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赛部分获奖名单

集美区盛光社区盛之光街舞队
梧村街道文屏社区舞蹈队

厦门追梦人街舞队

开元街道同心舞蹈队
（95961票）

厦门追梦人街舞队

（91688票）

厦门市红晚霞舞蹈队
（48656票）

金
奖

最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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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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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晋君通讯员陈燕评

11月5日下午，厦门五一广场

回荡着热情奔放的音乐，2023年

厦门市中老年街舞大赛总决赛在

这里举行，老年朋友在舞台上活

力四射，尽享街舞带来的快乐。

参赛队伍多
53支队伍280名选手参赛

为庆祝2023年老年节，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

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和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丰富老年

人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老年友好

型社会建设，在厦门市老龄工作

委员会指导下，厦门市老年活动

中心联合厦门市老年基金会于7

月启动2023年厦门市中老年街舞

大赛。本次大赛总决赛由厦门市

排舞协会、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各

区老年（老干部）活动中心、各区

老年福利协会承办。

大赛共有53支队伍、280名中

老年选手报名参加，年龄最大的

65周岁、最小的46周岁，平均年龄

59周岁。根据大赛组委会的工作

安排，于7月中旬先后6次在市老

年活动中心对赛事6首比赛推广

曲目进行集中培训。

大赛人气高
总访量57万、总票数约65万

市老年活动中心组织参赛队

伍在10月19日进行线上初赛，评

出初选名次，22日组委会对初赛

成绩前18名的队伍进行线下指

导；10月26日至11月2日进行线

上投票。根据线上初赛及投票两

个环节的成绩，最终筛选出18支

队伍、101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

评出金奖3名、银奖6名、铜奖9名

和人气奖3名。此次大赛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在线上投票环节，大

赛活动总访问量达572295，总票

数647644。

市老年活动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次大赛是推广中老年文

体活动新的尝试，厦门此前没有

举办过中老年人街舞比赛，中心

创新地让老年人尝试跳年轻人

的舞蹈，比赛参加的队伍多、影

响力大、影响面广，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希望助学基金
资助陕甘学子
晨报讯（记者 谢祯 通讯员

王双成）由福建省粉红力量妇女

儿童帮扶基金会与厦门南洋学

院联合主办的南洋学院希望助

学基金启动仪式暨粉红力量理

事会联谊国风盛典活动近日在

厦门举行。

作为南洋学院希望助学基

金首期公益项目，福建省粉红力

量妇女儿童帮扶基金会计划联

合厦门南洋学院及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帮助100名陕甘贫困地

区的学子来到厦门，走进南洋学

院完成学业，并会为他们提供相

应的岗位。

“在爱的世界行走”是福建

省粉红力量妇女儿童帮扶基金

会秉持的理念，基金会自2004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开展都市女

性和偏远山区留守儿童帮扶，从

早期的倡导女性健康，到现在关

注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等，开

展了多个公益项目。粉红力量

公益基金还培养专业心理干预

志愿者团队，服务更多的女性和

留守儿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同时，粉红力量妇女儿童帮扶基

金会还资助福建省公益传播班，

以此支持培养公益人才。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2023

年度厦门市文艺发展专项资金

资助项目“七·漆之美”——中华

非遗古琴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将

于11月12日至12月10日在海峡

风展厅（湖里大道33号3楼）举办。

本活动由福建钧天南薰文

化创意有限公司、厦门城市职业

学院影视动画学院联合主办。

将举办中华非遗古琴展、名家论

坛、非遗“漂漆”分享会、非遗“古

琴艺术”分享会、东方花道分享

会等活动。活动名家云集，包括

福建省漆画艺委会副主任、福建

省工艺美术大师吴嘉诠，南薰琴

院创始人何君艺，中国琴会副秘

书长路宁，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影

视动画学院副院长吴师彦等。

市民可扫二维码联系孙老

师预约参与古琴、书法、花艺、茶

艺等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为传

承“厦语片”文化，推动厦语片与

华语片电影产业融合发展，

2023第三届“后厦语片时代”主

题研讨暨“经典永流传”戏曲电

影露天展映惠民周活动10月31

日至11月6日在思明区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

会海峡两岸电影交流工作委员

会、福建省电影家协会、厦门市

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厦门

市思明区闽台文化交流中心、厦

门市思明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承

办，福建省电影动画协会、两门

狮（厦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厦

门市领航柘里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执行。

11月 1日上午，2023第三

届“后厦语片时代”之“厦语片与

华语片电影产业融合发展”主题

研讨活动在厦门华侨大厦举

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山

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山西省委

联系服务的高级专家、国家一级

编剧杨志刚，广东省电影家协会

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国家一级

编剧董丹弟，第三届“美丽中国”

电影剧本征集终评委、贵州省委

宣传部重点主题出版物电影剧

本集《光影华章》主编兼电影编

审陈常青，中国电影家协会海峽

两岸电影交流工作委员会常务

副会长、秘书长邓晨曦分别进行

主题发言，就“厦语片”电影创作

的硬核、“厦语片”电影剧本审读

中的问题和现象、从“厦语片”电

影鉴赏角度谈剧本创作等方面

进行深度阐释，引来阵阵掌声。

此外，10月31日至11月6

日每晚7点，主办方还在龙山文

创园开展“经典永流传”戏曲电

影露天展映惠民周活动，共展映

闽南高甲戏曲《玉珠串》等7部

电影，受到市民欢迎。

舞出年轻态 跳出健康美
2023年厦门市中老年街舞大赛总决赛11月5日举行

2023第三届“后厦语片时代”主题研讨活动举行

专家纵论“厦语片”电影发展

邀您感受非遗古琴艺术之美

集美区盛光社区盛之光街

舞队获得大赛第一名。领队柯

海虹告诉记者，她们的队员最

大年龄63岁，平均年龄58岁，第

一次尝试跳街舞，对年龄大的

人来说确实有难度。“最开始，

我们把音乐速度调慢到0.8倍，

再到0.9倍，到1倍，循序渐进。”

柯海虹说，她们初赛获得

第四名。还有3天就要进行决

赛时，突然一名队员受伤不能

参赛，于是只好重新编排队

形。“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实现

突破，最终取得第一名。”

翔安区老年活动中心主任

李丽英告诉记者，翔安区组织

了十几支队伍参加培训和初

赛，有四支队伍脱颖而出进入

决赛，其中翔安区马巷街道老

体协代表队获得初赛第一名。

“由于翔安区老年活动中心没

有场地，我们平时借用镇街的

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为老人提供活动平台。”

集美区盛光社区盛之光街舞队：

初赛第四 决赛夺冠

翔安区老年活动中心：

全区组织十几支队伍参赛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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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主题研讨活动的嘉宾与电影专家等合影。

老年朋友跳街舞魅力四射。记者唐光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