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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6月 26日电
（记者邓瑞璇）今年6月26日是
第 33 个国际禁毒日。26 日，首
部聚焦青少年戒毒题材的影片

《十九岁，一切会更好》在网络
上线，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影片由知名导演夏钢执导，
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东莞
市晟景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影片讲述了一个 18 岁的
吸毒少年如何在社会和家庭的
帮助下重返正途的故事。少年
邵新在经历了母亲车祸身亡、
父亲续弦重新生活后，变得叛
逆，走上了吸毒道路。在目睹了
好友死于毒品、自己的过失致
同父异母的妹妹误食毒品昏迷
住院后，邵新最终选择自首，走
进戒毒所。在民警的帮助下，他
逐渐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决
定面对自己的人生，重新开始。

电影用细腻的镜头语言，
从青少年的视角诠释了毒品的
危害，同时也提醒人们关注青
少年吸毒的家庭原因。“我们发
现，很多青少年吸毒者失足的
一大原因在于家庭问题。一方
面他们更容易通过毒品逃避家
庭缺乏温暖的现实，另一方面
家庭教育和关怀的缺失也让他
们比同龄人更缺乏抵御诱惑的
能力。”制片人徐葱说，因此故
事的重心放在情感尤其是主人
公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上。

“让青少年远离毒品不仅
是国家和社会的职责，更是每
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的责
任。”影片片尾的字幕让人深
思。徐葱说，影片在6月26日国
际禁毒日上线，希望能唤起全
社会对青少年禁毒工作更多的
关注与支持。

首部青少年戒毒电影
禁毒日“云上映”

▢ 特约记者 王曙光

近日，一部涵盖青少年健
康知识普及内容的书籍——《青
少年学生健康手册》（滕世助主
编），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
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复旦大学
健康教育教授李枫分别作序。

“青少年健康的定义和标
准是什么”“他们有何生长发
育特点，容易缺乏哪些营养
素”……该书涉及青少年的健
康知识，共分八章，内容包括
青少年学生健康素养与安全
常识、青少年学生生长发育与
青春期健康、膳食营养与健
康、饮水与健康、体育运动与
健康、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
等。专家称，这本健康科普书
的出版，对全国青少年朋友、
学生家长和广大卫生健康战
线的医务人员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进而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的顺利实施。同时，“它比以往
同类书籍更具现代化，是一本
更切合当前情况的青少年健
康教育读本。”

据悉，编委成员中有的是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卫生
防病专家，有的是长期从事健
康教育与应用研究的全国健
康教育 30 年“金牛奖”获得
者，还有的是长期奋斗在一
线的优秀院长、临床专家和
预防医学专家。其中，主编滕
世助是中国科普作协会员，
系义乌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
师，曾出版《乡镇卫生院管理
实用手册》一书，并参与国家

“十一五”科技支撑课题和省
级课题多项。经过全体医疗卫
生防病专家的不懈努力，前后
耗时三年有余，最终编辑成稿
27万字。

三年潜心创作 专家参与编写

滕世助主编《青少年学生
健康手册》出版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近日，金华市漫画家协会
义乌创作基地组织成员在义乌
绣湖里商业中心进行漫画市集
试运营，吸引了广大市民。

“义乌是小商品的发源地，
也是全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
的区域之一。”漫协负责人表
示，本次漫画市集的开展不但
有助于创新集市经济、提升文

化品位，对于弘扬书画艺术、
繁荣文化市场、助力小微企
业、提升经济活力也具有积极
的意义。

据悉，漫画市集试运营当
天，共有二十多名漫协会员在
绣湖里开售漫画文创产品及各
地名家美术作品、工艺美术作
品等文化产品，更有漫画家现
场即兴进行绘画、书法等文艺
创作，精彩纷呈。

1945 年 8 月，日军投降后，国民
革命军及国民党控制的政府机构重
回义乌。国民革命军重新掌握政权
后，对共产党员包括参加过第八大
队的游击队员进行清算。由于在分
水塘自卫中队当中队长，张希福被
划归为亲共积极分子，成了被通缉
的对象，只能与战友连夜出逃，并在
上海暂时居住下来。

在上海期间，张希福也没有放弃
与共产党合作。在上海美通电业厂当
会计期间，义乌地下党成员陈伟杰被
叛徒出卖，逃至上海寻求张希福的帮
助，张希福马上安排他到法租界隐

藏，并陪他到复旦大学陈望道处，让
陈望道帮忙寻找组织关系。最后，在
陈望道的帮助下，陈伟杰终于和地下
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48 年，张希福渐觉上海局势
波谲云诡，便跟随妻子的哥哥来到
兰州汽车保养团，担任通讯员，随
后还参与了彭德怀指挥下的解放兰
州的战斗。“由于不会开车，我主要
还是在部队中负责文书工作，并保
障战略物资运输的有序进行。”张
希福稍稍回忆，继续讲述，进攻兰
州经历了十几天的激战，解放军才
终于打败了国民党部队，随后他又

跟随部队来到酒泉参加了解放酒泉
的战斗。

解放战争结束后，张希福终于回
到了义乌，成了一名光荣的乡村教师，
先后在何斯路、分水塘、平桥、鲤鱼
山、里经等七所小学当过代课老师。
一直到 2001 年，他还在三尺讲台兢
兢业业地上课，先后被夏演乡教办评
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被何里
乡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闲不下来
的张希福离开教师岗位后，又在分水
塘陈望道故居担任了七年的义务讲
解员，直到近年才停下忙碌的脚步，
与老伴来到怡乐新村安享晚年。

掩护地下党 参加解放军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为进一步挖掘我市优秀传
统文化，深入推动“清廉义乌”
建设，6 月24 日起，市纪委、市
民政局面向社会各界开展“义
乌地名中的清廉故事”稿件征
集活动。

本次征集以“讲好地名文
化故事、构建清廉义乌印象”为
主题，要求讲述与义乌地名相
关的名人廉吏以及他们的清廉
故事。地名包括自然地理实体
地名（山川河流等）和人文地理
实体地名（行政区划、居民点、
交通设施、建筑物、纪念地、旅
游胜地等）。

征集要求挖掘地名文化中

的清廉故事，要有流传范围、流
传时间，不能随意编造。要以史
料或实地走访所采集的资料为
依据，力求翔实准确。语言要通
俗生动，条理清楚，叙事流畅，
有可读性，字数800字左右。此
外，来稿时应在文中或稿末注
明资料来源，访谈资料，最好注
明被采访者的姓名。尽量拍摄
一些有助于阅读并与文中内容
相印证的照片，如非本人拍摄，
必须征得原创作者同意。

来稿者可直接向义乌市地名
文化研究会投稿，联系电话0579-
85217576，邮箱453471526@qq.
com（来稿须附真实姓名与联
系方式）。截稿时间为 2020 年
7月31日。

我市开展“义乌地名中的
清廉故事”征集活动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近日，“韶华无恙”柴可夫斯基《四
季》鲁超讲演音乐会在义乌文化广场剧
院举行，据悉这是义乌文化广场剧院今
年的第一场正式演出。本次演出旨在致
敬抗“疫”期间无私奉献的医护工作者，
向他们献上最美的祝福。

阔别演出一百多天后，文化广场
剧院带着爱和能量，重新奏响生活的
乐章。本场“韶华无恙”讲演音乐会上，
青年钢琴家鲁超化身音乐与时光的旅
行者，在每段乐曲演奏之前，通过讲
解、对话，将听众带入乐曲的氛围与情
绪之中，从“人生”这个全新的角度去
领略乐曲《四季》之美。

“1875 年，柴可夫斯基受邀创作
十二首钢琴短曲，以每月一曲的方式
在音乐杂志上发表。这些篇章与十二

个月的季节特点相关联，故乐曲以《四
季》为名。”鲁超介绍，柴可夫斯基通过
音乐旋律描述了春的生机、夏的浓郁、
秋的柔和、冬的瑰丽，描绘出四季美丽
动人的自然景色和人们的生活场景。

据文化广场剧院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演出以公益的形式进行，全场免
费，共邀请了 100 位观众与医护人员
一同聆听《四季》。同时，为了让艺术演
出唤醒市民的文化生活，本月4 场演
出全都为不高于 50 元票价的公益演
出，此项优惠将配合每周六的市民开
放日延续至6月底。

根据防疫相关要求，义乌文化广
场剧院目前依旧实行预约限流、间隔排
座措施，每场演出仅开放50%座位，观
众需通过线上预约方可领票观看。观看
演出当日，观众需佩戴口罩，出示健康
码，经现场测温显示正常方可入场。

义乌文化广场剧院正式恢复文艺演出

义乌漫画市集亮相绣湖里

钢琴演奏家鲁超正在讲解乐谱钢琴演奏家鲁超正在讲解乐谱

张希福在书桌旁看报。

张希福：投笔从戎保家国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文/摄

张希福出生于 1925

年，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

村人。作为一名先后经历

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

老兵，张希福历经岁月沧

桑，仍精神矍铄。6 月 17

日，记者在怡乐新村见到

了 96 岁高龄的张希福老

人。在整洁的书桌旁，老

人摇着蒲扇悠悠回溯自

己的人生，谈起峥嵘岁

月，记忆的闸门打开，往

事历历在目。

谈起自己的从军经历，张希福一
声叹息，“我从小好学，原本是怀揣学
习梦想的青年，却因日军的野蛮侵略
而选择从军。”

在城西街道分水塘村，自古读书
氛围便非常浓厚，尽管张希福年幼时
家里很穷，但父母仍坚持让他上学读
书。1939 年，15 岁的张希福不负期望

考上了金华市农校农艺科。与此同时，
中华大地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磨
难，炮火也在一步步向江浙逼近。1942
年，日军的飞机屡屡飞掠金华、孝顺一
带上空，进行轮番轰炸，金华农校被迫
停课。同年5月，浙赣会战打响，日军
分三路向金华、衢州进犯，农校校长只
得带领部分同学及职工家属向武义方

向撤退。
当大家逃难到石楠塘附近时，张希

福与校长等4人不幸被日军俘虏。所幸
当时日军队伍缺乏劳动力，张希福一行
人并未被杀害，而是被压榨做了一段时
间苦力。几个月后，张希福趁着战乱的
间隙成功出逃，辗转多地后，终于在
1943年秋成功回到了家乡义乌。

“由于我在部队干过，又有文化，
回家后没多久便被选为金东义西联防
处第八大队分水塘自卫队中队长。”张
希福解释，这不是真正的第八大队游
击队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民兵队长。日
常工作不脱离生产，主要任务是在打
仗期间为参战部队提供后勤保障服
务，如送茶水、送子弹、抬伤兵、探情报
等辅助工作。

1944年，第八大队与后宅方面一

支武装队伍准备拔掉一个驻扎在浦江
黄宅的日军据点。由于张希福对黄宅
比较熟悉，打探敌情的重担便落在了
他的身上。读书人出身的张希福书生
气重，拿上几本书就伪装成了学生，顺
利通过了日军的路卡。

进入黄宅之后，张希福发现日本兵
正聚集在黄宅祠堂吃饭，机枪被扔在一
旁。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立即发出
信号，让第八大队发起攻击。可就在这

时，后宅方向响起了枪声，日本兵瞬间
察觉到危机，机枪手重返碉堡射击。

好在黄宅日军的电话线已经被张
希福所在的部队提前剪断，日军无法
求援。尽管战术略有瑕疵，但这场战斗
仍进行得比较顺利。得益于各方积极
努力与亲密配合，此战中俘虏了20多
名日本士兵。当时的《抗日报》还特意
刊登文章，表扬了分水塘中队积极配
合抗日的先进事迹。

回乡当民兵 乔装探情报

年少遇烽火 被迫离校园

张希福与妻子伉俪情深。

漫画家在摊位前展示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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