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赣州经开

区 的 一 家 智 能 制 造

企业，工人在焊接安

装“ 智 慧 车 间 ”电 气

设 备 和 管 网 线 路 。

近年来，赣州市加速

推 动 传 统 产 业 数 字

化转型和智能制造，

打 造 了 一 批 数 字 工

厂 、数 字 车 间 、数 字

产线。目前，全市上

云企业超 80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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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南昌的大街小巷已是柳披新绿、

树发新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此

时，南昌市西湖区南浦街道象山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的一间教室里，74 岁的陈言人正

在给一群孩子义务讲解初中物理课程。教室

一隅，妻子伍学花安静地坐着。她中等身材、

一头黑发，满脸慈祥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1975 年，当时只有 20 岁的伍学花，开始

帮助一名学生。48 年来，无论是工作调动还

是退休，甚至是遭遇车祸后，她一直在助学和

助人的道路上坚定前行。她用毕生的心血，

浇灌祖国的花朵，64 个受到帮助和资助的孩

子亲切地称呼她为“伍妈妈”。2019 年 3 月，

陈言人、伍学花入选中央文明办发布的“中国

好人榜”。

一份爱心点亮一盏明灯

伍学花是不幸的。1955 年出生于星子

县（现为庐山市辖区）的她，母亲罹患先天性

智力障碍，3 个哥哥夭折，2 个妹妹残疾。悲

伤过度的父亲又患重病，长年卧床不起。童

年时代，伍学花为了不让家人饿死，一个人出

门为全家人讨饭吃，尝尽人间艰辛。

伍学花又是幸运的。在街坊邻里的帮助

下，伍学花渐渐长大。1970 年，当时住地居

委会主任吴月莉，以党员身份担保，让年仅

15 岁的伍学花进入星子针织厂工作。进厂

第二年，伍学花父亲病故。又是吴月莉，忙前

忙后。许多年后，伍学花依然清晰记得安葬

父亲的那天，吴月莉摸着她的头说：“孩子，你

要为自己争口气，长大后要回报社会。”

这句话深深烙在伍学花的心里。自食其

力的她发奋工作，别人每天织 30 双手套，她

织 60 双，成了厂里的标兵、县里的劳模。感

念吴月莉和许多好心人的帮助，她只要有机

会就帮助身边的人。

1975 年，伍学花开始帮助一名失去父母

照顾的学生。此后，无论是在九江还是南昌，

她 坚 持 资 助 贫 困 学 生 ，先 后 资 助 了 64 人 。

如今，这些孩子有的还在读书，有的已经步

入社会。

从 2017 年 9 月开始，已经退休多年的伍

学花夫妇，在居住地南浦街道象山社区创办

辅导班，义务帮助家庭困难的孩子补习数学

和物理。“我第一次接到伍老师的电话，还以

为是骗子，不相信会有人免费为孩子补习功

课。后来，在社区干部介绍下我送孩子去补

习。他们不仅免费补习功课，还给孩子们买

吃的和学习用品。”谈起伍学花夫妇，学生家

长王玮感慨道。

后来，陈言人、伍学花夫妇搬到南昌高新

区居住。为了这个辅导班，年事已高的老两

口坚持每个周末坐 5 路公交车，途经 20 站来

到南浦街道上课。

一束微光聚为一团火焰

“我以前从未想过会在退休后从事公益

事业。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学花对

公益事业的执着和热爱感动了我。”陈言人这

样告诉记者。

做 公 益 事 业 ，伍 学 花 有 一 份 特 别 的 执

着。1992 年，夫妻俩先后被调到南昌工作。

由 于 单 位 效 益 不 好 ，没 两 年 伍 学 花 就 下 岗

了。下岗 8 年后，她才领到每月 900 元的退

休金。即便现在，全年的退休金也才 2 万多

元，可她每年捐资就达 1万多元。

1998 年，伍学花遭遇严重车祸，落下残

疾和后遗症，常常出现剧烈头痛。生活的磨

难并没有消磨她坚持做公益的热情，相反，她

更加投入了。

头不痛的时候，伍学花白天出去做钟点

工和护工挣钱，下了班又织毛衣到深夜，为的

是挣点手工钱，尽可能多地去资助贫困学子，

帮助孤寡老人和残疾人。

当记者问及现在帮助困难家庭孩子补课

和之前在学校教书 有 什 么 不 同 时 ，陈 言 人

说：“相同的是一份责任，不同的是心境。退

休了还能够发挥余热、服务社会，帮助孩子

们走出困境，让我有种被需要的感觉，很有成

就感。”

受到鼓舞的除了家人，还有身边人。今

年 71 岁的廖金妹感慨于伍学花夫妇爱心奉

献润物无声的力量，加入助人为乐的行动。

廖金妹说：“跟着伍老师出去帮助别人，感觉

自己年轻了许多，有力量了许多。”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18 年，伍学花

暖心志愿服务队成立，更多学生家长、街坊邻

居、身边朋友不断加入。南浦街道党工委委

员黄会明介绍：“暖心志愿服务队已经从一个

人做好事，发展到有 100 多人一起为社会奉

献爱心，一束微光汇聚为一团火焰。”

一种信念成就一生幸福

谈起自己的婚姻，伍学花夫妇笑得合不

拢 嘴 。 伍 学 花 说 ：“ 我 找 爱 人 是 姜 太 公 钓

鱼——愿者上钩。”

1973 年，伍学花结识了陈言人。当时，

陈言人身上只有回九江的一元零五分钱的路

费，却大着胆子到星子县（现为庐山市辖区）

伍学花的家里向她求婚。

天性不怕穷、不怕苦的伍学花被感动了，

决心守护好这个家庭的伍学花对陈言人说：

“你口头承诺，我担心你做不到。你如果能做

到一辈子爱我，能跟我白头到老，就写一张承

诺书吧。”陈言人听后，点点头，写下了一张承

诺书。这个承诺，他坚守了一辈子。

在漫长的岁月中，伍学花坚持做公益，出

去照顾别人，陈言人则默默照顾她，挑起家庭

的重担。两口子经济条件一直不好，做公益

事业开支大，陈言人也曾有过不理解，但几次

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他懂得，奉献爱心

已成为妻子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伍学花和陈言人的影响下，一家人和

睦相处、和谐美满。2018 年，伍学花一家荣

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此后，伍学花前进的脚步并未停歇。尽

管只上过两年小学，但她坚持看书、自学文

化。有一天，孙女跟她说：“奶奶，你的故事很

感人。你可以把故事写成一本书，把这份爱

心传递给更多人。”伍学花决定克服一切困

难，动手写自己的故事。

她每天凌晨 4 时起床，用废纸和包装盒

打草稿。因为自己文字功底弱，书稿进展缓

慢。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伍学花

备受鼓舞：只要用心做，就一定能成功。2022
年，一本 60 多万字的《中国好人：64 个孩子的

妈妈》出版。

陈言人说：“感恩老天爷送我一个有责

任、有担当，勤俭持家、善良的好妻子，让我沐

浴家庭的温暖，我一定会在公益事业的道路

上继续走下去。”

伍学花说：“我的人生选择了一条最难的

路，却又是最幸福的路——一辈子做好事。”

寒冬更知春风暖，是助人为乐的信念成

就了他们一生的幸福。

与陈言人、伍学花夫妇握手话别后，我们

走出房间。屋外阳光明媚，耳边飘来一曲老

歌《好大一棵树》。是的，正如歌词所唱的那

样：“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4 月 6 日，2023 全省

艺术创作工作会议在南

昌 召开，为 2023 年艺术

创作划重点、总动员；同

日晚，第八届江西艺术节

优 秀 成 果 展 演 举 行 ，戏

剧、音乐、舞蹈、说唱……

以 充 沛 的 激 情 、生 动 的

笔 触 、优 美 的 旋 律 为 大

众献上一场华丽的文化

盛 宴 。 回 顾 与 展 望 ，我

省 文 艺 工 作 者 一 往 无

前，干劲十足。

总结：艺术节
异彩纷呈

意 气 风 发 、继 往 开

来 。 一 日 两 会 ，正 是 为

了 表 彰 先 进 ，更 好 探 索

新的一年如何干。从第

八 届 艺 术 节 展 演 成 果

看 ，我 省 文 艺 工 作 者 守

正 创 新 ，推 出 了 一 大 批

反 映 时 代 新 气 象 、讴 歌

人 民 新 创 造 ，体 现 赣 鄱

风 韵 、讲 好 江 西 故 事 的

优秀文艺作品。

在 戏 剧 方 面 ，赣 南

艺术创作研究所创排的

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代表了我省当前

舞台艺术的最高水准，斩获中宣部第十六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主演杨俊获第十

七届“文华表演奖”，被专家盛赞为“无愧于当下

红色题材的高光突破”；省赣剧院创排的青春

版·赣剧《红楼梦》，以独特的构思再现文学经

典，一经亮相便“出圈”绽放；南昌市文化艺术中

心复排的南昌采茶戏《南瓜记》，地域特色浓郁，

让传统“老戏”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在音乐、

舞蹈等方面，涌现了原创音乐《你笑起来真好

看》《这里是红军的老家》《青春期愿》，舞蹈《心

底 的 爱》《乡 戏》《跟 着 你 到 天 边》等 一 批 优 秀

作品。

回顾第八届江西艺术节，可看到“文化发展

为人民，文化成果人民共享”的轨迹。本次艺术

节加大了惠民举措，所有展演、展览、讲座活动，

均以公益免费参加为主，有效吸引了广大群众

走进剧场、走进展览馆、走进艺术节现场，接受

艺术熏陶。“江山壮丽 大美赣鄱”主题美术书法

摄影创作展、“峥嵘印迹——纪念八一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95 周年全

国 版 画 作 品 展 ”期 间 ，平 均 每 天 都 有 近 千 人

观展。

一代演员吸引一代观众，一代观众造就、滋

养一代演员。一大批中青年艺术人才成长起来

了。担纲青春版·赣剧《红楼梦》“十二金钗”角色

的全部都是省赣剧院的青年演员，不少还是“赣

七班”毕业不久的学员，平均年龄只有 25岁；他们

在舞台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尤其是林黛玉的扮演

者朱莹莹更为抢眼，其生动的表演、扎实的功底，

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好评，个人也入选了全国戏

曲表演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还有抚州市文化艺

术发展中心复排的采茶戏《白蛇传》，全体演员和

现场伴奏乐队人员平均年龄 19岁，均出自抚州市

政府委托抚州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地方戏曲专

业班，其中，白蛇扮演者周芷倩凭借唱念做打的

精湛技艺，“圈粉”了众多青年观众。

展望：2023年艺术创作这么干

乘势而上、勇毅前行。第八届江西艺术节

时间跨度长、形式好看、内容丰富，让观众感受

到新时代我省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进入 2023
年，江西艺术创作怎么干？“划重点，高质量发展

是关键。”“接下来，要打造一批有站位、有温度、

有创新、有赣味的文化艺术精品，用独具江西特

色、江西风格、江西气派的文艺作品唱响‘风景

独好’江西品牌。”省文旅厅负责人表示。

全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提出，“以实施文艺

精品创作质量提升工程为抓手，持续加大创作

扶持、整合创作力量，实施创作名曲、编排名剧、

推出名作、选树名家‘四名工程’”。即每年创作

一首艺术歌曲和一首流行歌曲，在旅发大会首

发，为江西留下名曲；每年推出一部经典舞台剧

目，为时代打造好剧；每年推出一批优秀展览，

创作一批优秀作品，为时代留下名作；让江西涌

现出更多的时代艺术名家。

为此，全省艺术创作战线加紧梳理艺术资

源，摸清家底，建立全省优秀艺术资源库，保存

濒危剧种数字资源，搭建资源数据共享平台，实

现院团之间、美术馆之间馆藏资源整合和共享，

提高艺术资源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在文化溯

源上，聚焦“江西画派”“江西戏曲”，研究其渊

源、传承和发展，形成研究成果，推出艺术精品，

打造品牌；在资源普查上，建立全省美术馆、画

院、文艺院团、剧场信息库、美术藏品库、优秀剧

目库、艺术人才库等，并推动省美术馆数字化建

设，助力舞台艺术业态创新和剧场数字化升级，

促进优秀作品网络传播。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3 月以

来，我省不断加强文旅产品供给，艺术创作有声

有色，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入选文旅部

“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并在中央歌

剧院连续展演两场；《峥嵘印迹——红色经典全

国版画作品展》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传

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接下来，全省还将实施

艺术大交流大比拼，进一步完善基金支持机制、

艺术评价机制、人才培育机制和艺术作品宣传

推介机制，让江西艺术更好地走出江西、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六十四个孩子的“妈妈”
本报全媒体记者 林 雍 宋思嘉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正在海口

市举行，展览面积、品牌数量等指标更胜往

届。这场聚焦消费精品的国家级展会，集中

反映了当前市场对优质供给的巨大需求。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消博会上各

种商品琳琅满目，五彩缤纷，“中国红”“黑科

技”“绿消费”“粉展台”尤为引人注目，为观察

中国消费潮流提供了一个窗口。

国货走俏撑起“中国红”

在 2 万平方米的消博会国内展区里，全

国各省区市组团参展，一大批老字号、国货精

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彩亮相，推动更多

中国优质消费品走向世界。

北京展馆雍容大气的“中国红”色彩格外

抢眼，馆内既有王致和、一得阁等中华老字号

亮相，也有泡泡玛特、小狗电器等新国货展

出，引来众人观看。

位 于 8 号 馆 的 漳 州 片 仔 癀 展 区 也 凸 显

“中国红”元素，仿古建筑外形的展台内，药

品、化妆品、保健品等产品纷纷亮相。“大众可

能觉得片仔癀是传统中成药，很‘老’，但我们

正在通过不断创新，塑造品牌年轻化形象。”

片仔癀展区负责人林靖宜说，消博会聚集全

球消费资源，是其进入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

通道。

国货走俏，凭借的不只是深厚的历史底

蕴，更有时尚的原创风格和全新的“澎湃动

力”。中国品牌的竞争力、美誉度与日俱增，

向外不断走向世界，向内不断“俘获”新一代

的消费者。新华网以“得物 App”为研究样本

发布的《国潮品牌年轻消费洞察报告》显示，

近 10 年，“国潮”热度增长超 5 倍，78.5%的消

费者更偏好选择中国品牌，“90 后”“00 后”贡

献了 74%的“国潮”消费。

创新时尚彰显“黑科技”

突出科技创新一直是消博会的鲜明特

色。四肢灵活、能扫地会做饭的人形机器人；

可识别气味、能走路爬坡的 AI 巡检“机器

狗”……本届消博会上，众多“黑科技”产品赚

足眼球。

许多产品与寻常百姓生活并不遥远。首

次参展消博会的德国知名清洁品牌卡赫带来

了多款新产品，如高温灭菌蒸汽清洁机、可

“压扁”的旅行用清洁机等，引领家庭深度清

洁风尚。

不仅消费产品越来越注重科技创新，消

费服务的手段也随技术进步不断变革。在美

团展台，一块“零售大屏”展示了美团在本地

生活服务领域的数字化能力，旁边摆放着无

人机、自动配送车等设备。

健康低碳激活“绿消费”

从沙滩露天原生态时装T台秀场，到会议

活动绿色屏幕及手册封面；从模拟野外空间的

绿色布景，到一系列主打低碳环保概念的产品

陈列，本届消博会上绿色元素随处可见。

透过消博会可以发现，在“双碳”目标背

景下，绿色消费正全面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各行各业品牌都在积极探索适合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消博会期间举行的“推动以竹代塑 促

进绿色消费”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视

频致辞时表示，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

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引导商贸流通主体与竹

制品龙头企业产销协同、供需对接，同时加强

宣传推广，传递绿色发展理念，鼓励绿色消

费，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她经济”带火“粉展台”

消费强劲复苏势头下，国内消费市场尤

其是女性消费在旅游、餐饮、教育、美妆、家

居、服饰等领域的消费主导地位愈发凸显，

“她经济”正深刻影响着消费市场的变革和发

展趋势。

粉色的广告牌、粉色的花树点缀、粉色的

产品包装……在以女性为主要客户群的产品

区，特别是化妆品、奢侈品等展台前，女性观

展人群络绎不绝。专程从上海来观展的李女

士，是从事美妆产品销售的个体户。“‘悦己’人

群逐渐扩大，‘悦己’型消费渐成‘刚需’，我已

经有了初步意向，准备和一家品牌签约进货。”

“未来美妆、珠宝市场前景广阔。”安永大

中华战略与发展主管合伙人谢佳扬说，近年

来，女性购买珠宝首饰奢侈品以及美妆护肤

更多是满足“悦己”需要，而且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消费场景日趋多元化。参展消博

会的多位国外嘉宾表示，中国女性消费力量

为全球消费市场增添新动能，多个国际品牌

愈发重视开发中国女性消费市场。

（据新华社海口4月 13日电）

从五彩缤纷消博会看中国消费新潮流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吴茂辉 袁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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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学花、陈言人夫妇（后排两位）和义务辅导的孩子们在一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