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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打卡“无

语菩萨”，来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感受工匠精神，去陶阳里穿越“千年里

弄”，往陶溪川感受传统与现代交织融

合，在瑶里品味烟雨之韵⋯⋯国庆假期

期间，“千年瓷都”江西景德镇以其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

前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走进陶源谷·三宝旅游度假区，只

见陶瓷创意设计产业园与“景漂”艺术

聚落群、陶瓷艺术家工作室散布在山谷

深处、云霭之间，古韵悠长的山间村落

和日新月异的新农村生活相得益彰。平

时在山谷里潜心创作的陶瓷艺术家走

出家门当起了文化志愿者，在三宝村委

会门前，支起画桌，摆开文房四宝，免费

为各地游客画扇面、送祥瑞，邀大家领

略千年陶瓷文化。“看着这么多的游客

对陶瓷文化感兴趣，画着也有劲。”文化

志愿者江乐山说。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景德镇推出了

众多文化旅游活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

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开启夜游模式，并

开展“景博·瓷文化”课堂等一系列活

动；陶阳里举办“盛世华诞·遇见陶阳”

大型主题月活动，并将整个 10 月份设为

“汉服免票月”，所有身着汉服的游客均

可免费入园游览。

“景德镇千年窑火生生不息，陶瓷文

化从未中断，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重要

例证。”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盛

璟晶介绍，景德镇老城区有瓷业遗址 160

处、老里弄 108 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12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9 处，

堪称“世界陶瓷文化遗产样本区”。

今年以来，景德镇坚持陶瓷文化保

护与文旅产业发展良性互动，一方面，

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龙头，整体保护

老窑址、老街区、老厂区等遗址遗迹遗

存，传承好千年陶瓷文脉；另一方面，突

出特色、联动发展、打响品牌，构建起以

陶瓷文化为核心要素的全域旅游发展

新格局，全力打造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

游目的地。据初步估算，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景德镇共接待国内游客 4162.4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97%，旅游总收入

478.68 亿元，同比增长 13.76%。

景德镇不仅在国内舞台上大放异

彩，还坚持“走出去”推动国际文化交流。

今年以来，赴法国、比利时、德国开展“丝

路瓷行——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特展”

欧洲巡展，赴吉隆坡举办“往来的温度”

陶瓷展，在海牙举办“瓷上风景——景德

镇当代陶瓷艺术作品展”，在贝宁举办

“茶与瓷：一茶一壶和天下”图片展暨《一

带一路中的青花瓷与茶器》讲座。景德镇

市委书记胡雪梅表示，景德镇将以更大

力度推动陶瓷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不断用小写“china”陶瓷文化，讲述

大写“CHINA”中国文化自信故事。

千 年 瓷 都 谱 文 旅 新 篇
□ 本报记者 刘 兴

“大竹县已连续 3 年获评全国水稻

种子质量认证试验示范县，全县制种农

田 建 设 标 准 化 率 达 90%以 上 。一 粒 良

种，万担好粮，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谈起秋收，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农业农

村局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游云信心

十足。自 9 月上旬开始，大竹县高明镇优

质水稻制种现代农业园区便沉浸在秋

收的繁忙与喜悦之中，半个多月时间

里，10 多台马力十足的收割机每天在田

间奔忙，掀起阵阵稻浪。

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今年以来，四川将提升大面积单产水平

列为全省粮食增产首要任务，并首次启

动“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行动，力

争全省粮食单产再提高 6 斤。

水稻品种“品香优秱珍”是建设行

动示范推广的良种，在今年的秋收中有

十分亮眼的表现。作为示范片之一，德

阳市罗江区金山镇谭家坝村“品香优秱

珍”前不久实现亩产 801.4 公斤，创下了

罗江区水稻高产的新纪录。

“ 今 年 我 种 了 2500 亩‘ 品 香 优 秱

珍’，亩产达到了 750 公斤至 800 公斤，

相比去年种植的水稻品种，亩产提高

了约 10%。”罗江区金山镇海兰稻果香

家庭农场董事长罗中海告诉记者，今

年是他首次尝试种植该品种，罗江区

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先后开展了 3 次

技术培训，农技服务人员经常到田间

开展蹲点服务，为确保丰产提供了技

术支持。

“围绕多产粮、产好粮目标，我们

加大种业科技成果推广力度，此外还

按 照 分 级 建 设 、聚 点 成 网 的 思 路 ，以

标 准 化 病 虫 观 测 场 和 田 间 监 测 点 为

重 点 ，完 善 病 虫 监 测 网 络 体 系 ，建 立

区 域 监 测 站 1 个 ，基 层 群 众 测 报 点 20

个 ，设 有 监 测 员 52 名 ，及 时 为 种 粮 户

推广高产高效种植技术，解决种粮难

题 。”罗 江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种 子 站 站 长

夏红说。

按照“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建设行

动规划，2024 年至 2026 年，四川粮食总

产每年要增加 5 亿斤以上，稳妥有序推

动“ 粮 食 产 量 2025 年 达 到 730 亿 斤 ，

2030 年达到 750 亿斤”这两个更高水平

“天府粮仓”建设阶段性目标完成。从

当前已测产情况来看，各地“天府粮仓·

百县千片”高产示范片产量普遍比去年

平均水平有明显提升。

增 产 提 质 建 好 天 府 粮 仓
本报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近期，甘肃省兰州市

侦破一起非法售卖医美药

品案，查获各类品牌注射

用 A 型肉毒素及其他 3 类

医疗器械 3.1 万余件，涉案

价值 1000 余万元，引发社

会关注。

近年来，消费者追求

“颜值”的热情高涨。一些

非法医美机构和不法商户

借机敛财，在没有资质的

情况下提供美容服务，甚

至购买非正规渠道的“三

无”产品，给消费者带来健

康风险，成为消费纠纷的

“重灾区”。

医 美 行 业 乱 象 的 根

源，在于行业监管的缺失

和不法商家的逐利心态。

一方面，医美行业监管存

在诸多漏洞，导致一些不

法 商 家 能 够 轻 松 逃 避 监

管，从事违法活动；另一方

面，部分商家为了追求高

额利润，无视消费者的健

康权益，生产和销售假冒

伪劣产品。整治医美行业

乱象，亟待形成部门监管、

行业自律、消费者防范的

共治格局。

部门监管要加强。应完善医疗美

容服务行业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医美

产品的质量标准、审批流程等，加强对

从业机构的监督管理，对

无资质或超范围经营的医

美机构依法予以取缔。加

强对医美市场的日常监管

和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非

法生产、销售和使用医美

产品的行为。对医美广告

的监管要严之又严，防止

虚假宣传和过度宣传误导

消费者。

医 美 机 构 要 强 化 自

律 。 建 立 健 全 产 品 质 量

管理体系，确保所使用的

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避 免 采 购“ 三 无 ”产 品 。

加 强 对 医 护 人 员 的 培 训

管理，提高其专业素养和

责任意识，规范医美服务

过程。

医美的本质是医疗，

稍有不慎，产生的伤害是

不可逆的。因此，消费者

在接受医美服务前，应仔

细 了 解 医 美 机 构 的 资 质

和产品情况，选择正规的

医美机构。同时，树立正

确 的 审 美 观 和 消 费 观 ，

结 合 自 身 的 需 要 谨 慎 选

择 、理 性 消 费 ，避 免 盲 目

跟 风 而 忽 视 安 全 。 接 受 美 容 服 务

时 ，要 保 存 好 病 历 及 缴 费 凭 证 等 材

料 ，以 便 在 发 生 纠 纷 时 维 护 自 身 合

法权益。

堵住漏洞整治医美行业

耿丹丹

近日，西藏拉萨市城关区两岛街

道党工委书记万平来到仙足岛社区，

向居民反馈增设公交线路办理进展。

社 区 有 一 面 议 事 回 音 墙 ，“ 正 在 议 ”

“推进中”“已解决”3 个板块详细记

录着近段时间收集到的社区居民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增设公交线路

也在其中。

反映的问题得到反馈，正在小广

场休闲娱乐的居民十分满意。“自从有

了社区邻里中心、议事长廊，我们社区

居民有事寻得见党员、找得到组织，反

映的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好

都在议事回音墙上有反馈，社区越来

越和谐了。”仙足岛生态住宅小区居民

罗布说。

万平介绍，今年以来，两岛街道

聚焦拉萨市基层治理效能大提升行

动部署，以“微细人员强队伍、微善载

体建基础、微实服务抓效能”三微共

治工作法，着力探索共建共治共享治

理模式。

步入仙足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 全 科 社 工 全 能 服 务 ”标 语 十 分 醒

目，工作人员扎西拉姆业务熟练，大

厅内秩序井然。仙足岛社区党总支书

记洛多说，今年以来，拉萨市推行“全

科社工”模式，以提质增效社区便民

服务大厅为切入点，紧扣一岗通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所有社区工作人员从过去的“专人专岗”变成了“全

科全能”的全面手。该模式下，更多的社工有了充足时间走

访入户，社区议事回音墙上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社工走访收

集而来。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社区工作得从细、从

小、从实入手，让群众得实惠。”万平表示，社区唯有在细微处

下功夫，不断满足群众所需所盼，社区服务才能更有温度。

社区工作要在细微处下功夫

本报记者

贺建明

只身从北京到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从医；

从一名儿科医生自学成为“十八般武艺皆

通”的全科医生；为了妇女儿童的健康，推广

新法接生、科学育儿，为落后的小县城建起

第一个正规的儿科⋯⋯

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北京姑娘”路生

梅 从 芳 华 到 白 发 ，从“ 小 路 大 夫 ”到“ 路 奶

奶”，她的承诺也从“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

年”，延续为“生命不息、服务不止”。退休至

今，路生梅仍坚持义务接诊，守护一方百姓

健康。她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该做

的事。”

“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
地方去”

1968 年 12 月 5 日，刚从北京第二医学院

（现首都医科大学）儿科专业毕业的路生梅，

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服从祖

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她说。

坐火车、搭卡车，颠簸几日，24 岁的路生

梅终于到达佳县县城。

“走到坑坑洼洼的土路尽头，两排墙皮

有 点 脱 落 的 旧 窑 洞 就 是 县 医 院 。”路 生 梅

没 有 料 到 ，佳 县 的 条 件 如 此 艰 苦 ：黄 土 高

原与毛乌素沙漠在这里交汇，自然环境恶

劣；县城三面环水，峭壁林立，守着黄河却

吃水难。

夜深人静时，路生梅也曾偷偷抹过眼

泪，但哭过后她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医

院没有分科，虽然我的专业是儿科，但群众

听说我是北京来的大夫，就觉得什么病都能

看。”路生梅回忆。

为了不让患者失望，她抓紧时间学习。

白天坐诊、出诊，夜晚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下

了几十本笔记，掌握了内科、外科、妇产科、

皮肤科等多科知识，还学习了针灸。就这样，

路生梅成为医院的多面手。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路生梅到离县城

十几里的崔家畔出诊。她穿着从北京带来

的塑料底棉鞋，在雪地里走几步就摔一跤，

临近村子的下坡路，她索性半躺着滑了下

去，到了病人家里几乎成了一个泥人。

“当时心里就想着有个患儿在等着我，

时间就是生命，我必须前行。”路生梅说。

“孩子的妈妈熬了一宿，给我做了一双

千层底的布鞋。”路生梅告诉记者，“我那时

候感觉到了家的温暖，感受到了这鞋上的一

针一线都是佳县人对我的爱。”

“既然承诺了，就不能打退堂鼓”

一次令路生梅震撼至今的出诊经历，让

她做出了“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的承诺。

那是路生梅来到佳县的第二年。有一

次，她赶到一位待产妇家中，进门时，产妇已

经生产，坐在一个沾满血迹的土袋子上，家

人担心产妇昏迷，用力拽着她的头发，还准

备用一把黑乎乎的剪刀剪脐带。

“当时佳县有一种病，叫‘四六风’，病死

率近乎 100%，其实就是新生儿破伤风。”路

生梅说，看到这样的场景，她终于知道那些

新生儿破伤风是怎么来的了。

紧急时刻，路生梅冲过去抢下剪刀，一

边解释，一边快速拿出医疗器械，给孩子断

脐、包裹。

返回后，路生梅思考良久，下决心要推

广新法接生、普及医疗卫生知识，改变这里

落后的医疗条件，她把“为佳县人民服务五

十年”写进了思想汇报。

此后多年，虽然有过离开佳县到大医院

工作甚至返回北京的机会，但她最终都选择

坚守初心。

路生梅说：“这里的人民需要我。既然承

诺了，就不能打退堂鼓！”

20 世纪 80 年代，路生梅先后被选派到

北京协和医院和陕西省儿科主治医师学习

班进修，成绩优异的她有机会调动工作。

“佳县人民需要我，丈夫和孩子也离不

开我。”路生梅还是选择回到佳县。

1983 年，路生梅在佳县人民医院创办

儿科，成为首任儿科主任，先后培养了 50 多

名专业儿科医生、儿科护士。路生梅说：“当

时佳县医院是榆林较为落后的县医院，但

儿科水平，特别是小儿静脉穿刺技术名列

前茅。”

20 世纪 90 年代，路生梅作为医院副院

长，带领全院职工成功创建二级甲等医院和

爱婴医院，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疾病诊疗水

平。如今，曾经的“窑洞医院”已变成十几层

高的现代化医院。

“我要争取做到生命不息、服
务不止”

1999 年，路生梅退休了。外地医院的高

薪聘请，她拒绝了；儿女想接她去城市养老，

她也没答应。

“作为一名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没有退

休年龄。”她选择继续留在佳县，为群众义诊。

每周三次，路生梅会在佳县人民医院和

佳县中医院轮流坐诊。不在医院的时候，患

者便会到她家里找她。

离佳县人民医院不远的一条小巷里，最

末头的两孔窑洞，是路生梅的家。

“我的住址很多人都知道，我的电话更

像是‘健康热线’。”路生梅笑着说，电话来了

都要接，一时没接上有空就马上回拨，“万一

是急病呢？不能耽误”。

2019 年，路生梅承诺的五十载已过，但

她仍然没有离开佳县，“我要争取做到生命

不息、服务不止”。

义诊、参与儿科团队培养、参加老年志

愿服务队⋯⋯这位白发苍苍、身材瘦小的老

太太，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忙不完的事。

“因为肩上有责任，心中有使命。”在出

诊的路上，路生梅步履矫健，雷厉风行的作

风一如当年。

半个佳县的人都找过路生梅看过病，她

就是佳县人的亲人。“我就像风筝，不管在哪

里，线永远在病人手中。”路生梅说，“只要群

众需要我，我的服务就没有终点。”

路生梅：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扎根

□ 新华社记者 蔺 娟 吴鸿波

秋意渐浓，上海添了些许凉意，但

在普陀区武宁路上，科技创新合作的

热度只增不减。

“邻里关系走得更近了，还迸发出

了科技创新协同攻关的新火花。”华东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数智科技公司副

总经理丁尧乾说。近期，该公司和同

在武宁路办公的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

研究院达成了新合作，在新兴机器人

研发赛道协同攻关创新，共同服务国

家重点能源项目建设。目前，双方在

清洗巡检机器人业务领域已开展相关

合作。

据了解，在电站的实际运行过程

中，定日镜长期在户外追日运行，表面

非常容易产生灰尘沉积现象，导致反

射到吸热塔的太阳光功率减少，降低

到达吸热器的光能量，进而影响光热

电站的发电效率。

“ 定 日 镜 的 日 常 清 洗 维 护 十 分

重 要 。 我 们 的 项 目 地 处 戈 壁 滩 ，自

然条件恶劣，人员稀少，于是就想到

用机器人来替代人工去做定日镜的

清 洗 维 护 。”丁 尧 乾 介 绍 ，在 普 陀 区

科委举办的武宁创新共同体成员单

位 的 院 所 开 放 日 活 动 上 ，他 们 的 需

求 一 提 出 ，机 器 人 产 业 研 究 院 的 工

作 人 员 就 做 出 回 应 ，并 在 普 陀 区 科

委 的 牵 头 下 ，进 行 了 进 一 步 的 业 务

对 接 。 日 前 ，该 合 作 项 目 已 完 成 现

场 需 求 调 研 、清 洗 机 器 人 的 雏 形

研究。

武宁创新共同体是普陀区依托

武宁路院所资源，整合全域创新要素

打造的全区深化协同创新大枢纽和

主阵地。在这里，“左邻右里”信息互

通、优势互补、供需对接，助力协同攻

关的效用不断放大。作为国内稳定

同位素领域的代表性单位，上海化工

研究院近期和同为武宁创新共同体

成员单位的上海市儿童医院达成战

略合作意向，双方在儿童疾病体外诊

断 试 剂 研 发 领 域 的 合 作 迈 出 坚 实

步伐。

“我们在质谱检测试剂盒的部分

关键原材料上实现了自研，但从实验

室真正走向市场，还需要临床应用端

的支持。”上海化工研究院科研人员王

伟介绍，目前，这一项目已申报了普陀

区 2024 年“武宁创新共同体”联合创

新项目，针对临床质谱检测领域关键

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问题，项目突

破同位素试剂共性制备技术难题，引

领行业发展。

普陀区科委主任李文波表示，普

陀区科委将聚焦擦亮科创名片，加快

释放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潜能，充

分激发武宁创新共同体活力，推进沿

沪宁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持续深

化科技领域改革。

邻里合作协同创新
本报记者 李治国

10 月 4 日，安徽省芜湖港朱家桥港区国际集装箱码头，工

人坚守岗位，装卸作业有序运转，确保货物不压港，供应链、物

流链安全畅通。 刘伯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