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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红烧肉、水煮鱼都是我喜欢吃

的菜，还有一些蔬菜，满满一大盘算下来

才 15 元，可以大饱口福了。”

“升级后的食堂环境和口味有了很大

提升，现在外卖都很少吃了。”近日，建行

江西省分行食堂“智慧称重系统”正式亮

相，前来体验的员工络绎不绝，都希望在

第一时间体验。人脸识别、自动称重、无

感支付……一项项新颖的科技大大提升

了员工的就餐体验，其中传递出的节约、

光盘理念更是备受好评。

据悉，随着“智慧称重系统”上线，员

工 取 餐 前 ，须 在“ 人 脸 识 别 机 ”前 正 对 摄

像 头 ，绑 定 餐 盘 。 食 堂 自 助 台 的 托 盘 放

置 区 ，同 样 也 是 称 重 区 。 员 工 每 取 出 一

定量的菜，系统都能记录相关重量，并计

算 价 格 。 员 工 走 出 取 餐 区 ，即 可 完 成 无

感支付。

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促使食堂管理更

加智慧。“智慧称重系统”采取据实结算的

方式，收支方面可控性更强，让食堂运营

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一方面，为员工新

增了多种餐食品类，如营养餐、减脂餐等，

丰富菜品多样性，提升菜品口感。另一方

面，前端消费可自主减少用量，食材采购、

进货数量也更加精确，可节省大量食材成

本，采购金额同比减少 30%，从而带动人均

消费同比降低 30%、食堂厨余垃圾同比降

低 80%。食堂根据新的用餐模式对餐饮服

务团队进行了优化整合，可大幅提升工作

效率，降低人力成本。

“智慧称重系统”运行后不再固定收取

员工每日餐费，而是根据员工用量据实结

算，员工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吃多少食

物，使得光盘行动成为一种自觉，“爱粮节

粮、杜绝浪费”已然成为食堂新风尚。

“我们将持续提升食堂的‘科技感’，

新增订餐或预约用餐服务，以便更精准地

统计用餐人数，做到精准采购，进一步遏

制 浪 费 行 为 。 同 时 ，充 分 发 挥 大 数 据 优

势，拟通过分析员工每日用餐重量及菜品

成分，为员工推送健康科学的饮食方案，

将关爱员工落到实处。”该分行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 （建赣宣）

“智慧食堂”降本增效 厨余垃圾减八成

在保护与传承中“活”起来

（画面一）镜头回放至 10 月 11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 到 景 德 镇 陶 阳 里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他 先 后 走 进 南 麓 遗

址 、陶 瓷 博 物 馆 、明 清 窑 作 群 ，了 解 陶 瓷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赞赏非遗传承人的手上功夫和工

匠 精 神 ，鼓 励 他 们 秉 持 艺 术 至 上 ，专 心 致 志 传 承 创 新。

在拥有 400 余年历史的明清窑作群，习近平总书记停留

在 画 坯 非 遗 传 承 人 孙 立 新 的 工 位 前 ，耐 心 地 看 他 现 场

创作。

孙立新（陶瓷世家孙公窑第四代传承人、青花技艺省

级非遗传承人）：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心情还是很激动。

非遗需要更多年轻人接棒，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要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牢记在心，在向“90 后”“00 后”

徒弟传授陶瓷技艺之时，还要让这些年轻人理解陶瓷文化

的内涵，真正领悟到非遗技艺的精华和本真，将传统陶瓷

技艺传得正宗、传得原汁原味。

（画外音）跨越千年时光，赓续文化血脉。这些年来，

景德镇联合多家考古单位，成功对不同朝代的古窑址进行

了 30 余次考古发掘，收集碎瓷片近 2000 万片。翁彦俊团

队将瓷片做成 4 种不同形态的标本，可以满足各种仪器的

分析需要，分析出来的数据将对复原景德镇古代社会、构

建陶瓷考古年代框架体系、研发古陶瓷鉴定方法等方面起

到重要作用。10 月 11 日，翁彦俊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取得的进展。

翁彦俊（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化保护传承的工作高度重视，让我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更

有信心。让历史走进当代，就要在保护好、传承好历史的

基础上为当代所用。目前，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已收录

1372 套、2412 件标本的数十万条数据，这些标本数据是开

放共享的。未来我们也计划形成数字化、可检索的数据

库，让更多的学者和博物馆、考古机构共建共享数据库，衍

生出更多有意思的、跨国的、多学科合作的课题，共同探讨

陶瓷文明。

在开放与交流中“燃”起来

（画面二）“三、二、一”，当第一朵烟花在景德镇的夜空

燃放，市民们齐声欢呼，拿起手机记录下这一时刻。在

2023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前夕，国家陶瓷文化传承

创新试验区建设的标杆项目陶博城开业，这标志着陶瓷贸

易正式进入“展贸联动”。

贾杰（景德镇陶博城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陶博城

将作为每年一届的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永久

主 会 场 ，集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国 际 陶 瓷 交 易 中 心 、云 仓 物

流中心、文旅研学中心四大核心业态于一体。围绕陶瓷

文 化 传 承 与 创 新 ，打 造 以 贸 易 驱 动 、博 览 带 动 、创 新 联

动的国际化陶瓷产业发展平台。未来，陶博城将着力构

建以“前店后仓”“一键代发”“云仓物流”为核心的数字

贸易履约中心，同时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提升城市品牌

影响力，通过不同类型的会展活动，促进陶瓷文化交流

及旅游发展。

（画外音）窑火千年，生生不息。10 月 22 日，明代葫芦

窑复烧开窑活动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举行，当窑内精

美陶瓷被窑工师傅搬出，现场掀起了一波高潮，海内外游

客沉浸式体验了千年窑火活态传承的独特魅力。如今，千

年陶瓷文化拥抱“年轻态”和“国际化”，催生了新的文化业

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持续赋能中国文化新力量、开辟对

外交流新通道。

周荣林（国家文博研究馆员 、景德镇古窑文化研究

院 院 长）：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要 集 聚 各 方 面 人 才 ，加

强 创 意 设 计 和 研 发 创 新 ，进 一 步 把 陶 瓷 产 业 做 大 做

强 ，把“ 千 年 瓷 都 ”这 张 靓 丽 的 名 片 擦 得 更 亮 。 这 为 我

们未来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全国首家以陶瓷文化为

主 题 的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景 区“ 复 活 ”了 13 座 历 代

典 型 制 瓷 窑 炉 并 坚 持 每 月 点 火 烧 窑 ，成 为 独 具 特 色 的

文 化 旅 游 景 观 ，游 客 量 及 社 会 关 注 度 比 较 高 。 接 下

来 ，我 们 将 持 续 打 造 以 文 化 为 主 题 的 核 心 景 观 ，提 升

景 区 智 能 化 设 施 、服 务 水 平 建 设 等 ，同 时 对 景 德 镇 陶

瓷 文 化 遗 产 进 行 更 深 入 研 究 ，走 好 活 态 传 承 这 条 路 ，

让千年窑火越燃越旺。

在融汇与创新中“潮”起来

（画面三）从江西省博物馆里的人气顶流“微笑的最长

纪录保持者”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引领打卡风潮，到景德镇

中国陶瓷博物馆的罗汉陶瓷雕塑强力“出圈”······近年

来，江西各地的博物馆在展览推陈出新上下功夫，深挖文

化 IP 价值，促进博物馆与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江西文

化标识。

管理（江西省博物馆馆长）：江西省博物馆将认真贯

彻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发挥文化宣传主阵地作用，立足

江西的特色和优势，品牌化打造系列原创大展。目前，我

们正在筹备“御瓷归来”展览，这是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瓷

精品首次大规模集中回归故地，希望通过系列展览，展现

江西对于中国文明、世界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

在深入挖掘文物资源价值内涵之时，不断丰富文化产品，

通过“博物馆+教育、科技、旅游、传媒”等领域的跨界融

合，延展新的业态，打造特色品牌，让博物馆更好地融入

公众生活。

主持人：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要 守 护 好 中 华 文 脉 。

接下来，我省该如何守正创新，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

丁新权（省文旅厅副厅长 、省文物局局长）：习近平

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的深情嘱托，为我们发挥文物资源

优势、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

向指引。我们将持续推动景德镇窑址、万里茶道（江西段）

等申遗工作，支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加大公众考古

和宣传传播力度，实施“史说江西”“考古江西”等文物考古

宣传推广普及项目；开展“百馆晋级行动”和博物馆服务标

准化建设，提升博物馆研学实践和数字化智慧化服务，推

动江西陶瓷、书院、海昏侯和古村落等文物元素嵌入重大

外事、商贸和文化交流活动，推出一批文物外展精品和文

化交流品牌，切实担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

命，向世界讲好江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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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薪火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

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江西拥有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书院文化、中医药文化等，文化资源禀赋优

越，本期《江报直播室》邀请了省文旅厅相关领导、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就如
何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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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 ，万 载 县 潭 埠 镇 濠 田

村，邹育锋、欧阳会连夫妇盯着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男子举重 65 公斤级比赛

直播，看到儿子邹益挑战 222 公斤成

功,一举夺冠，打破该项目亚残运会、

亚洲及世界纪录，激动不已。

从万载县的小山村到亚洲残疾人

运动会的冠军领奖台，“板凳男孩”邹

益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冠军路。10 月

25 日，记者驱车来到万载县潭埠镇，对

邹益进行了连线采访。

8岁遇车祸失去双腿

邹益 1995 年出生在万载县潭埠镇

濠田村山仔上组的普通农家，小时候

长得虎头虎脑，活泼可爱。然而，一场

车祸改变了他的命运。

2004 年 8 月 ，8 岁 的 邹 益 过 马 路

时，被一辆疾驰而过的运砂车撞倒在

地，双腿被车轮碾过，生命危在旦夕。

经紧急送医后诊断，邹益需截肢

才能保住生命。在福建务工的邹育锋

匆匆赶回来，目睹儿子遭此厄运，心疼

不已。

最终，邹益的双腿长度只保留下

约 20厘米。

孩子才 8 岁，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邹育锋忧心忡忡，妻子欧阳会连整天

以泪洗面。

父亲背上艰辛求学

秋季开学后，年幼的邹益很想回到课堂，可他无法行走。

看着儿子渴望读书的眼神，邹育锋背起儿子来到濠田小学继

续上学。

从此，爸爸就是邹益的“双腿”。家里通往学校的路有 2
公里长，是一条泥巴路。邹育锋每天背着儿子，深一脚浅一

脚，行走在这条泥巴路上。

每次回到家中，邹育锋看着儿子小手红色的勒痕，很是心

疼，用酒帮他擦拭来缓解疼痛。最怕的是雨天，邹益只能一手

搂着爸爸的脖子，一手打着雨伞顶着风雨。有时候泥路打滑，

父子俩重重地摔在了泥水里。

“比起儿子身体上的残疾，更让我担心的是他心理上的自

卑。”邹育锋说，儿子自从失去双腿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

为了照顾儿子读书，邹育锋在学校附近红砖厂找了一份

拖板车的工作。他时常翻看砖厂里的旧报纸，把那些登有残

疾人励志故事的报纸带回家熟记。在背着儿子上下学的路

上，他把这些励志故事，一遍遍地讲给儿子听，慢慢地在儿

子的心里生根发芽。

邹益变得坚强起来，也越来越懂事了。他不想让爸妈每天

这样背着，他想拥有一双自己的“腿”，学会独立“行走”。

邹育锋从家里找来木板，请木工师傅帮忙定制小板凳，还

给小板凳的凳脚钉上胶皮，让板凳用得更久些。从此，小板凳

成为邹益的“双腿”。

在濠田村，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板凳男孩”上下学、干家

务、做农活的身影。“那几年给邹益做了十几条小板凳。”欧阳

会连向记者回忆道。

长年累月用双手撑着小板凳“行走”，邹益的臂力远超同

龄人，遇事也更为坚强自信。

一根扁担和两袋沙子的“杠铃”

2010 年初，邹育锋到万载县残联为儿子办残疾证时，看

到江西省残疾人运动管理中心选拔运动员苗子的通知，这让

他想到了一件事。

有一次上体育课时，老师要求班上每个学生都展示一项

才艺。邹益行动不便，但掰手腕还行。全年级 200 多名学生，

没有一个掰得过他。“或许这是儿子的一条出路。”邹育锋赶紧

咨询县残联报名，想让儿子试一试。

回到家后，邹育锋将自己的想法与儿子沟通后，用一根扁

担和两袋沙子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杠铃”，让儿子放学后在家

里练习举重，锻炼臂力。

几个月后，邹育锋背着儿子乘坐班车来到设在高安市的

选拔点，那里有不少残疾少年前来参加选拔。在选拔中，邹益

以强健的臂力入选，成为当年宜春市唯一的残疾人举重运动

员，进入江西省残疾人运动管理中心训练队。

经 过 日 积 月 累 的 训 练 ，他 用 自 己 强 有 力 的 双 手 ，一 次

又 一 次 举 起 了 沉 重 的 杠 铃 ，在 全 国 残 疾 人 运 动 会 、全 国 残

疾 人 举 重 锦 标 赛 中 屡 获 佳 绩 ，终 于 在 2021 年 10 月 邹 益 入

选国家队。

2022 年韩国平泽残疾人举重亚锦赛、2023 年世界残疾人

举重锦标赛，邹益连续夺得金牌。记者在邹益的家里，看见他

的父母捧出一堆的奖牌，足足有 20多枚。

10 月 24 日 杭 州 第 4 届 亚 洲 残 疾 人 运 动 会 男 子 举 重 65
公斤级比赛 ,在激烈的比拼中，邹益前两次轻松举起 206 公

斤、212 公斤；第三次举起 218 公斤，挑战亚洲和亚残运会纪

录成功。

“我想再突破下自己，第四次加了 4 公斤。”这一次，邹益

举起了惊人的 222 公斤，一举夺得金牌，并刷新世界纪录。在

视频连线时，远在杭州的邹益向记者介绍了他的比赛经历。

邹益向记者透露，他希望在明年的巴黎残奥会上再突破

自己，争取夺得奥运金牌，“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看升国旗、奏

国歌。

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 13 年里，从父亲的背上到“站”上

亚残运会的冠军领奖台，邹益创造了一个残疾人自强自立、勇

于突破的生命传奇。

父
亲
﹃
背
﹄
出
来
的
冠
军

—
—

记
杭
州
亚
残
运
会
举
重
冠
军
邹
益

丁
斌
祥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梁

健

邹
海
斌

10 月 24 日，邹益（中）夺得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男子举重

65 公斤级比赛金牌。 （省残疾人文化体育中心供图）

11 月 1 日，赣南脐橙正式开始采摘。在信丰县安西镇丰硕脐橙园，果园迎来丰收，不少游客正在体验采摘乐趣，

品尝沁人心脾的脐橙。据悉，信丰县脐橙种植面积 28.3 万亩，今年产量预计达 26 万吨。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摄赣南脐橙开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