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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本报记者 康振华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实
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2019 年 4
月，市老年大学音乐文学研究会（以
下简称“音研会”）成立。5年来，该
会以党建为引领，坚持与时代同步
伐，把握时代脉搏，创作优秀作品，
为时代讴歌，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做到学有所乐、学有所为，成为
老年幸福生活的乐园。

据了解，音研会坚持以党建引
领教育教学活动。成立之初，音研
会就组织会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文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
能没有灵魂》，扎实推进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并从音乐文化的角度，
诠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年来，该会先后开展了“唱支山歌
给党听”“献礼国庆音乐朗诵会”“喜
迎二十大，讴歌新时代”等系列活
动，坚定了老党员和退休干部的政
治信念，永葆党的先进性。

退休后走进老年大学，学习喜
爱的专业知识，结交志同道合的朋
友，让晚年生活过得丰富精彩，是当

今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选择。音研会
是市老年大学的社团组织，由会员
自发组织而成，40多名会员中年龄
最大87岁，最小的55岁，有不少老
党员、老兵、老报人。作为退休老人
群体，他们热爱生活，对音乐文学有
共同爱好。5年来，他们坚持每周一
次学习活动，也安排了唱歌、跳舞活

动。该会荣誉会长严述是中国音乐
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
究会会员，5年来，他为该会义务讲
课160多次。为了方便授课，他还特
意花了一万多元更新电脑、购置音
响等设备，并在微信群开辟了“学习
园地”，线上线下相结合为学员传授
音乐知识，从最基本的乐理讲起，让

不少毫无乐理基础但又爱好音乐
的退休老干部不仅学会了作词作
曲，而且在全国大赛中获奖。大家
牢记使命担当，创作出优秀的作
品，歌颂党、歌颂祖国，为党的事业
增添正能量。学员葛志清是一名退
休教师，参加学习后，创作灵感被
激发，其创作的《我们的老年大学》
在“我为春晚献首歌”2022 年全民
春晚选拔优秀原创作品征集中，获
得专家评审银奖和人气投票优秀
奖。 87 岁的学员肖中雄创作了
300 多首乐曲，成为音研会的高产
学员。

音研会会长刘文兰介绍，该会
坚持“向专业学习、向经典学习”的
原则，先后多次举办“名家讲堂”活
动，请来黄金河、张波、葛顺、王红、
宋词、杨人翊、方智诺、龙律成等作
家和音乐家，为大家传授民俗、文
学、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知识，使大
家能有机会向名家请教、向经典学
习。一年多前听了葛顺主讲的“音
乐与健康”讲座，84岁的学员王毅感
叹道：“直到今天，讲座现场的歌声、
琴声及葛老师的讲课声依然萦绕在
我的脑海里。”

音研会就是这样用文化涵养心
灵，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让会员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让更多老年人在这里“解锁”
晚年幸福密码、丰富扩展人生境界、
感受别样精彩生活。

市老年大学音乐文学研究会积极打造老年文化乐园

为老年人增添幸福生活底色

市老年大学音乐文学研究会开展主题活动时，严述在讲课（资料图）。
市老年大学音乐文学研究会供图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4 月 6
日，香洲区梅华街道南虹社区党委联
合珠海市耆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
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20余名家长和
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活动以“缅怀革
命先烈，传承红色精神”为主题，通过
制作清明扭扭菊花和网上祭拜的形
式，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
色精神，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

活动中，社工为青少年们准备了
制作扭扭菊花的材料，详细讲解了制
作步骤和技巧。在社工的耐心指导
下，家长和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
创造力，用扭扭棒和饰品配合剪刀和
胶水，制作出了一朵朵精致美丽、形态
各异的扭扭菊花。这些花朵不仅寄托
了孩子们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也
展示了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制作完扭扭菊花后，孩子们和家
长们在社区文明实践站登录网上祭

拜平台，祭拜革命先烈，为英雄们献上
了自己亲手制作的扭扭菊花，表达对
英烈的崇高敬意。平台上的纪念碑庄
严肃穆，革命先烈的事迹和英勇故事
让孩子们深受感动。家长们纷纷表
示，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让孩子们
努力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
己的力量。

此次活动不仅让家长和青少年们
深入了解了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
高精神，也让他们在参与中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通过制作扭
扭菊花和网上祭拜的形式，孩子们更
加直观地体会到了缅怀先烈、传承红
色精神的重要意义。

南虹社区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
续加强对辖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和革
命传统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为祖国的未来发展培
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梅华街道南虹社区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网上祭英烈 文明过清明

本报讯 记者张伟宁 通讯员文思
豪报道：为了深刻铭记历史，缅怀革命
先烈，传承发扬万山海战精神，近日，
桂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镇文明办、
桂山镇团委联合举办“清明祭英烈，丰
碑励少年”主题活动。此次活动在省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万山海战遗址举
行，团员青年代表、团桂山镇委及镇文
明办党员干部、桂山小学少先队员等
40余人参与活动。

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
幕。在烈士纪念碑前，全体人员整齐
列队，以肃穆的姿态向先烈们行三鞠
躬礼并默哀致敬，表达对革命先烈的
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少先队员们手
捧自制的纸菊花，缓缓走向纪念碑，逐

一将花朵放置在碑前，用这一满怀心
意的方式向为国捐躯的烈士们表达最
诚挚的缅怀之情。

随后，少先队员们齐声高唱《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歌声中感受革
命岁月，铭记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
绩。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参与人员还参
观了万山海战遗址，详细了解先烈们在
海战中的英勇事迹，重温那段波澜壮
阔、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接下来，桂
山镇还将组织团员青年、志愿者、干部
职工广泛开展祭奠革命烈士、参观红色
革命旧址等活动，引导他们不断增强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不移
地听党话跟党走，为打造“百千万工程”
海岛新样板贡献青春力量。

桂山镇开展“清明祭英烈，丰碑励少年”主题活动

传承发扬万山海战精神

桂山镇开展“清明祭英烈 丰碑励少年”主题活动。 桂山镇供图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为提高
辖区外卖、快递行业从业人员交通安
全防护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的发生，近日，香洲区翠香街道紫荆
社区工联会联合珠海市明珠慈善公益
促进会，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
吸引30多名外卖小哥参加。

活动现场，市交警支队香洲大队
一中队民警结合新业态群体的职业
特点，针对外卖小哥在配送过程中存
在的边驾驶边接打电话、不佩戴安全
头盔、随意变道、逆向行驶、闯红灯
等违法行为，通过分析近期发生的交

通事故案例，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宣讲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引导外卖、快递
行业从业人员增强交通安全意识、文
明骑行。授课交警告诫大家：“完成
订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生
命安全！”

活动结束后，外卖小哥们纷纷表
示，在以后的骑行过程中一定要自觉
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下一
步，紫荆社区工联会将持续为新业态
就业群体开展各类暖心服务，推进精
准服务，编织关怀新业态就业群体的
社会保障网。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 通讯员朱伟
俊报道：“我的证件、钱包都在背包里
面，我都没发觉什么时候弄丢了，太感
谢海关同志了！”近日，拱北口岸进境
旅检大厅内，旅客廖女士对拱北海关
所属闸口海关关员连声道谢。

当日，廖女士从拱北口岸旅检大
厅进境时，不慎将随身携带的背包遗
留在X光机前。廖女士着急通关，并
未留意，便提着其他大件行李匆匆离
开。现场关员拾获该背包后，发现里
面装有钱包、身份证等重要物件。环

顾四周寻找失主无果，关员在背包内
找到电话号码，拨打接通后找到廖女
士家属，并详细说明事情原委，辗转联
系上廖女士。

“背包里有证件，要是弄丢了可真
是大麻烦！感谢海关同志的热心帮
助！”接过失而复得的背包，廖女士惊喜
不已。

据悉，作为全国最大的陆路旅检
口岸，拱北口岸日均客流超 30 万人
次。海关提醒，请旅客注意妥善保管
个人行李物品，确保出行顺利安全。

旅客遗失背包 关员帮助寻回

“生命比订单更重要”
紫荆社区开展新业态群体交通安全宣讲活动

交警给新
业态从业者讲
解 交 通 安 全
知识。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董新瑞，女，1989年11月生，河
北省易县“满族结绳技艺”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河北省第十三届青
联委员。董新瑞多年来传承非遗文
化、助力脱贫攻坚。公益课堂，进村
入户手把手培训结绳技艺；将结绳
技艺带入校园，让青少年了解非遗
文化；积极挖掘家乡传统文化元素，
并融入到产品创作中。董新瑞曾获
得“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河北
省冀青之星”“河北省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河北省乡村最美工匠”等
荣誉。

传承结绳技艺 实现脱贫致富

“满族结绳技艺”是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至今约有300年了，
董新瑞是第五代传承人。2008年，
董新瑞开始从事结绳事业；2017年
初，28 岁的董新瑞决定返乡创业。
回乡后，她开展公益课堂，进村入户
手把手培训结绳技艺，解决梁格庄、
西陵当地农村群众150余人就业，人
均月收入达到2500-3500元。为带
动更多农村群众依靠双手实现脱贫

致富，董新瑞先后在易县全山庄、
太平峪、小龙华等20个行政村建立
起手工绳结编织基地，与贫困户签
订加工回收协议，全方位保障他们
的收益。

与此同时，公司还通过开展入
户公益培训，带动900余名贫困户、
农村妇女成为编织能手，让他们有
了稳定收入。熟练的农村妇女每天
可编百余条，月收入最高达到4000
多元。为帮助残疾人掌握一技之
长，幸福就业，董新瑞还开展了两次
残疾人公益培训，帮助16名残疾妇
女解决生计难题。不光帮助家乡妇
女致富，董新瑞还走出家门，赴张家
口朱家庄村、小庄村，开展“小红绳
助力乡村振兴之路”非遗传承绳饰
手工培训，辐射带动当地300余名妇
女实现增收。

展现结绳魅力 弘扬非遗价值

作为“满族结绳技艺”的传承
人，董新瑞深知自己传承非遗的社
会责任。为了让青少年了解非遗文
化，董新瑞将结绳技艺带入校园，在

易县第一小学开展“非遗入校园，编
织五彩梦”活动，110名少先队员参
与其中，学习编制技艺，感受非遗魅
力，让青少年更深切的了解家乡的
非遗技艺，坚定文化自信。

董新瑞还在易县职教中心开
展“非遗入校园”活动，50 名职教
学生参与其中，了解非遗传承文
化，学习编织技艺，体验编织绳结
的乐趣。开展“以结记事，以绳寄
情”研学体验活动，带领孩子们参
观编织工坊，走进手工艺人创作空
间，了解从绳纹定形、选线配色、工
具使用、技法变换到绳饰成形的工
艺流程。

2021 年 10 月公益入驻易水老
年活动中心，免费提供教学材料，丰
富老年人业余生活。2022年仅用4
个月的时间，在保定易县安格庄镇、
梁格庄镇、塘湖镇等50余个村开展

“乡村振兴，非遗同行”活动，展开绳
结编织技艺培训，共计800余人参与
其中，通过技艺培训，让更多的人了
解结绳、掌握结绳，并将这项技艺转
化为经济效益。董新瑞安排易县职

教学生来公司实习，培训30余名同
学参加学习，人均增收1000余元。

深耕文创作品 助力乡村振兴

董新瑞积极研究挖掘家乡传统
文化元素，把清西陵地区满族服饰、
燕下都古风古韵等元素融入到产品
创作中，先后注册了“诚瑞轩”“魏银
匠”“小瑞绳饰手作”等品牌和多项
产品专利。她挖掘家乡文化设计的
多件作品在各类大赛中惊艳亮相，

“诚瑞轩·瑞通九乘迦叶金刚结”获
得“2020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入
围奖，“易州燕下都-透雕龙凤辅首
纹”获得保定市第一届文创旅游商
品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奖”，
2021年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设计的
绳艺作品“百年芳华”获得保定市第
二届文创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

“优秀作品奖”，“绽放”编织挂画获
得保定市第二届文创旅游商品创意
设计大赛“最佳创意设计奖”，为庆
祝建党100周年设计的绳艺作品《团
结共庆》《百年芳华》被易县博物馆
收藏。 （中国文明网）

非遗传人带动300余名农村妇女再就业

用红丝线编织乡村群众幸福

黄帆，男，1982 年 8月生，中共
党员，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生产
管控中心电缆运检班班长。黄帆长
期扎根一线供电抢修班组，全心守
护城市安全供电。他自主研发5项
新型专利为居民快速供电；反复巡
查试验2884千米电缆，持续治理电
缆隐患，提升客户用电幸福指数；坚
持夜间零点检修设备，保证客户白
天正常用电。22年来，他累计完成5
万多起故障抢修任务和80余次急难
险重任务以及160余次重特大保电
任务，缩短停电时长10万余小时，受
益居民超过100万人次。黄帆曾获

“重庆好人”等荣誉。

治理电缆隐患 他较足了劲

在重庆南岸，每当出现电缆故
障，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被称为

“电缆医生”的黄帆。
干上这一行，黄帆的心就装下

了用户安全用电的全部责任。每
年，他都要沿着电缆沟把管理的
2884千米电缆巡检好几遍，直到全
部了然于胸。

“必须要全面掌握电缆的运行
状态，对电缆的环境和走向一清二
楚，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定位、排除故
障，保障用户持续用电。”在黄帆查
找电缆故障、整治商业街区电缆沟、
处理环网柜缺陷的日日夜夜里，他
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对现有
电缆全部深度“体检”，不留下任何
一个隐患。

2021 年 3月 9日 14时，黄帆在

110 千伏炒油场变电站对名为“10
千伏油山一回”的电缆开展振荡波
试验。

1160 米、1250 米、1450 米三个
点的电缆局部放电值达到18000皮
库，远超国标正常值。通过多年积
累的经验分析，黄帆敏锐地判断出
该电缆接头存在缺陷，当即制定技
术处理方案，重新制作电缆中间接
头。处理完接头隐患后，他再次开
展加压检测，这次检测中，电缆的各
项指标全部达标。

2021年 10月，经过6个多月攻
坚，黄帆带领班员完成了241条次电
缆的振荡波试验，处理了41根有安
全隐患的电缆，全面提升了南岸电
网供电的可靠性。

“电缆振荡波试验给电缆质量
把控构筑了坚固的防火墙，提前发
现了电缆绝缘缺陷，同时也给敷设
电缆上了一道‘紧箍咒’。”黄帆说。

优化供电环境 他用足了劲

“对已投运或即将投运的电缆
开展振荡波和介损试验，用检测数
据发现电缆局部放电点位置……”
1 月 26日，黄帆带领团队成员开展
全员介损试验培训。

提出介损试验培训，源于黄帆
有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全员齐
心协力改善供电环境的心愿。

“介损试验能够判断电缆的运
行状况，通过培训要让每个员工知
道试验流程，全面掌握分析电缆数
据的技能，这个技能就是保障电缆

安全运行的‘敲门砖’，我们掌握了
它，才有能力护佑老百姓可靠用
电。”黄帆说。

2023 年，黄帆着力打造全业务
核心班组，提升团队成员“单兵作
战”和协同配合能力。他全面梳理
多年电缆治理经验，制订培训计划，
组织团队成员开展电缆附件制作、
试验、二次调试等12项核心业务培
训。

练好队伍，即投入实战。2023
年3月初，南岸区白鹤路要修建一个
可以在3分钟内同时对20辆新能源
出租车、网约车换电的站点，建成后
将极大便捷市民低碳绿色出行。

黄帆接到任务后全身心投入，
他清楚换电站接电投运的重要性。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从前期现场
勘查到现场的施放电缆、制作电缆
附件、自动化调试、搭火接电等所有
环节的作业任务，他一一精心组织
实施。

3月 30 日，这个由黄帆负责的
新能源配电工程任务顺利完成。

志愿应急抢险 他拼足了劲

2021年 7月 20日，河南郑州遭
遇强降雨袭击。7月 22日，供电应
急抢修经验丰富的黄帆主动报名赶
赴河南抢险救灾。

7月23日，赶到郑州的当天，黄
帆就接到了为郑州学府小区抢修供
电设施的任务，并担任现场工作负
责人。

黄帆带着队员对小区内开关

站、环网柜和5台公共变压器的高压
开关逐一查勘，面对小区超过 80%
受损严重的配电设施和污泥杂物遍
地的抢修环境，为了让小区1000余
户居民尽快用上电，黄帆带领10名
队友一头扎进抢修工作中。

原计划3天才能完成的抢修工
作，在他们昼夜不停努力下，30个小
时便成功送电。看着重新亮起的灯
光，这位电力“硬汉”落下了热泪。

这样连续作战、顽强拼搏的作
风，一直是黄帆军人本色的真情在
线，更是他惯有的工作“底色”。

2020年 8月 17日，百年一遇的
洪峰过境重庆。8月 21日，洪水退
去。黄帆在完成全部抢险力量和物
资调配任务后，带队驻守南岸区海
棠晓月小区，开始抢修恢复工作。
清理淤泥、施放电缆，接通电缆……
8月22日凌晨4时，小区所有新安装
的设备成功送电。

短暂休息后，黄帆又先后赶赴李
家沱毛纺厂、鱼洞片区多个受灾点
支援抢险。直至23日清晨 7时，黄
帆已经连续奋战48个小时，当鱼洞
片区最后一处受灾设备抢修完毕，
他的心才彻底放松下来。

迎峰度夏，应急保供，黄帆铆足
干劲迎接一个又一个“大考”，带领
队员们奔波于南岸区的“角角落落”

“沟沟道道”，用心、用情、用力护佑
供区240余万居民的光明，“守护万
家灯火，实现‘停电零感’，这是我的
责任，更是我的使命和担当”。

（中国文明网）

“电缆医生”奋战保电一线22年

守护万家灯火不言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