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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提示

截至2021年9月5日6时，全国疫情风
险等级划定为高风险地区0个，中风险地区
3个。

3个中风险地区
云南省2个：瑞丽市勐卯镇姐勒村委会

南闷村民小组、瑞丽市勐卯镇姐东村委会
大等贺村民小组。

江苏省1个：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
名胜区城北街道卜扬社区瘦西湖福苑小
区。

提醒广大群众从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
区返（来）白要及时向社区（村屯）、单位
登记报备，配合落实相关防控措施。请广

大群众提高警惕，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确有特殊情况必须前往
的要及时向所属社区（村屯）、单位报备。

当前国际、国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广大群众要树牢常态化防控意识，养
成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保
持一米线距离、使用公筷公勺等良好卫生
习惯。广大群众要积极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尽早形成人群免疫屏障，有效阻断疫
情发生和传播。如出现发热、干咳、咽
痛、乏力、嗅 （味） 觉减退、腹泻等症
状，请做好个人防护，及时到当地定点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就医过程中应戴好
口罩，并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艾爱国：“当工人，就要当个好工人!”

他是工匠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焊工岗位奉献
50多年，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勇于自主创新，
攻克了数百项技术难关，成为一身绝技的焊接行
业“领军人”。他叫艾爱国。

当工人，就要当个好工人!”艾爱国始终记得
父亲曾说过的这句话。从投身湘钢建设，到勇攀
技术高峰，艾爱国在焊工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
不曾停下脚步。

刻苦学习，练就过硬本领
1968年，18岁的艾爱国在湖南攸县黄丰桥公

社插队当知青。那时大家眼中的艾爱国就是个
“拼命三郎”。知青要扛树，大家暗中比力气。人
家干8个小时，艾爱国总能干上10个小时；别人
扛50公斤，他偏要多一些。有一天他扛了截86.5
公斤的木头回来，再也没人超过他。

一年后，湘钢招工。公社推荐了艾爱国，他
就这么成了一名工人。

刚进厂，艾爱国是管道工。没多久，北京第
二建筑工程公司派来焊工支援湘钢：他们身背氧
气瓶、手拿焊枪、头戴面罩，神奇地将高炉裂缝
焊在一起，手上被火星子烫出血泡也不在乎。艾
爱国认为，这就是好工人。这群北京师傅水平
高、肯吃苦，值得学习。

一个氧气瓶重达80多公斤，要强的艾爱国
背上氧气瓶走得飞快；野外作业时，乙炔发生
器要注水，1公里的路，他来回两趟挑来 4大
桶。

上班帮忙时，北京师傅教他几招。下班后，
艾爱国借来工具，反复琢磨。半年过去，湘钢招
焊工，艾爱国成功转岗，正式开始学焊工。

掌握气焊技术后，艾爱国又迫不及待学习电
焊。他没有面罩，便拿一块黑玻璃代替，手和脸
常被烤灼脱皮，他一点点摸到窍门。

真正入门后，艾爱国发现，焊接材料上万
种，焊接方法不下百种，不能光凭蛮劲，他捧起
了专业技术书籍。翻开他当年的工作日志，扉页
有他写下的一句话：“刻苦学习、钻研，攻克难
关，攀登技术高峰。”

1982年，32岁的艾爱国以8项考核全部优异
的成绩，考取气焊、电焊合格证，成为湘潭市当
时唯一持有两证的焊工。

敢于创新，成就大国工匠
1983年，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多家钢铁企业

联合研制新型贯流式高炉风口。如何将风口的锻
造紫铜与铸造紫铜牢固地焊接在一起，成为项目
的最大难题。

艾爱国说：“我来试一试。”当时，他还只是
一个普通青年焊工。自信满满的艾爱国没想到，
多次尝试，次次失败。艾爱国不气馁，他提出采
用当时尚未普及的氩弧焊工艺。对于这种大型特
殊材质部件，采用氩弧焊焊接，国内尚无先例。

艾爱国把交流氩弧焊机改造成直流焊机，焊
枪也加以变化，使之能够承受高温。这一次，他
成功了。

作为项目组中唯一的普工，艾爱国在这次攻
关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年，艾爱国再次改进风口焊接工艺，用
自动熔化极氩弧焊取代手工氩弧焊，焊接质量更
有保障，工效大大提高，同时又减轻了工人的劳
动强度。

今年3月，湘钢工程技术公司在焦化工序化
产改造工程的蒸氨塔钛合金管道焊接安装中遇到
难题。钛合金这种高难度焊接，湘钢建厂以来还
从未遇到过。

艾爱国广泛搜集国内外有关钛合金的焊接案
例，又参考自己为外单位修复焊接钛合金管的经
验，焊接实验取得成功。当天，艾爱国连续工作
至深夜1点多，焊接任务顺利完成，焊缝外观达
到一级标准，焊缝探伤检验全部合格。

艾爱国在技术突破上从不满足。全国职工自
学成才奖、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凭借高超技能为冶金、
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技术难关400多
个，获得数不清的奖项。

倾囊相授，做好技术传承
几十年来，艾爱国带过600多名徒弟。“只要

肯学，我就肯教。经验不教给大家，不就浪费了
吗？”艾爱国欣赏有干劲的年轻人，愿意为他们尽
可能地创造学习条件。

徒弟欧勇还记得，1996年3月6日是他进厂
第一天。艾爱国当时已是湘钢的一张名片，听说

组里分配的指导老师是艾爱国，欧勇心里忐忑不
已。

那一天，吃过中饭，开始下雨，大家走在屋
檐下，忽听到有人打招呼：“艾师傅，您好！”

欧勇一抬头，艾爱国迎面走来，身穿工装，
身上沾了一些污渍，个子不太高，满脸笑容，朝
大家挥手说：“欢迎你们啊，好好干！”

之后20多年，欧勇眼里的艾师傅一直是这身
打扮，蓝灰工装、翻毛皮鞋，也一直是这般亲切
的性格，有人请教技术问题，知无不言。

“艾师傅好像从来没有累的时候。”欧勇说，
新焊工捣鼓了半天没长进，看到艾师傅下班回
来，赶紧请教。满身大汗的艾师傅蹲在旁边，拿
起焊枪手把手教。

湘钢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以上级别的焊
工，80%都跟艾爱国学过艺。他们当中，有的获
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南省劳动模范以及技
术能手”，有的成长为“三八红旗手”“十佳青
年”。

艾爱国还无偿地向200多名下岗工人和农村
青年传授焊接技术，其中有100多名工人考入南
方电力机车集团、湖南三一重工集团等大企业。
他常说：“做好传、帮、带，实现高技能人才的传
承是我的责任。”

退休后，艾爱国继续留在湘钢生产科研第一
线。不少企业高薪聘请他，每次都被艾爱国坚定
拒绝：“湘钢需要我，我不能离开湘钢。”

如今，湘钢许多一线生产工开着小轿车上下
班，可艾爱国还是骑着他那辆破旧自行车。同事
们劝他：“你那么出名了，也该买辆汽车享受享
受。”他摇摇头说：“骑自行车挺好，省事。”外出
办事，艾爱国也是能走路就不坐公共汽车，能坐
公共汽车就不坐出租车。

有人问他：“你不知疲倦工作，生活方式如此
简单，依照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呀？”

“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呗！”艾爱国回答道。
（据中国文明网）

道德模范

9月4日，两名儿童在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学田乡采摘沙果。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学田乡的林果喜获丰收，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观

光。近年来，当地引导农民种植山里红、山丁子 、沙果、野山杏等特色林果共18.1万株。
新华社记者贝赫摄

11株“植物界大熊猫”

双蕊兰现身辽宁

新华社沈阳9月5日电（记者张逸飞）兰科植物
中极其罕见的原始类型——双蕊兰被称为兰科的活
化石，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属珍稀濒危植物。
近日，11株双蕊兰现身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其中10株以丛状形式生长。

据介绍，双蕊兰隶属于兰科，双蕊兰属，是我
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是珍稀濒危植物。双蕊兰为
腐生小草本，茎直立、不分枝、近圆柱状、无蕊
喙，生长发育期仅20余天，8月中旬出土，9月初枯
萎后腐烂。由于双蕊兰特殊的生长环境及短暂的生
活史，其繁殖方式至今未知。双蕊兰的发现对第四
纪冰缘气候和燕山运动期间植物消长有着特殊的科
学研究价值。

为更好地保护双蕊兰，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抚顺管理站在沟口和居民区设立了警示宣
传牌，对既有双蕊兰的区域进行保护，重点区域由
护林员24小时值班看守。

9月4日，在广西柳州，水上公交船在柳江上行进（无人机照片）。
随着广西柳州主汛期进入尾声，9月3日，柳江水域上的19个水上公交码头全面复航。据

了解，每年主汛期来临，柳江上的部分水上公交码头停航避洪，汛期过后开始陆续复航。水
上公交船在柳江上行驶，与沿岸的镜观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幅靓丽的城市风情画卷。

新华社发（黎寒池摄）

9月4日，在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凤凰山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志愿者为社区老人端来
午餐。

从2021年2月起，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良好的养老服务，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
从一顿午餐入手，探索“政府主导、镇街主责、村居主体、社会参与”的养老服务体系，安
排财政预算资金1.5亿元共建成运营374处养老服务中心，实现了村级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
该区2.6万名7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全部吃上“免费午餐”。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上接一版）协调专业部门，逐村逐屯编制设计。
坚持围墙和道路全面覆盖，确保残墙清、户户
通；坚持村部和广场同步建设，实现服务、议
事、文化活动功能“三合一”；坚持边沟和路灯因
地制宜，采取主街优先、梯次推进。

截至目前，该镇各村集体投入资金150余万
元，用于村屯环境整治和美化绿化，进一步加快
了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扮靓庭院 让腰包鼓起来
微凉的秋风，带着阵阵谷穗的清香，充溢在

农家小院当中，镇赉镇西乃力村张宝贵家的谷子
成熟了，低垂的谷穗在微风中含笑摇曳，金黄了
一院的灿烂。“今年我种了1亩的谷子，按市场价
6元一斤，能收入近5000元。”张宝贵笑着告诉记
者，近几年，谷子的需求量很大，价格也一直看
好，到收获的时候就有人主动上门收购，销路不
愁。“目前，全镇庭院种植面积560公顷，从庭院
种植计划看，全镇17个村全部达到‘一村两品’
规模，其中有9个村达到一村一品。”该镇负责人
告诉记者，2019年，全镇各村结合村民家中实际
情况，整合闲散土地，将发展庭院经济作为脱贫

致富、美丽乡村建设的举措之一。年初以来，镇
党委、政府组织各村充分抓住县里奖励政策，继
续发动村民发展庭院经济，通过动员入户走访等
途径广泛宣传，引导群众转变传统思想观念，激
发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2020
年，全镇庭院经济预播种面积550公顷，以蔬
菜、小冰麦、谷子、向日葵为主。

庭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村民传统农业发展种
植模式，延伸了农业产业链，让农民无农闲。如
今，全镇涌现出“果树村”“瓜菜村”“花卉村”
等特色村，主打绿色、生态牌，由科技支撑，合
作社引领，典型带动，致富的路越走越宽。村民

“钱袋子”鼓起来，农家庭院“方寸之地”建成致
富“增收园”，为繁荣农村经济，实现“美在农
家、富在庭院”注入新的活力。

打造特色 让产业兴起来
家家有棚膜，户户无闲农。这是记者来到镇

赉县镇赉镇南岗子村的第一印象。农户房前屋后
大棚一栋连着一栋。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
四季供应城乡居民，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
子”。“我们结合本地实际，擘画产业版图。根据

地域特点，在常规种植的基础上，我镇描绘了北
部‘香瓜子’、中部‘棚果菜’、南部‘种加养’
整体版图。”在采访中记者从该镇负责人介绍中了
解到，该镇在北部，通过引导和带动，香瓜面积
保持在300公顷以上、美葵达到100公顷,“新立
香瓜”做出了口碑、“老郝仁瓜子”创出了品牌。
在中部，目前该镇现有暖棚、日光棚2500余栋，
设施农业面积达217公顷，棚菜产业成为群众增
收的重要渠道，蔬果面积达到550多公顷。在南
部，因地制宜引导特色种植养殖，通过中低产田

“旱改水”3200公顷，针对沙性土壤实际种植花
生150公顷。同时，利用丰富的草地资源，肉羊
已发展到2.9万余只。在此基础上，该镇还充分利
用飞鹤集团租地的有利契机，向飞鹤流转耕地
689公顷，实现每年收益420万元。

目前，老郝仁食品有限公司、成凯合作社、
双丰鹅业等新型经济组织逐渐形成产业体系，通
过“832”平台，“南岗子面粉”成为一汽扶贫馆
专供产品，“老郝仁瓜子”登上淘宝商城，鹅雁养
殖规模不断扩大，同步带动了相关特色种植、养
殖产业发展。

陌上金秋艳，仓盈稻谷香。沉浸在迎接丰收
喜悦中的镇赉镇，勾画出了一幅祥和醉人的乡村
美景。站在镇中，记者感受到的是这个镇处处散
发出的生机和活力。美丽乡村，一场脱胎换骨的
革新正在悄然改变着镇赉镇的每一个村庄，乡愁
触目可见、幸福触手可及的美丽田园画卷正泼墨
成型。

幸福在这里 乡愁亦在这里

地级市美术馆之变：

昔日“开幕即闭幕”，如今“网红打卡地”

（上接一版）要敢担当、勇作为，在着力破解“硬
骨头”问题上下功夫。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需
求和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发展亟待解决的痛点难
点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民生历史遗留问题，各
级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领办，拿出实招硬招，争
取在今年有所突破。要强组织、重合力，在推动

实践活动出成果见实效上下功夫。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党支部与村 （社区） 党支部结对共建要真
帮、真建、真解决问题，广大党员要结合自身实
际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更好解决基层困难事、群
众烦心事。

通知要求，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给基层减负，通过实践
活动建强组织、锻炼党员、凝聚群众，不断密切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加强宣传引导，及
时反映基层经验做法和实际成效，在全社会积极
营造凝心聚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良好
氛围。

新华社南昌9月4日电（记者袁慧晶）江
西省宜春市美术馆馆长易乐惊喜地发现，曾
经的“艺术荒漠”有了变化——过去“开幕
即闭幕”的地级市美术馆新晋为“网红打卡
地”，且来打卡的观众大多没有艺术基础。

馆中，“艺术的还乡：以美术学院的时代
方阵”艺术展自8月10日举办以来，已吸引
近 4万人次参观，日参观量最高达 1690人
次。展览将于9月5日闭幕。

“网上有几十名网红推荐，感觉这个展览
挺潮的。”观众万翔成是从自媒体平台了解到
展览资讯的。他在展品《一点光》前站了很
久，这幅作品由绘画和现成品（灯泡）两部
分组成，寓意着用一点光的力量，如星星之
火燎原，将希望播撒到人们心中。

有人为打卡拍照而来，却因“禁止携带
自拍杆入馆”的规定而专注展品本身。延时
摄影作品《六个柿子》是让观众停留时间最
长的展品之一。其构图与宋代法常的《六柿
图》完全相同，作者用十分钟的影像展示了
六个柿子从完好到腐烂的全过程。

这次展览涵盖绘画、雕塑、综合材料、
装置、影像等多个艺术品类，创作来自国内
30多所高等美术院校和美术机构的53位硕博
导师、艺术家。

据易乐介绍，此次展览是巡展，江西是
第三站，但效果最好。“如果这个展览在一二
线城市展出，或许会被淹没，但在相对封闭

的地级市，展览的影响力被进一步挖掘，观
众对新颖的作品和展览是有内心期待的。”

宜春美术馆推出了周末导览活动，并在
公众号上制作了“展览中的‘古代名画’，你
发现了吗？”等专栏对展览进行解读。从馆方
统计的观众结构来看，青年群体占比过半。
易乐认为，这不但印证了自媒体平台的影响
力，也说明展品契合了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需
求。

“如果不是公众号推送图文并茂的对比展
示，我都不知道这幅作品里借鉴了这么多的
古画元素。”观众刘美仑说。给她带来震惊的
作品名为《颂雅风》，隐喻性较强。作者雷子
人至少借鉴了《红梅孔雀图》《鸲鹆图》《芦
雁图》三幅古画中的形象，并结合当下现实
摹写，以体现芸芸众生随时代、环境、生活
等原因变得趋同而失真。

观众留言本上，反映了宜春人对艺术生
活的渴望：“别让俗世淹没生活的浪漫”“看
一场展如读一首诗，缓缓道来，浪漫抒情”

“为传统与潮流的结合点赞”“带娃欣赏艺
术，希望家门口常有”……

正如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
长王春辰所说，文明的历史是一部艺术的历
史。如今的时代充满变化、期待以及不确定
性，而艺术既反馈时代之变局，也昭示未来
之可能，“艺术还乡中的‘乡’其实是每个人
的心灵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