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23日，吉水县在吉水中学开展“开学第一课”消防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学校师生在消防员的指导下学习消防设备

的正确使用方法和火场疏散逃生技能，进一步增强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特约通讯员 廖 敏摄开学第一课

迅速滑出比赛场地，回

到运动员休息区，她再也无

法克制失落的情绪，豆大的

泪水从脸庞滑落。

2 月 22 日，第十四届全

国冬季运动会自由式滑雪公

开组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

在内蒙古扎兰屯金龙山滑雪

场展开激烈角逐，江西运动

员程家慧在比赛中两跳均出

现了失误。沿着滑道驰骋而

下，跳台部分，程家慧完成得

干净利落，空中转体、姿态都

无懈可击，但两次都在道具

环节摔倒了。“上道具的时候

急了，节奏有些乱。通过这

次比赛，我学到了很多。运

动员失败很正常，我需要好

好总结。”收拾心情，18 岁的

程家慧坚定地说。

而在 2 月 17 日的女子大

跳台决赛中，程家慧挑战了

目前国内女选手还没有人能

做 到 的 倒 滑 cork1080（偏 轴

转体三周），前两次均以失败

告 终 ，第 三 次 终 于 稳 稳 落

地。根据比赛规则，决赛每

个队员跳三次，选成绩最好

的两次相加作为最后的总成

绩，最终，只有一次成绩的程

家慧位列第八。

“只有在追求极致的道

路上，才能体验到人生的无限可能。”程家慧的朋友圈写

着这么一句话。这个从小就爱挑战自己的景德镇姑娘，

体育之路却是色彩斑斓的。

在 2014 年第十四届江西省运动会上，8 岁的程家慧

代表景德镇参加青少年组体操项目比赛，获个人全能金

牌以及平衡木、自由操、跳马第一名。因手肘关节在比

赛中受伤，回家休养了半年后，程家慧被推荐学习武术，

并在 2017 年江西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中获得“女

长拳加刀术”第一名，在 2018 年第十五届江西省运动会

中获得“枪术”“刀术”两个项目冠军。

2018 年我省开展冰雪项目跨界跨项选材工作，程家

慧经省体育部门推荐并顺利通过选拔，后被国家滑雪集

训队“相中”，进行滑雪项目训练。“我太喜欢滑雪了！我

很享受在空中飞翔的感觉，很刺激。”程家慧说。尽管每

天训练五六个小时，跳台、坡面、道具等需要反复练习技

术动作，但她并不觉得枯燥。

训练不到一年，程家慧就在滑雪赛场上展现出实

力。2018-2019 赛季全国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

碍技巧冠军赛上，她斩获了个人首个全国滑雪冠军。带

着荣誉，她又参加了 2019 年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澳大利

亚站洲际杯。比赛中，程家慧第一跳成绩拿了全场第

一，但第二跳因遭遇突如其来的逆风，她被吹得重重地

摔在了雪地上。“当时特别疼，后来我是被抬出去的。”程

家慧回忆，经检查她的左膝关节交叉韧带断裂，立即回

国进行手术。

休养一年多，程家慧终于回到了国家集训队。“担心

赶不上队友的训练进度，一归队我就开始猛练。”程家慧

说。从空中平轴转体两周到偏轴转体两周，她不断提高

技术动作难度，终于赶上了队友的训练进度。但就在她

准备参加 2021 年的全国冠军赛时，另一条腿的膝盖又

伤了。反复的伤病，迫使她不得不退出了北京冬奥会的

资格赛选拔，不得不暂时离开国家滑雪集训队。

“我太热爱这个项目了，不甘心就这样放弃。”程家

慧一边积极进行康复治疗，一边配合教练训练，终于在

2022-2023 赛季全国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

巧冠军赛上，她又一次站上了领奖台——获得女子组大

跳台第二名。“比赛第一跳我就做了正滑 cork720（偏轴

转体两周）。第二跳，外教非常相信我并建议把技术动

作提升到 cork900（偏轴转体两周半），我也觉得可以挑

战一下，结果落地很稳，那一刻特别兴奋。”程家慧说。

这个亚军给了程家慧参加“十四冬”资格赛的勇气

和力量。膝伤还未痊愈，剧烈运动让程家慧疼得咬牙，

但她仍不遗余力拼下每场比赛。最终经过资格赛选拔，

程家慧和江西其他冬季项目运动员一样，代表江西首次

晋级全国冬运会决赛。

“程家慧经过不懈努力走上了全国最高竞技舞台，

非常不容易。她在‘十四冬’的表现很棒，希望她能通过

这次赛事的锻炼积累经验，在以后的运动生涯中取得更

优异的成绩。”省冬季项目队领队付维表示。

运动员在追逐梦想、挑战极限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

困难和挫折，为理想前行的人，他们值得喝彩。结束了

“十四冬”之旅，程家慧即将踏上今年全国冠军赛的征

程，她仍将突破自我、勇于超越，迎接又一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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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程家慧在“十四冬”自由式滑雪公开组女

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比赛中。

本报特派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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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售票处在哪儿？”旅客问。“往前一直走，再拐个

弯儿就是了，我带您去吧。”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外双

溪派出所副所长邱腊梅回答道。春节假日期间，三清山风

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邱腊梅坚守在岗位，随时准备服务。

她坚信，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常，总能带来美好。20 年来，她

先后收到 81 面锦旗、300 余封感谢信。今年 1 月，她获评

2023江西“最美基层民警”。

2006 年，邱腊梅走上了外双溪派出所的户籍岗位。户

籍工作鲜有壮志豪情和惊心动魄，更多的是繁琐和杂事，

要做好它不仅要业务能力过关，更重要的是要一份设身处

地为群众着想的“妈妈心”。

一次，邱腊梅在为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新办理的身

份证上门时，偶然得知辖区枫林村民王某因儿子和女儿入

学难的事情烦恼不已。经过详细了解，原来王某的儿女都在

家接生，他没有及时在医院开具《出生医学证明》，孩子的户

口也一直未办理。随着孩子长大，他们上学、办理农村合作

医疗等事，成了王某的心头大事。由于对办理程序和要求不

清楚，焦急万分的王某一时束手无策。为此，邱腊梅深入村

里调查取证，并为王某的孩子出具了证明材料，孩子的户口

问题最终得以圆满解决。事后，王某将一面“热情服务 为民

解困”的锦旗送到邱腊梅手中，并表达谢意。

“多亏了小邱，我们兄弟才能再续手足情。”辖区村民

蒋某兄弟俩每每说到邱腊梅，都心存感激。2022 年，因建

房占地产生纠纷，蒋某两兄弟大打出手。得知情况的邱腊

梅，多次来到他们家中，倾听、谈心，进而化解矛盾、破解心

结，让他们握手言和。

从警以来，邱腊梅为群众办的实事、好事不胜枚举。

走村入户为老人办理身份证；帮助无户口人员办理户口；

协调解决村民纠纷矛盾；开展反诈宣传……一桩桩、一件

件实事都办进了群众心坎里，群众也用一声声“邱所”“小

邱”“腊姐”表达着对她的信任。

基层派出所纠纷类警情，调解工作占据大量时间。多

年来，邱腊梅先后参与调处辖区矛盾纠纷数百起，矛盾调

解率达 98%，无一工作差错，无一群众投诉。如今，辖区的

各种矛盾纠纷逐年减少。

外双溪派出所地处三清山风景区南部，靠近三清山外

双溪索道，是游客进山旅游的集散地，邱腊梅还兼顾另一

个职责，就是旅游警察，帮助游客指路、寻找物品、处理突

发事件等。越是节假日，邱腊梅越忙。“中秋、国庆和春节

等节假日，我们都要值班或备勤。”邱腊梅说，有的时候为

了帮助游客，一天要爬几趟三清山。

累是自然的，但邱腊梅总是说：“基层民警很少有轰轰

烈烈的壮举，多是家长里短的日常，但事小情浓，小事如不

及时化解，很有可能造成矛盾激化，只要及时化解小事，再

辛苦也值，只要治安好了、矛盾少了、群众满意了就行！”

春节期间，位于复兴大道的抚州市新华书店·汤显祖

书店各个角落里都有看书的人。“这里学习氛围浓厚，我和

同学们都喜欢来这里自习。”抚州市临川一中高新校区初

三学生邹孝麒说。

实体书店是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灵魂。为在新的时

代浪潮中继续发挥实体书店的文化矩阵作用，汤显祖书店

在建设之初，就被抚州市新华书店作为文化综合体主力店

和 品 牌 形 象 店 进 行 打 造 ，获 得 了 越 来 越 多 读 者 的 青 睐 。

2023 年，汤显祖书店获评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年度最美

书店”，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国有书店。

城市文化地标、公共阅读空间、文化活动中心……在

不同目标群体眼中，汤显祖书店有着不同寓意。连日来，

记 者 走 进 汤 显 祖 书 店 ，探 究 其 打 造 城 市 文 化 综 合 体 的

实践。

从书店到城市文化地标

走进汤显祖书店，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透明环形屏上

展开的江南水墨画卷。水墨画卷映照下，是新书展示，不

少读者正在挑选桌上的热销书籍。

书店中心位置有一片“小广场”。不同于其他书店清

一色的高大书架，这里放置着一排排高 1 米左右的矮柜和

展柜，让原本不大的空间显得宽敞、通透。展柜中，汤显祖

主题的邮票、明信片等引来不少读者围观。

“ 实 体 书 店 要 有 吸 引 力 ，必 须 改 变 传 统 的 经 营 方

式 。”汤 显 祖 书 店 运 营 负 责 人 阮 维 平 指 着 玻 璃 展 柜 内 的

戏 服 介 绍 道 ，汤 显 祖 书 店 以 建 设 城 市 文 化 地 标 为 目 标 ，

将传统书店与博物馆元素进行大胆融合，设置了 18 处博

物馆式展位及 3 处大型展示区，展现和演绎汤显祖戏曲

的魅力。

在“小广场”一侧，一间手工作坊尤为醒目。手工作

坊内的一块小黑板上，写有纸浆画、戒指制作等几十种手

作体验项目。摆满各种手工制作工具和素材的长桌边，

市民邓玉娟正握着女儿的小手制作纸浆画。“这里项目齐

全，孩子很喜欢。”邓玉娟表示，平时工作忙，陪孩子时间

少，通过一起做手工，可以增进和孩子之间的感情，改善

亲子关系。

通过“书店+”复合经营模式，汤显祖书店深度挖掘特

色文化内容，融合咖啡、文创、花艺、绘画手工等业态，在为

读者提供多元化服务的同时，也使得众多文化业态绽放光

华。如今，这里不仅是一家书店，更是空间之美、人文之美

汇聚的城市文化地标。

从书店到公共阅读空间

携一杯香茗、读一本好书，是抚州小学教师尧珍芳惬

意的假日午后。尧珍芳告诉记者，汤显祖书店内环境优

雅、冬暖夏凉，每逢周末、假日，她总会约上三五好友，来这

里备课、看书，加之书店位于城市综合体内，还能和同伴们

一起品美食、逛商场，很是开心。

汤显祖书店在做优阅读环境上，下足了功夫。在书店

的各个区域，遍布着座位，不仅在展柜旁、书架下、吧台边，

甚至每一条走廊都被充分利用。“为打造具有‘阅读之美’

的舒适精神家园，我们书店设置了宽阔舒适的沙发区、数

十张绿色环保阅读椅以及充足的多功能插座。”阮维平介

绍，作为新型城市阅读空间，汤显祖书店还以声光电技术

为支撑，为读者提供沉浸式阅读体验。

在文学区书架前的地面上，红色的圆形地贴标注着

“站在这里听”的字样 ，读者站在上面 ，便可享受解说服

务。有趣的是，在定向解说音箱的作用下，只有站在地贴

上的人才可以听见解说。这种既能自主逛店，又不影响他

人的方式，吸引了不少读者。“这种体验非常新奇，每到周

末，孩子写完作业后，总嚷着要来感受。”市民章洪明笑道，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书店内的朗读亭，不仅可以练习朗

读，还能体验当配音演员的欢乐。

此外，依托书店近 2 万种图书，汤显祖书店根据读者需

求，不断更新选品，并利用公众号、视频号、书友群等构建

了齐全的线上服务生态，有效拓展读者群体，提高了读者

参与度。目前，书店会员人数达 3000余人。

通过多媒体融合，汤显祖书店为读者打造了舒适的全

民阅读空间，成功让读者坐下来、慢下来，享受“充电”时

光。广受群众好评的汤显祖书店，被抚州市授予“全民阅

读示范基地”。

从书店到文化活动中心

共读书籍、探险寻宝、能量兑换……在汤显祖书店的

多功能厅内，6 名小读者在新帆阅读活动中，通过互动游

戏，走进了绘本故事《龙的宝藏》的世界。汤显祖书店每个

周末都会开展新华故事会、新帆阅读等特色活动，营造“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风尚，让文化和阅读融入市

民生活。

与此同时，随着新华大讲堂、新华故事会、书店研学等

系列活动的常态化开展，书店内的多功能厅等也得到了有

效盘活利用。2023 年，先后有《琵琶围》读者见面会、《王安

传》图书分享会、《浴血广昌 1934》和《红星闪闪——广昌

红色故事集》首发式等活动在这里举办。

黄庭坚、八大山人等历史名人字画（现代仿品）挂于墙

上、清一色的中式古典家具分列两侧，在多功能厅旁，是中

式风格鲜明的汤显祖书房。“在运用数字媒体技术打造多

功能厅的同时，为满足小型读书会、商务洽谈等活动需求，

我们结合汤显祖、莎士比亚等文人所处时代特色，打造了

汤显祖书房、莎士比亚书房、抚州名人书房等 3 个特色书

房。”阮维平介绍。

周周有活动、月月有特色。自 2021 年开业以来，该书

店共开展非遗文化体验、名著阅读、诗歌分享等各类文化

活动近 300 场，带动万余人参与到倡导全民阅读、传递文化

力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当中。

越转型越美丽
——从抚州市国有书店的华丽转身看城市文化综合体打造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家长里短 事小情浓
——记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外双溪派出所副所长邱腊梅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芳 齐美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