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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友，1936 年生于江苏如皋，
1957 年从上海同济大学肄业，随家人来
到陕西宝鸡谋生，1958 年进入七九二厂
子校任教。数十年来，他致力于社火马勺
脸谱研究和创作，曾多次参加国内外民
间艺术展赛并屡获大奖。

1995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一级民间
工艺美术家”称号，1996 年被省文化厅、
省文联、省民协授予“陕西省民间工艺美
术家”称号，2003 年被宝鸡市人民政府
授予“优秀民间艺术家”称号，2006 年
被国家发改委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

追赶超越提质量  凝心聚力铸辉煌
—— 记蓬勃发展的陇县教育

曹文国 王勇

陇县史称陇州，面积 2277 平方公

里，辖 10 镇 104 个行政村，总人口 27.3

万。陇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旅游

资源独特，曾获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

县城、国家生态示范县、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中国核桃之乡等 20 多项“国字

号”殊荣。

近年来，陇县切实加大教育投入，大

力整合教育资源，深入推进教育改革，稳

步提升教育质量，矢志办好群众家门口的

教育，全县教育事业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先后成功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基

本合格县、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达

标县、全国校本建设实验区、省级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合格县、省级“双高双普”达标

县、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省级教育强县。

全县建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1个，建成

全国文明校园、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示范学

校、省级示范幼儿园、省级艺术教育示范

校、省示范性教师培训机构各 1 所，建成

省级文明校园6所、省级传统项目校2所、

省级示范劳动实践基地 2所、省级平安校

园3所、省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5所、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5所、全国

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 3所；1所小学

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学校，30 多所学校

创建为依法治校示范校、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素质教育优秀学校和省、市级文明校

园、绿色校园、平安校园，18 所学校建成

市级“高效课堂”改革实验星级学校；高考

质量连年居于全市第一方阵，教育整体水

平保持在全市前列。陇县教育正在发生巨

大变化，焕发勃勃生机，成为陇县发展中

的一张靓丽名片。

强化保障 改善条件

铺平教育发展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陇县累计投入资

金 6.3 亿元，大力实施义务教育标准化学

校建设、薄弱校改造、校舍安全、公办幼儿

园新建和改扩建、校园环境提升、运动场

建设、学校部室建设等项目 141 个，新增

校舍 6.16 万平方米，软化操场 48 个。筹

资 4800 万元，实施教育信息化和部室装

备项目，安装“班班通”设备 673 套，新建

录播教室 19 个，更新计算机教室 22 个，

新装备部室 99 个，新建校园网 46 个，全

面提升了全县中小学校装备水平和信息

化水平。在全市率先设立“百万元教育品

牌奖励基金”，坚持每年奖励，鼓励学校特

色发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奖励学生全

面发展。2012 年以来，累计发放奖励基

金 750 万元。

均衡配置 建强队伍

筑牢教育发展根基

陇县县委、县政府先后制定了《陇县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均衡配置工作暂行办

法》《关于加强中小学校长和教师队伍建

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着力优化教师队

伍。2016 年以来，通过多种途径招录教师

533名，保证了教师足额配备和结构合理。

积极实施团队帮扶机制，建立 10 个县级

教师成长营，构建“五级”阶梯成长路径，

采取“一师带多徒，一徒跟多师”方式加速

潜力教师成长。近五年，全县共培养省级

教学能手 21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2人、省

级名师 2人、市级教学能手 96 人、市级学

科带头人 11人、县级教学能手 476 人。

深化教研 强化引领

增强教育发展动力

突出教学质量中心，不断深化课程

改革，优化校本研修，强化典型引领，扎实

开展教研教改工作。近年来，举办“陇州之

春”全国课改名师观摩报告会、“陇州教育

大讲堂”等高规格教学观摩研讨活动 20

余场次，组织全县中小学管理干部、教师

参加省内外各类观摩研讨活动 180 余次。

建立教研员校本科研“五带动”“八个一”

工作机制，坚持开展“342校本科研”“案例

分析”“问题探究”“课堂观察”“同课异构”

等活动。坚持做好立体科研，纵向组建 3

个“三级教改联盟”、8个“课改发展共同

体”，横向组建 7个大教研学区。累计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高效课堂研讨活动 125 场

次，专题辅导报告 48 场。坚持做优课题研

究，先后立项、研究国家级课题11个、省级

课题 36 个、市级小课题 105 个、县级课题

876 个、校本课题 2326 个，全县 3200 余篇

（件）优秀科研成果获奖或发表。

创新机制 拓展资源

增强教育发展活力

坚持开放办学，实施校县共建。启动

与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

在人才引进、师资培养、教育科研、基地互

建等方面的深度合作，组织管理人员和教

师赴教育发达地区学习考察，开阔视野、

转变观念。建立陈陇教育联盟，加强苏陕

协作交流，与陈仓区 7 所学校结成联盟

校，与徐州市铜山区开展密集互动，搭建

行政、教研、教学、教师交流平台，打通区

域、部门、城乡、校际交流通道，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差异共融。积极推行“大

学区管理制”，建立覆盖全县义务教育阶

段中小学的 6个学区，以推动先进管理理

念、教育教学研究、优质教师资源、现代化

设施设备“四共享”为突破口，围绕学校德

育、课堂教学改革、课程开发、校本研修、

校园文化五方面内容，采用“订单式”“菜

单式”服务，“蹲点式”帮扶，全面提升薄弱

校内涵发展水平。

以生为本 全面育人

提高教育发展质量

全面实施“德润陇州· 书香校园”

德育行动计划，认真开展中小学“感恩

周”教育、“三生”教育等系列活动和“弘

扬文明新风，共建和谐陇州”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不断扩大德育实践面，让学生成

为社会文明的引导者、参与者、促进者。

全面落实“体育、艺术 2+1”项目、“阳光

体育运动”，常态化举办中小学艺术节、

中小学科技节、中小学生运动会，不断加

强学生社团、兴趣小组活动建设，持续激

发学生兴趣，发掘潜力潜质，培养创新精

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在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共获得国家级

奖励 5 项、省级奖励 48 项、市级奖励 161

项，其中，关于加强乡村道路建设与管护

科技实践活动获国家级一等奖。在宝鸡

市中小学生合唱艺术节比赛中，陇县中、

小学合唱代表队屡获佳绩。在宝鸡市第

十一届运动会上，陇县共获得奖牌 134

枚，总分名列全市第四；在十届市运会和

十一届市运会上，陇县总分均排名九县

之首；获宝鸡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2019 年

青少年年度赛乒乓球比赛团体总分第一

名、2019 年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市级决

赛小学甲组第一名。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继友：

在社火马勺脸谱上绽放生命精彩
陈继刚

李继友创作的社火马勺脸谱

挂 失

公告专栏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生

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

规定，现将麟游县建筑垃圾倾倒场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有关内容及评价结果进行第二次公布，本项

目为麟游县建筑垃圾倾倒场工程，建设地点位于

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九成宫镇城关村长虫沟，项

目性质为新建，项目规划用地 61.9 亩。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zo163UVFFqnBWxKEBCfC1A，提取码：pvso。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jut7k8JzVBdpUocecFYdKA，提取码：fnls。建设单

位为麟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系方式：句工 

13609273353。单位名称为陕西优和安环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联系方式：田总 029-85458988。

公众提出意见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2 月 6 日。

               麟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11 月 22 日

麟游县建筑垃圾倾倒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 (2019) 陕 0304 执恢 56 号执行

裁定书和 (2019) 陕 0304 执恢 56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登记在高

伟名下位于渭滨区公园路 154 号院 1 号楼 4 单元 5 号 ( 建筑面

积 76.6 平方米 ) 的不动产须依法转移登记。我局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现公告宝鸡市房权

证渭滨区字第 036946 号房屋所有权证书作废。

                                 宝鸡市不动产登记局

                                  2019 年 11 月 26 日

我行拟采用公开竞价方式转让我行对宝鸡市至源石油机
械有限公司不良资产清收已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合法债权，
如有意向购买，请于 2019 年 12 月 9日前与我行联系人联系。
对于合格意向性买方，我行将邀请参加不良债权转让竞价。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917-3453258   18691760848
电子邮箱：zhangweibj@cmbchina.com
联系地址：宝鸡市金台大道 12 号招商银行宝鸡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行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宝鸡市不动产登记局公告
宝市不动产权字 (2019) 第 21 号

* 李 文 超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24199108260050。

* 王 春 芳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03195501060020。

* 田 永 锋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21198202074816。

* 杨 培 培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02198905244528。

* 李晓雯丢失宝鸡市德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房款收款收据三张，号码分别
为：7049630、7049664、6126299。

* 宝 鸡 市 金 台 区 懿 晨 小 吃 店 丢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号 码 为：
92610303MA6XC7PU7E。

* 仲 天 明 丢 失 残 疾 证， 号 码 为：
61032119600514341444。

* 闵 亚 兰 丢 失 残 疾 证， 号 码 为：
61032119891102134644。

* 刘子义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
P610028845。

* 杨鸿伟丢失契税、办证费收款收据
一张，号码为：0609522。

* 宝鸡市高新区优加优餐饮店丢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号码为：
610301630098924。

* 刘 春 义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02196508153017。

* 张 天 怀 丢 失 残 疾 证， 号 码 为：
61032119590422111444。

* 张 胜 权 丢 失 残 疾 证， 号 码 为：
61030319650304161044。

* 朱 小 利 丢 失 残 疾 证， 号 码 为：
61032119680811111744。

* 宝鸡市金台区鸿福家园农家乐
丢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号 码 为：
92610303MA6XAB1J4C。

* 赵 忠 亚 丢 失 残 疾 证， 号 码 为：
61032319680108053341。

宝鸡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传统

文化积淀深厚，社火就是其中一种

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1958 年春节，

李继友第一次见到西府社火，在震耳

欲聋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他看到社

火游演者装扮成各类人物，有的骑大

马、执兵器，威武英俊，有的跑旱船、

扮青衣，轻盈如燕，有的扮丑角、装鬼

怪，上蹿下跳，特别是一张张生动而

夸张的脸谱令他如痴如醉。爱好绘

画的李继友从此迷恋上了社火脸谱

研究，也与宝鸡这片热土结下了不

解之缘。

每年正月里的社火游演是李继友

最期盼的活动，他跟在游演队伍后面，

从乡村跟到城里，再从城里跟到乡村，

边看边问边描摹社火脸谱。不仅如此，

他还在平日里挤出时间走村串户，寻

访民间老艺人，讨教社火脸谱粉本和画

法，逐渐成为小有名气的社火脸谱“化

妆师”。

1982 年，李继友从多年来收集的社

火脸谱中精选出 200 多幅，寄往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该社民间美术编辑室主

任叶文熹看到后，专程赶到宝鸡采访李

继友，并在该社出版的《实用美术》杂志

上，对社火脸谱做了介绍。在叶文熹的

帮助下，李继友编著的《中国陕西社火

脸谱》一书出版发行。

李继友在社火脸谱研究中，既尊

崇传统，又大胆创新。1984 年，他将社

火脸谱与马勺相结合，第一次创作出

以蚩尤为图案的社火马勺脸谱。1985

年，李继友携社火马勺脸谱赴北京参

加“宝鸡民间美术展览”，著名木刻版

画家、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古元看

到后称赞“在马勺上画脸谱是个好点

子”，并建议李继友“不要光画蚩尤，

要将更多的社火脸谱画在马勺上，形

成系列”。著名画家黄永玉也对李继友

绘制的社火马勺脸谱大加赞赏，鼓励

他继续努力，不断取得新成绩。1987

年，著名美学家、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

副院长王朝闻来到李继友家，参观了

社火马勺脸谱的绘制过程，他激动地

说：“现在一些人总认为，抽象艺术是

从西方传来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民间

就存在抽象艺术。马勺脸谱就是一个

典型代表。”并为李继友题词：“在继承

社火脸谱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艺

术——马勺脸谱，可喜可贺。”

李继友的社火马勺脸谱逐渐得到

了认可和赞誉，他以此为鞭策，创作出

更多精品力作，不仅在国内屡获大奖，

还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赴日本、法国、

巴西、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展出，并被确定为外事礼品，获得两项

国家专利。

随着对社火马勺脸谱研究的深入，

李继友又出版了《民间社火脸谱》《李继

友社火马勺》等专著，发表了《蚩尤与蚩

尤马勺》《我与马勺脸谱》等论文。他还

多次应邀到香港、巴黎等地讲学，进行

社火马勺脸谱绘制表演。

1990 年退休后，李继友把时间和

精力都投入到社火马勺脸谱的研究和

创作上，截至目前，共创作直径 20 厘米

以上的社火马勺脸谱 6000 多个，直径

20厘米以下的社火马勺脸谱6万多个。

在他的带动下，他的老伴和两个女儿

都学会了社火马勺脸谱的绘制，成为

他的得力助手。二女儿李舸被确定为

“马勺李”第二代传人。李继友说：“相

信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

社火马勺脸谱这朵蓓蕾初绽的艺术之

花，一定会在中国民间艺术园地越开

越鲜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