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动式观展让历史 起来

7月 26日，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互动展区，游客正在裸

眼 3D剧场观看电影，通过 3D展示了解遗址文物……博物馆通过智能

化、互动性、沉浸式的全新观展方式，让文物“火”起来，历史“活”起来。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 雪摄

活

■ 责任编辑 罗云羽 李 滨 美术编辑 刘济海 视 线 52023年 8月 3日 星期四

2023 年 2 月，我公司在江西省宜春市

袁州区医药工业园工业 9路从事双酚 S生

产制造过程中，出现未取得排污许可排放

污染物的违法行为，此行为违反了《排污

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

环境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出现此违法行

为的原因，在于我公司管理层从思想意

识上未重视排污许可证的申领工作。

事后，我公司采取补救措施全力整

改，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

公司在今后生产过程中坚决做到程序和

实体依法依规排污，对以上违法行为我

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深感愧疚，对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认定的违法事实没有异议，

并诚恳接受和严格执行相关生态环境行

政处罚决定，在此就本公司的违法行为

向社会诚恳作出公开道歉，郑重作出如

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各项生态环境法律法

规，履行企业生态环境法定义务，主动执

行生态环境处罚决定。

二、公司自上而下全面落实生态环

境主体责任，高标准实行规范化环境管

理，正常运转各类污染治理设施，确保各

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履行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在守法

达标基础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做

保护环境的良心企业。

以上承诺请全社会监督。

江西鸿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3日

江西鸿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

被形象喻为“没有围墙”的江西

甘 祖 昌 干 部 学 院 ，因 为“ 课 堂 在 田

野 ，吃 住 在 农 家 ”的 接 地 气 培 训 模

式，一经创办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好评。如今这所走过 6 年

历程的干部学院，党员干部培训数

量不断走高，截至 7 月中旬，干部学

院累计开班 1800 余期，培训来自全

国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学员

共 7.8 万余人。

近日，省委组织部公布 2022 年

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优秀教学

团队等评选结果，学院获得好课程一

门、优秀教学团队一个，获奖分量比

重在同类院校中居于前列。

突出课程开发，打造
“红色熔炉”

“通过一个个小故事把甘祖昌将

军和老阿姨的事迹串联起来，让他们

形象更加生动、立体，而我就像村民

一样融入其中，既真实又感人。”省地

质局第三地质大队人事科副科长程

琪涵对采茶剧《并蒂莲花》赞不绝口。

建院伊始，学院就把课程建设作

为立院之本，深挖本地红色资源，不

断开发党性教育课程，从最初的“一

课一剧”，到现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课程 43 门，其中《红土地上话初心》

《信仰万岁——脚写血书刘仁堪》《初

心如炬——将军故里红色印记》3 堂

党课先后获评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好

课程。

紧 扣 党 史 人 物 ，开 发 精 品 党

课。学院深挖甘祖昌、龚全珍、刘仁

堪、贺国庆等英模人物的故事，抽调

精干人员成立课程开发团队，研发

《走进将军农民甘祖昌》《赓续百年

红 色 基 因 —— 莲 花 一 支 枪》等 课

程。学院还与新疆军区、地方院校合

作，把课题转化为课程，开发了《毛泽

东的莲花三天》《甘祖昌将军的家风》

等课程。

创新呈现形式，丰富课程内容。

学院编排红色教育题材采茶剧《并蒂

莲花》，由当地村民自编自导自演，村

民白天种地、务工，晚上聚集祠堂，用

浓浓的乡音、真挚的感情演绎甘祖

昌、龚全珍的感人故事。

贯通历史现实，激活“红色引擎”

小暑时节，一群来自南昌的中小学生在莲花县坊楼镇沿

背村礼堂里，聆听莲花一支枪的故事，又津津有味地翻阅着

连环画《莲花一支枪》。为了丰富革命传统教育形式，学院还

组织编著出版《将军当农民》等革命传统教育系列连环画。

一座拱洞大小不一的老桥横卧在南溪河上，学院青年教

师孙文道介绍，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五福桥，本来有 7 个

拱洞，因年久失修，其中两个坍塌了，给村民出行带来困难。

上级部门拨付 3 万元重修五福桥，甘祖昌将军经过仔细勘察，

改“七拱桥”为“六拱桥”，节省了 1 万余元。他用剩余资金又

修了 11 座小桥，为后人留下了一心为民、实事求是、勤俭节约

的佳话。

据介绍，甘祖昌将军带领乡亲们修建了 3座水库、25 公里

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 座桥梁……当年留下的一

个个民生工程，现在都是一个个特色课堂。每堂课从故事的

地点入手，深层次、多角度还原党史人物、挖掘故事新意，不

求宏大叙事，但很重视把细节讲到位，让故事“活起来”。学

员们都说，这种现场教学非常生动、很有说服力。

引进群众“教员”，搭建“沉浸式课堂”

不仅课堂在田野，吃住在农家，而且百姓齐参与，人人是

教员。

在沿背村虎形岭、在共大茶厂、在农家磨坊，学院组织开

展户外农事劳动体验活动，重温甘祖昌将军开荒的往事，体

验将军当年植树、种菜等劳动，引导党员干部感悟老一辈共

产党人艰苦创业、一心为民的精神。

在学院带动下，沿背村村民开办了 50 多家民宿，每年参

加“讲本地红色故事”比赛。学员入住村民家，与村民促膝长

谈，在沉浸式体验中，学员打开心扉、结下朋友。“没有围墙的

教学模式，与百姓同吃同住更能有效地沟通，有利于了解村

民需求和愿望。”省委军民融合办信息统计处处长江肖敏如

是说。

龚全珍的邻居谭玉凤上台扮演“老阿姨”，甘祖昌将军的

外甥、沿背村原党支部书记李昔林老人当起了访谈课嘉宾，

从 小 便 跟 随 甘 祖 昌 将 军 修 渠 架 桥 的 刘 金 娇 成 了“ 村 情 顾

问”……他们就是学院一直永远不走的“教员”。

“学院打破了传统教学‘有形’的围墙，更打破了干部和

群众之间‘无形’围墙，使学员身临其境，不仅学习了解了鲜

活的党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党性熏陶，汲取了书本上

没有的智慧和力量。”甘祖昌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林俊江说。

7月 11日至 8月 19日，长达 40天“超长待机”三伏天强

势来袭。在这一年中最火热的时期，中医养生也随着天气

一样“火”了起来——

“三伏天晒背”词条火了，不少年轻人每天在微信、微

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打卡，互相交流效果；三伏贴冬病

夏治火了，各大中医诊室挤满了求医问药的人群，更有人赶

在头伏、中伏首日，来到身边的中医诊室问诊；在南昌，中医

养生夜市火了，“中医团”在夜市摆开义诊方阵，越来越多的

人在新场景下沉浸式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爱上中医。

家门口，成群结队去养生

7月 22日，中伏第二天。刚过 9时，在南昌市西湖区西

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诊室内，人们正排队等待问

诊。记者观察到，队伍之中既有学龄前儿童，也有七八十

岁的老人。

正在等待穴位贴敷的赵秀英今年 69 岁，是三伏贴的

铁粉。“几年前听说三伏贴能冬病夏治，对身体好，我试了

一疗程，偏头疼的老毛病好了不少。前两天女儿和我说，

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中医诊室，我拉上老伴和孙

子一早就过来排队了。”赵秀英笑着说，来社区贴敷，放心

又方便。

“医生，上次治疗后孩子胃口好了不少，想再推拿巩固

一下。”“医生，我的睡眠质量很差，怎么改善呢？”诊室内，

中医师张海龙忙个不停。面对患者的不同诉求，张海龙熟

练地将内含多味中药的三伏贴贴敷到患者的颈部、腹部、

背部等不同穴位。

“三伏天穴位贴敷颇受群众青睐，平均 5 分钟就要为

一名患者做一次贴敷治疗，现在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天突、

膻中、大椎等穴位。”张海龙忙着、笑着。当天，他一直忙到

13时才吃上午饭。

据西湖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西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负责人万胜男介绍，张海龙是西湖区妇幼保健院的中

医主治医师，每周二、四、六定期到社区卫生中心开诊，居

民对他十分信任，常常结伴而来。

“为群众健康服务是我们的义务，群众的认可是我们

的动力。下一步，我们计划从医院抽调几名护士，经过穴

位贴敷、火绒灸等培训后，让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

受一周七天不打烊的中医特色诊疗服务。”万胜男说。

医院内，特色制剂增疗效

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冬病夏治、内

病外治的好时节。7 月 28 日，走进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科（肺病科）操作室，中药敷贴药剂的中草

药香就直往鼻腔里钻，安心、清新。

肺病科主任中医师兰智慧告诉记者，三伏贴融合经络

学、针灸学、中药学于一体，将中草药做成贴剂贴敷在人体

相应穴位，通过调动人体阳气、激发人体抗病能力，减少疾

病在秋冬季节发作次数。肺病科是该院最早开始贴敷三

伏贴的科室，至今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入伏前就有不少

患者前来预约，预约人数相比去年呈翻倍增长态势。肺病

科主管护师杨世莉说，目前已对 1000余名患者进行治疗。

“医院心血管病科、肾病科、儿科、治未病中心等科室

均有开展三伏贴特色诊疗服务。冬病夏治包含三伏贴、三

伏针、三伏灸、三伏罐、三伏刮等多种疗法，其中三伏贴最

受欢迎。”刚刚为患者完成穴位注射的杨世莉向记者介绍。

冬补三九，夏养三伏。这是自古以来的俗语。根据

“春夏养阳”理论及“冬剧夏缓”特点，肺病科在三伏贴的基

础上，提出并应用“冬夏并治”穴位贴敷疗法，三九贴也是

该科室的一大亮点。来自鹰潭的 56 岁患者周女士就是

“冬夏并治”的受益者。“以前一到秋天哮喘就发作，冬天浑

身寒凉，裹着被子无法出门。”周女士说。5 年前，她开始

尝试三伏贴、三九贴、穴位注射等治疗，发现哮喘发作次数

明显减少，也没有以前那么怕冷了。“从那以后，每到三九、

三伏，我都会安排好时间，从鹰潭赶到南昌来治疗。”周女

士笑着说。

新趋势，年轻人也来“凑热闹”

7月 22日，在青山湖区，南昌首个中医养生夜市开张。

逛夜市、看中医，近百个摊位汇聚了养生茶咖、中医把

脉、艾灸推拿、国风非遗等多种业态，通过“美食+文化”

“美食+娱乐”“美食+健康”等多种形式，将中医药文化送

到街头。开街当天，南昌市洪都中医院派出 30 余名中医

师及治疗师，南昌市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选派 20
余名民间专长中医师，组成义诊方阵，通过把脉、针灸、推

拿等方式，为市民提供免费义诊。

当晚，年轻人来了不少。一群来自马达加斯加和卢旺

达的外国留学生慕名前来，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医药

文化。“医生用几只手指搭在我的手腕上把脉，就能了解我

的身体状况，真神奇！”一名留学生说道。另一名留学生体

验了中医推拿后表示，感觉紧绷的颈椎有了不一样的轻松

感觉。

入伏头几天，点开社交平台小红书，能刷到许多年轻

人在其中分享晒背心得，来自九江的陈奕是其中的一员。

“不少人表示，三伏天晒背是不要钱的‘天灸’，千万不能错

过。”陈奕笑着说，今年夏天朋友们不再相约夜宵，而是结

伴晒背。

实际上，这个夏天刮起的“中医养生潮”早有苗头。采

访过程中，多名医生向记者表示，接诊过程中明显感觉到

健康养生日益年轻化的趋势。他们认为，随着年轻人的加

持，健康养生、冬病夏治会一年比一年火起来。

“崇义水饺来咯，大家请慢慢吃……”

7 月 18 日 晚 10 时 许 ，赣 州 经 开 区 金 水 路

肖金民家的崇义水饺店内人头攒动，肖金

民一会儿招呼这桌客人坐下，一会儿又忙

着给另一桌客人端上水饺及凉菜。

“ 现 在 生 意 越 来 越 好 ，每 天 都 忙 不

过 来 。”肖 金 民 笑 着 告 诉 记 者 ，如 今 这 样

火 爆 的 场 面 ，他 以 前 想 都 不 敢 想 。 几 年

前 ，因 水 饺 口 感 单 一 、店 铺 装 修 简 陋 ，他

在 瑞 金 市 经 营 的 崇 义 水 饺 店 被 迫 关 门

停业。

2021 年，崇义县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崇义水饺产业振兴发展的实施方案》，加

大 对 崇 义 水 饺 的 扶 持 力 度 ，为 有 创 业 意

愿的人提供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经营指

导、金融贷款等服务，举全县之力把小饺

子做成大产业。

这让肖金民和其他崇义水饺从业者

看 到 了 希 望 。 参 加 水 饺 制 作 技 术 培 训 ，

掌握更符合现代消费者口味的馅料调制

方 法 ，系 统 学 习 店 铺 经 营 理 念 …… 与 此

同时，在相关金融贷款政策的扶持下，一

间间精心设计的崇义水饺店如雨后春笋

般在省内外出现。

“水饺产业做大做强，需要加快培育

高 素 质 人 才 队 伍 ，并 持 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崇 义 县 三 产 融 合 办 主 任 李 复 金 说 ，

该县将持续推进“创业培训”“头雁培育”

“ 政 策 扶 持 ”等 工 程 ，让 崇 义 水 饺 在 全 国

占 领 更 多 市 场 。 如 今 ，“ 崇 义 水 饺 ”已 注

册 集 体 商 标 ，崇 义 水 饺 店 遍 布 江 西 、广

东 、福 建 、湖 南 、浙 江 等 10 多 个 省 份 ，共

有 1500 余家，年产值超 5 亿元。

小小水饺“闯”南北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三伏天晒背”词条火了，三伏贴冬病夏治火了

中医养生，和夏季一样“热”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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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日，在昌景黄高铁鄱阳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有限公司鹰潭供电段的工作人员正在对高铁供电设备进行静

态验收作业，为全线开通运营作准备。据悉，昌景黄高铁西起

江西南昌，经瓷都景德镇，东至安徽黄山，是构建赣中地区至长

三角地区客运的快速通道，对于提升沿线运输能力、开发旅游

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