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付付
强强）“开设傩舞课程后，培养

了 学 生 的 兴 趣 特 长 ，还 更 好

地传承和弘扬非遗文化。”日

前 ，萍 乡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彭

高 镇 丰 泉 小 学 特 聘 老 师 、省

级傩文化传承人温合宏向江

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

频道表示。

自“双减”政策全面实施

以 来 ，当 地 因 地 制 宜 挖 掘 地

方 文 化 ，增 设 了 傩 舞 课 程 。

上课时，“小傩师”们头戴面

具，身披彩衣，跳起傩舞。自

开 设 该 课 程 以 来 ，当 地 培 养

了上千名“小傩师”，其中 2 人

成为省级傩舞传承人。

非遗课程进校园

老师在教学生跳傩舞。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付强摄

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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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党
报帮你办”抖音号
和今日头条号。你
有投诉困难，我们
帮办帮问。

勿违背创建文明城市的初衷
付 强

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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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侯侯
艺松艺松）“现在小孩不敢去山塘

水 库 游 泳 了 ，我 们 家 长 更 放

心。”近日，会昌县小密乡莲

塘村村民钟建生高兴地向江

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

频道反映。

为有效防范溺水事故发

生 ，小 密 乡 结 合 辖 区 内 水 域

分布情况，对 24 个水域安装

了摄像头和“云喇叭”，一旦

发 现 有 人 进 入 危 险 水 域 ，巡

查人员第一时间用“云喇叭”

提 醒 劝 离 ，并 通 知 村 里 的 网

格 员 到 现 场 进 行 教 育 ，做 到

人防、技防、物防同步发力、

一 体 推 进 ，坚 决 守 好 防 溺 水

安全防线。

同步发力防溺水

网格员查看山塘水库情况。
通讯员 刘兆春刘兆春摄

暑期安全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陈陈
璋璋）“现在管护河湖全部使用

手 机 软 件 ，管 护 工 作 实 现 智

慧化。”近日，铜鼓县温泉镇

温泉村干部向江西新闻客户

端“党报帮你办”频道表示。

近 年 来 ，温 泉 镇 全 面 实

施 水 域 综 合 治 理 ，设 立 镇 村

两级河长、湖长、巡查员、护

河 员 和 义 务 监 督 员 ，把 全 镇

14 名河长全部纳入“掌上河

湖”平台管理，实现河湖管护

智慧化、数字化、常态化。

河湖管护智慧化
环境保护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洪洪
怀峰怀峰）近日，樟树市刘公庙镇

天佑社区居民向江西新闻客

户 端“ 党 报 帮 你 办 ”频 道 反

映 ，平 日 大 家 常 去 镇 上 的 篮

球场运动，但由于年久失修，

篮 球 架 锈 迹 斑 斑 ，球 场 地 面

也 坑 洼 不 平 ，不 仅 影 响 居 民

休闲健身，还存在安全隐患。

对 此 ，刘 公 庙 镇 政 府 和

天佑社区筹集资金重新规划

建设篮球场。新篮球场不仅

安 装 了 照 明 设 备 ，还 添 置 了

观 众 席 座 椅 、健 身 器 材 等 设

施。“家门口有了新篮球场，

今后健身有了好去处。”天佑

社区居民刘阳感到开心。

群众健身有去处

施工人员在安装篮球架。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摄

社区善治

日前，为创建文明城市，陕西省汉中市、黑龙江省伊春市的相关

人员铲除商户玻璃门上的红字引发社会关注。商户们表示，红字是

对经营内容的解释，并未影响市容，铲除之后消费者很难直观了解

商店卖什么。相关人员则回应，这是上级创文部门的统一要求，等

创文结束红字可以再贴上，否则有可能被扣分。

梳理不难发现，今年以来，类似咄咄怪事频频在各地上演——

从撕走沿街商户的春联，到撤走孩子写作业的书桌，再到铲掉玻璃

门上的红字，这些事件被媒体曝光后，无一例外是有关部门道歉或

整改。好端端的文明城市创建，为何会走形变样，演变成以整治市

容为名，行扰民之实的闹剧，归根结底还是个别地方的政绩观发生

了扭曲，以致出现了形式主义。显然，以不文明的方式来创建文明，

甚至索要“文明”，与创建文明城市的初衷背道而驰、本末倒置。

毋庸赘言，文明城市创建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里子——让

城市更美丽，让城市更文明，让人民更幸福。只有坚持人民至上，设

定务实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才能让群众在城市发展中收获实实

在在的幸福感，实现创建文明城市的初衷。

近年来，我省对技能人才的培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技能人才已成为支撑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本报从今日起开设“技能成
才 匠心筑梦”专栏，推出系列报道，充分展示我省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赣鄱工匠、江西省技术能手、江西省能工巧匠等高技能人才锐意进
取、奋发有为的良好精神风貌和成才故事，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开
栏
的
话

夏日，骄阳似火。7 月 11 日上午，位

于九江市浔阳区滨江东路的中铁九桥工

程有限公司焊接车间内焊花飞溅、热火

朝天，多名女电焊工穿着厚厚的灰色工

作服，在狭窄的作业空间、50℃以上的闷

热环境中，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豆大的汗

珠从她们脸上不停滴落。记者在现场只

停留了几分钟，浑身就湿透了。

这是活跃在我国桥梁战线的第一支

“女子电焊突击队”，队伍的领头人叫王

中美。今年 42 岁的她，依然记得 1993 年

1 月 16 日，九江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时的

场景——整个桥面人山人海，到处是风

格迥异的大彩车，各式各样的条幅。她

的父亲是一名电焊工，也是大桥建设者，

被众人视为英雄，这为王中美后来继承

父业埋下了理想的种子。

2001 年，王中美进入中铁九桥工程

有 限 公 司 工 作 ，如 愿 成 为 一 名 电 焊 工 。

然 而 ，异 常 艰 苦 的 工 作 环 境 ，使 得 与 王

中美同期进厂干电焊的 7 名女工先后转

行，她的信念也有些动摇。“既然选择做

一 件 事 ，就 要 坚 持 下 来 。 做 好 焊 接 工

作 ，基 础 很 重 要 。 你 不 只 是 在 烧 焊 条 ，

而 是 在 捍 卫 一 座 大 桥 的 生 命 ！”父 亲 的

鼓 励 ，让 王 中 美 认 识 到 焊 接 的 重 要 性 ，

她 咬 牙 坚 持 ，苦 练 手 法 ，钻 研 技 术 。 当

看到自己焊出的焊缝越来越均匀、成型

越 来 越 漂 亮 、得 到 工 友 们 肯 定 后 ，她 找

到了工作的乐趣。

2010 年夏天，王中美带领突击队紧

急赶赴京福高铁铜陵长江大桥工地。这

里作业环境超过 60℃，又闷又热，她常常

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她专挑难度大的

施焊部位，稍好一点的施焊部位安排给

工友完成。有一次为了抢工期，连续两

天作业的她热晕在现场，休息几天又回

到了工作岗位。“我是女子电焊突击队队

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

上谁上！”近年来，王中美带领工班屡次

在桥梁施焊攻坚中大显身手，先后参加

了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

江大桥、铜陵长江大桥等 60 多座世界一

流桥梁的焊接和前期焊接试验任务，平

均每年使用近千公斤焊丝、近万根焊条

……宝剑锋从磨砺出，王中美焊接的产

品一次性探伤合格率达 99%，驻厂代表、

监理亲切地喊她“免检王”。

在刻苦工作的同时，王中美特别重

视开拓创新。2009 年，在武汉天兴洲大

桥压重区横梁肋板熔透焊接时，按照当

时 传 统 的 双 面 坡 口 工 艺 ，焊 后 变 形 很

大。王中美大胆找监理说明原因，突破

固有经验和传统，将厚度 16 至 28 毫米钢

板的熔透焊接，由传统的开双面坡口焊

接工法，改为开单面坡口焊接工法，有效

控制了杆件变形，工效提高了 50%，被命

名为“王中美焊接工法”，后来该工法在

众多项目中广泛应用。在“一带一路”重

点 项 目 —— 孟 加 拉 国 帕 德 玛 大 桥 建 设

中，她制定的海上接桩横位自动化焊接

专项工艺填补国内空白，为优质、高效完

成 该 桥 钢 管 桩 制 造 任 务 提 供 了 技 术 支

撑。

从事电焊工作 22 年，王中美从学徒

成长为一名高级技师，以技立业，务实创

新，攻克了许多焊接难题，取得 19 项创新

成果，多项工艺填补国内空白，先后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近几年，王中美利用自己在钢梁焊

接领域的专长，围绕施工现场技术难点

和热点，带领工友们相继开展 30 多项材

质实验和焊接攻关任务，利用工作室开

展面向一线职工的技能培训、考试等活

动 3600 多人次，不仅为企业培养出一大

批优秀电焊工，更为九江市各大职业高

校、工业园区企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在

王中美的徒弟中，多人成长为高级工、技

师。如今，其徒弟刘青接任了“女子电焊

突击队”队长职务，王中美则有了更多的

时间向着焊接空白领域进军，朝着新征

程再出发。

“巾帼焊将”王中美
邮箱：307237420@qq.com
微信号：307237420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王中美（右）正在做焊接试验。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付强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徐黎明）7 月 10
日，江西荣誉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付 建 强 来 到 南 昌 市 进 贤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送上一面锦旗，感谢消防救援人员保

障群众财产安全。

7 月 7 日 21 时，进贤县消防救援大队

接到求助，称位于张公镇赵村的养猪场供

水设备突发故障，导致 5000多头生猪饮水

困难。得知情况后，该大队立即调派两辆

消防车、9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养猪场。

此时，养猪场的猪舍中已有部分生

猪出现了无精打采、中暑晕厥等症状，有

的生猪甚至奄奄一息。付建强介绍，近

期进贤县持续高温，地下水位下降，又逢

该猪场水井的一个水泵发生故障，导致

无法正常供水，如果不及时为生猪降温

补水，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消防救

援人员立即铺设水带，经过 1 个多小时的

忙碌，终于将养猪场内 2 个蓄水罐和 1 个

蓄水池注满水，5000 多头猪得以及时降

温补水。

7 月 8 日至 10 日，进贤县消防救援大

队共计送水 150 吨，为 5000 头生猪送去

“救命水”。付建强说，5000 头猪的经济

价值达 1000 多万元，消防员送水解了猪

场的燃眉之急。目前，水泵已修复，养猪

场供水恢复正常。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蔡颖辉）7月9日，位

于南昌市青山北路与中大路之间的斗门路

上，东湖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环保水务

中队队员杨光在勘查下水管网的通畅情

况。就在日前，一辆满载施工泥浆的吸污车

悄悄驶入这条路，将超过4立方米的泥浆排

入下水管网中，为这处民生工程“添堵”。

“斗门路是一条尚未交付竣工的新

路，这些崭新的下水管道都还没使用过，

就被人堵了半截。”东湖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大队环保水务中队中队长朱黎明告

诉记者，5 月 26 日，执法队员接到施工人

员反映，有一辆排污车驶入斗门路，沿途

掀开道路旁的雨水排水渠盖，将管子伸进

去排污，一处渠口堵了就换一处继续排

污，性质非常恶劣。

执法队员立刻赶往现场，将一辆排污

车当场暂扣，制止了其违规排污行为。经

现场勘查，沿途多处雨水渠堵塞严重，主

管道内的泥浆则更多，外溢的泥水在路上

流淌得到处都是，污染了大片路面并散发

出难闻的气味。在询问司机后，执法队员

了解到，是车主舍不得缴纳处理费用，不

想将泥浆运至消纳场处理，在发现斗门路

尚未交付使用、路面人迹稀少后，怀着侥

幸心理，将泥浆运到路边倾倒。

“根据《南昌市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我们责令当

事人彻底清掏斗门路的下水管网，由第三

方检测公司出具水质检测报告，并处以罚

金 2.5 万元。”朱黎明表示，6 月 6 日，当事

人已完成清掏工作，水质检测合格后，于

7 月 4 日交清罚金。考虑到夏季暴雨较

多，为避免管道堵塞造成积水影响居民出

行，执法队员还进行“回头看”现场复查，

确保雨水排水管网正常运作。

给猪场送来150吨“救命水”，赞！

向下水管网排泥浆“添堵”，罚！

为帮忙照顾孙辈，一群老人离开故
土，成为陌生城市的外来人。在南昌市红
谷滩区凤凰洲街道老北站社区，就居住着
这样一群“老漂族”。由于生活不习惯、语
言不通、缺少朋友等，他们渐渐成了社区
里的“边缘人”……为此，社区建起了“老
漂族”驿站，帮助这些老人拓展朋友圈、融
入新家园，不仅让他们找到了归属感，还
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

放不下的儿女，回不去的家乡

7 月 10 日下午，家住老北站社区的李

求平接了才艺班下课的孙女回到家后，又

开始张罗一家 6口的晚饭。

李求平今年 59 岁，6 年前，在南昌定

居的儿子有了二孩，李求平便和老伴一

起，从湖南乡下来到南昌照顾孙辈，成了

“老漂族”的一员。

刚开始 ，李求平老两口听不懂南昌

话，难与别人沟通，感觉融不进这里，每天

过着接送孩子、买菜、做饭“三点一线”的

生活。

58 岁的杜三明来自甘肃，在南昌生活

了 4 年的他无奈地说，“故乡再好也难回，

孩子需要我啊。”

在老北站社区，像李求平和杜三明这

样的“老漂族”占常住人口的五分之一，是

一个不小的群体。“放不下儿女，道不尽乡

愁”，这是不少“老漂族”的心声。

老北站社区党委书记陶金龙说，对于

“老漂族”来说，一边是饮食、语言、社交、

地域等变化带来的失落感，一边是对第二

代、第三代付出的责任感，他们只能站在

生活天平的两端，努力去维持微妙的平衡。

社区建驿站，“老漂”有归属感

“ 小 孩 叫‘ 细 伢 子 ’，吃 饭 叫‘ 恰

饭’……”老北站社区“老漂族”驿站正在

上南昌方言课。教“老漂”们学方言的是

年过六旬的“热心肠”陈界齐。

从家人亲戚如何称呼，到日常起居如

何表达，“老漂”们不断打通语言关，突破

交流障碍。来自宁都的李金秀是第一次

来上课，虽同属江西，但客家话和南昌话

相差甚大。“学了南昌话，出门买菜都方便

多了！”

“ 对 于 随 迁 老 人 来 说 ，最 怕 的 是 心

不 安 、在 他 乡 的 感 觉 。 所 以 ，培 养 社 区

归 属 感 格 外 重 要 。”陶 金 龙 说 ，为 此 ，今

年 1 月 ，社 区 成 立 了“ 老 漂 族 ”驿 站 ，从

社会融入、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三个角

度 入 手 ，让“ 老 漂 ”们 更 好 地 融 入 社 区

新生活。

针对“老漂”们的语言难关 ，驿站定

期 举 办 南 昌 话 课 堂 ；针 对 生 活 难 关 ，志

愿 者 带 着 他 们 熟 悉 周 边 的 菜 场 、银 行 、

医 院 ，并 帮 忙 办 理 异 地 医 保 、养 老 转 移

等手续；根据他们的兴趣，组织舞蹈队、

柔力球队、书法班……这些活动，让“老

漂 ”们 出 了 家 门 ，这 些 来 自 五 湖 四 海 的

老 人 们 从 相 逢 相 聚 ，到 相 知 相 助 ，彼 此

成了好朋友。

成立志愿队，参与基层治理
“社区为我们搭建了交流互助的平

台，我们能为社区做些什么呢？”驿站成立

后，“老漂”们开始思考如何回馈社区，发

挥余热，于是他们成立了“老漂”志愿服务

队，并逐渐融入社区基层治理。

“刚开始，他们是受助者，慢慢成了助

人者。”陶金龙说，“老漂”志愿者时常开展

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督导、慰问辖区高龄

老人等活动，他们把“第二故乡”当成自己

的家，在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

“端午节时，我们为社区 80 岁以上的

老人包了粽子送上门。”李求平是志愿队

一员，“有了‘老漂族’驿站，我们才能过得

这么舒心，我们也想用自己的力量，将爱

传递给更多人。”

今 年 5 月 ，针 对 社 区 门 口 乱 停 车 现

象，社区召开“四方协商”，并将“老漂族”

作为了一方代表。陶金龙说：“在基层治

理中，让‘老漂’们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能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不仅是基层

社区，社会各界都应重视这个群体。只有

这样，才能让‘老漂’们真正身漂心安，让

他乡变故乡。”

南昌市凤凰洲街道老北站社区为外来老人打造驿站——

他乡变故乡“老漂族”融入新生活

消防车为养猪场供水。通讯员 李新杰摄

执法人员核查被排入污泥的雨污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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