 作 的 激 励 机 制 ；二 是

激励全区业余文艺工作者始终

坚 持 为 人 民 大 众 服 务 的 方 向 ，

紧 密 围 绕 全 区 中 心 工 作 ，创 作

了 一 大 批 感 染 人 、鼓 舞 人 的 好

作 品 ，为 建 设 金 牛 和 谐 家 园 提

供精神支撑，如：先后创作的舞

蹈《欢乐的老姆苏》获第十届全

国 群 星 奖 金 奖 ，实 现 了 四 川 省

在 该 项 赛 事 中 金 奖 零 的 突 破 ；

论 文《发 展 公 益 性 文 化 事 业 必

须 强 化 政 府 行 为》获 第 十 一 届

群 星 奖 银 奖；舞 蹈《彝 寨 鼓 韵》

获第十五届群星奖金奖……为

打 造 金 牛 区“全国文化先进区”

做出了突出贡献。

以艺术协（学）会带动
社区文化活动繁荣

各艺术协（学）会是文化馆

文化工作走进基层的主要力量，

截至目前，区文化馆骨干力量已

组 建 有 区 作 家 协 会 、区 摄 影 协

会、区美术书法协会、区音乐舞

蹈协会等。

金牛区作家协会（前身是金

牛区文学创作中心）成立于 1972

年，40 年来，坚持每月中旬第一个

星期日召开交流座谈会。流沙河、

周克芹、王尔碑、陈之光等国内外

知名作家、诗人多次到活动现场为

青年们上创作课、指导写作。

金 牛 区 摄 影 协 会 成 立 于

1984 年，会员单位包括沙河源街

道 摄 影 分 会 、黄 忠 街 道 摄 影 分

会、西安路街道摄影分会、区级

机关摄影分会、区老干部摄影分

会、抚琴军干所摄影分会等，遍

布各社区的会员达 500 余名，获

国内外大奖无数。2003 年、2008

年、2011 年，金牛区 3 次荣获文化

部 命 名 的“ 中 国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摄影）之乡”称号。

都市里的戏曲之乡
——记南京市白下区文化馆 基层文化馆做好最基础的事

——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文化馆

艺校师生唱响
《“最美妈妈”吴菊萍》

张 玫 杨晓浤

“马兰戏剧工作室”落户上海闵行

品牌活动“文化金牛大擂台”获得全国第十五届群星奖项目奖

“和谐白下大戏园·越剧年”南京市

越剧团表演的《莫愁女·洞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