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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

传承新时代考古人的责任与担当
他是党的二十大代表，湖北省博

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方勤。

湖北省博物馆是我国重要的文物
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机构，馆藏文
物 24 万余件，曾侯乙编钟及青铜尊
盘、越王勾践剑、郧县人头骨化石、元
青花四爱图梅瓶等文物享誉海内外。

20世纪70年代，“国宝”曾侯乙编
钟的出土发现引发了业界对于“曾国
之谜”的探寻。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
10余年来，方勤组织枣阳郭家庙曾国
墓地等系列考古，接续“挖”出一个曾
国。去年底，“曾世家——考古揭秘的
曾国”常设主题展在湖北省博物馆新
馆与观众见面，近500件文物串珠成
线，娓娓道来未被史书所记载的曾国
700余年历史文化。

在方勤的带领下，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湖北省博物馆在考古发掘
研究、展览展示、传承弘扬等方面硕果
累累。方勤带队远赴俄罗斯、意大利

等地举办展览，介绍中国礼乐文明；持
续挖掘荆楚文化内涵；10年间，湖北9
个项目获得“十大”或“六大”全国考古
界最高奖项。

回望2020年初，武汉遭遇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国宝的“守
门人”，方勤和75名“战友”一起，在湖
北省博物馆封闭值守80余天，24小时
轮班，最终保护了全馆文物万无一失。

两年来，全球疫情带来出行和游

览方式的改变，让文博界的有识之士
开始深度探索“博物馆+”的未来方
向。“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物工作，
我们应深挖馆藏文物内涵，让博物
馆+文创、+旅游、+教育，把博物馆
热融入当代生活。”方勤说。

多次亮相《国家宝藏》《考古公开课》
等科普性节目，方勤频频走进公众视
野。“如果把我们看作是文化推广的一个
符号或使者，在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推
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发挥一定作用，
这样的‘网红’值得去做。”方勤说。

近年来，方勤先后获评 2020 年
“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第六届全国杰出专
业技术人才。得知自己当选党的二十
大代表，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博物馆和考古工作迎来了发展的黄
金时期，‘文化自信’被提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身处这个好时代，我倍加珍
惜，理应履职尽责，为建设文化强国
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武汉10月4日电 记
者喻珮）

方勤在湖北省博物馆内。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三部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徐芙蓉：

在生死边缘守护生命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三部重症监护室护士长徐芙蓉：

在生死边缘守护生命
在湖南省人民医院 ICU（重症

监护室）病房里，医院急诊三部 ICU
护士长徐芙蓉正紧张忙碌着。14 年
来，她精心护理危重病人，用自己的
专长和爱心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

“ICU护士是在生死边缘守护生
命。”徐芙蓉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就是一句话：责无旁贷！”
2020 年 2 月 11 日，在新冠肺炎

疫情的紧急关头，徐芙蓉主动请战
驰援湖北黄冈。

抵达黄冈后，徐芙蓉临危受
命，担任湖南医疗队重症医学科护
士长。短短 3 天，她和同事们建起
一个“战地 ICU”，接收了首批 15 名
病情最危重的患者。

“我有经验，我来！”面对吸痰、气
管插管等与病毒“贴身作战”的危险
操作，徐芙蓉总是积极承担。

42 天里，徐芙蓉和队员们一起
完成了 49 名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任
务，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
零事故的目标。

离开那天，看着夹道送别的黄

冈人民，徐芙蓉热泪盈眶。
2020年5月11日，从黄冈归来还

没来得及好好休整，徐芙蓉再次主动
请缨，还是那句话：“我有经验，应该
去。”她作为中国（湖南）抗疫专家组
成员、护理专家，远赴非洲抗疫。

在非洲，徐芙蓉和队友们先后走
访了津巴布韦和赤道几内亚的 70多
家机构和单位，与专家组成员一起下
基层、访社区、进医院，指导他们改善

分诊流程、优化诊疗方案，深入隔离
病房与当地医务人员讨论病例。

回国之前，徐芙蓉和专家组成
员向两个国家各提交了长达一万二
千字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家建议
书》，“这是我们留给当地群众的礼
物。”徐芙蓉说。

“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医护人
员请战到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去？”世
卫组织代表加沙西拉博士向徐芙蓉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她从容回答：

“在中国，国家出现困难的时候，我
们都会主动冲在最前面，不计报
酬、不论生死。这应该是已经融入
血脉的一种自觉。”

得知自己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后，徐芙蓉说：“党代表对我来说是
无上光荣，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
希望能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事业做得
更多、做得更好。”

（据新华社长沙10月4日电 记
者帅才、谢奔、姚羽）

徐芙蓉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内。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徐芙蓉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内。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古灶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秀兴：

在啃“硬骨头”中推进乡村振兴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古灶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秀兴：

在啃“硬骨头”中推进乡村振兴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广东省佛

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古灶村，看到
村里的亿锋数智产业园即将竣工、
工人正进行内部装修。这个逾 10 万
平方米的产业园五年前还只是村里
废弃的幼儿园和旧厂房，改造计划
一度遭到质疑。

这是党的二十大代表、古灶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秀兴啃下的

“硬骨头”之一。几年来，她带领村
“两委”成员确立“党建作统领，经济
民生作两翼”的工作思路，团结党员
群众啃下一块块“硬骨头”，将一度
组织涣散、矛盾重重的“问题村”变
成了集体收入过亿元的全省乡村治理
示范村。

2017 年 ，暨 南 大 学 研 究 生 毕
业、曾在古灶当过村“两委”后备干
部 的 陆 秀 兴 当 上 了 古 灶 村 党 总 支
书记。

为盘活村集体资产，陆秀兴带领

村“两委”新班子做方案，计划将空
置的幼儿园和租价极低的旧厂房改造
成现代纺织园区招商引资。然而，这
个她满怀期待的项目却遭到了村民的
质疑，61 位村民代表有半数在表决
时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陆秀兴并没有气馁，她首先听取
党员意见，咨询民情民意，并发动党
员带头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根据党员建议，陆秀兴带着村民
代表走出古灶村，实地探访投资方的
其他产业改造项目。充分沟通和“眼
见为实”让村民们直观地感受到项目
的收益前景。最终，这个改造项目在
村民代表大会上高票通过。

经历了这次地块出租的波折，陆
秀兴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党建
工作，坚持村里重大事项决策经过

“村党委会提议——村‘两委’会议
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
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的流程，推动
古灶村成为全市首个推行农村重要事
权清单管理制度的示范村。

“这强化了党组织的全面领导，
加深了村组两级干部、党员与群众
间的沟通联系，充分发挥了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村党组织的‘战斗力’
不断加强。”陆秀兴告诉记者，古灶
村同时还完善了一系列管理制度，
从地块活化到停车管理等大小村务
都严格按制度规范办事，杜绝“打
人情牌”。

“村里哪块‘骨头’最硬，我就
从哪里入手。”她说。

（据新华社广州10月5日电 记
者詹奕嘉）

陆秀兴正在主持会议。
王 澍摄 （人民视觉）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山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祝雪兰：

茶香氤氲蕴初心
正是采收秋茶的时节，广西苍

梧县六堡镇山坪村的祝雪兰家里，
村民们陆续送来采摘好的茶叶。

祝雪兰是山坪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也是六堡茶制作技艺
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经过她统
一炒制的六堡茶，因成熟稳定的品
质受到市场欢迎。

坐落在海拔 600 米以上的山坪
村，有着种植六堡茶的天然优势。然
而，曾经的山坪村并没有因茶而兴。
山多地少的自然条件成为天然的掣
肘，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山坪村一度
成了自治区级贫困村。

2008年，祝雪兰当选为山坪村党
支部书记，立志要寻找一条让乡亲们
脱贫致富的道路。祝雪兰与乡亲们
商量决定，还是要做“茶文章”。

传承千年的六堡茶，有一套高
标准的制作工艺。但山坪村各家各
户的制作工艺却并不统一，茶叶质

量参差不齐。一套好的制茶工艺，
往往是镇上一些家庭秘而不宣的致
富“绝招”。出生在“制茶世家”的祝
雪兰决定公开家里的制茶技艺。

祝雪兰说：“作为一名党员，我
要永远记得入党时的初心。制茶是
好路子，不把手艺传给大家，我们
村怎么走出这六堡大山？”

自家炒茶的小平房成了“教

室”，祝雪兰办起了“茶园讲堂”。
山坪村和邻近村镇的民众都慕名前
来讨教，近千名茶产业从业者掌握
了传统制茶工艺，村落里六堡茶的
茶香愈发醇厚。

山坪村六堡茶制茶技艺从此逐
步推广开来，村民种茶、制茶的积极
性高了，增收致富的能力也增强了。
2016年，山坪村成功脱贫。2021年底
村民年人均收入达 2.1 万元，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13.8万元。

祝雪兰说，看着翠绿的茶山，
她准备把茶文化、瑶族文化和旅游
产业结合发展，开发“茶文旅”的新
路子。

带领着山坪村不断孕育振兴动
能，祝雪兰先后被评为全国三八红
旗手、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祝雪
兰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

“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份压
力，是对我十几年来践行初心的一
份肯定。我要守着我的初心，继续
做好‘茶文章’，带着山坪村继续前
进。”祝雪兰说。

（据新华社南宁10月5日电 记
者吴思思、郭轶凡）

海南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海上、岸上，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职责
他，是党的二十大代表，海南省

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潭门海上民兵连副连长王书茂。

潭门镇，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东部
沿海。潭门渔民自古以来就在南海上
耕海牧渔，生活全靠大海的馈赠，南
海是他们心中亲切的“祖宗海”。

王书茂 18 岁就跟随父辈闯海。
1985 年南沙渔业生产恢复，王书茂
是最早一批到那里捕鱼的渔民，并主
动加入海上民兵组织。

作为潭门海上民兵连副连长，王
书茂对维护国家领海主权有着强烈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断增强民兵连
应急处突能力，时刻准备冲在南海维
权第一线。

在南沙相关岛礁建设中，王书茂
主动请缨参与政府组织的开发，三代
同堂建设南沙的事迹一时传为佳话。

为国护海，他可以豁出命。1998
年 1 月的一天，王书茂带领民兵连运

送物资途中突遇9级狂风，4米高的海
浪击打木船，他沉着指挥。渔船在海
上漂了4天4夜，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海上、岸上，他始终不忘共产党员
的职责。每遇渔民遇险，王书茂也总是
第一个冲出来救人。据不完全统计，王
书茂组织渔民抗击台风、开展生产自救
120多次，救援渔民600多人次。

2013 年，政府号召潭门渔民造

大船、闯深海、捕大鱼，王书茂第一
个站出来承包了一艘850余吨的钢质
渔船。近年南海渔业资源衰减，保护
海洋生态意识增强，潭门上百艘木质
渔船需转产转业，王书茂又带头将自
己的两艘渔船租赁出去，发展休闲渔
业，带领群众探索致富新思路。

如今，潭门镇的休闲渔业蓬勃兴
起，镇容镇貌焕然一新，特色民宿远
近闻名，海鲜餐饮店发展达 167 家。
曾经默默无闻的潭门镇已成为南海渔
业文化旅游名镇，年均接待游客量
160万人次。

2021年，王书茂被推选为潭门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60多岁的王书茂再一次
带头为渔村群众探寻出一条海水养殖
业的新路，如今已带动40多个渔民投
资建设了33个工厂化养殖场，养殖的
东星斑、东风螺行销国内多个省市。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后，王书茂
广泛收集群众呼声和建议。他说：

“没有党、没有南海就没有我的今
天，我将继续带领乡亲们保护好我们
的‘祖宗海’，发展产业，共同致富。”

（据新华社海口10月6日电 记
者赵叶苹）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官梅玫：

用心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她是党的二十大代表，重庆市

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主
任、四级高级检察官梅玫。

2003年，梅玫考入大渡口区检察
院，开始接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参
加工作不久后，一场庭审深深触动了
梅玫。当时，涉嫌抢劫的未成年人小
何在庭审中失声痛哭：“我不知道这是
犯罪，如果知道，我肯定不会去干的。”

在坚持公平正义办案的基础上，
能否为未成年人“多做一点”？梅玫
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仅仅“就
案办案”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事
前预防工作，避免孩子走上犯罪道
路，也帮助走错路的孩子回归社会。

为此，从 2004 年开始，梅玫和同
事一起创立了“莎姐”青少年维权岗，
探索办案、帮教、预防、保护四位一体
的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机制，编绘
图文并茂的《莎姐讲故事》普法宣传读

本，设立“莎姐”热线、“莎姐”信箱、“莎
姐”谈心室等，让“莎姐”青少年维权岗
成为服务未成年人的“心灵港湾”。

一些未成年人喜欢给梅玫写
信，梅玫仔细回复每一封信。梅玫
说，每当从信中看到曾经帮教过的
孩子的好消息，她就倍感欣慰。

随着未成年人帮教工作的深
入，梅玫意识到，除了针对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莎姐”的工作触角还
可以延伸至受害的未成年人，以及
普通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子女。

梅玫还记得，10岁女孩小丽来到
“莎姐”谈心室寻求帮助。因为受到
犯罪分子不法侵害，这个原本开朗活
泼的女孩出现幻觉，并有轻微自闭。
梅玫心疼不已，请来心理咨询专家为
她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在每次治疗
时，梅玫都会给小丽一个鼓励的拥
抱。“姐姐，我好喜欢你，爸爸妈妈经
常不在家，没人像你这样抱过我，我
感到很温暖。”最后一次谈心结束，
小丽主动抱住了梅玫。

梅玫说，让“莎姐”成为关爱未成
年人、帮助未成年人解决法律问题的
知心品牌，一直是她努力的方向。

如今，“莎姐”青少年维权岗从最初
的7人小组，扩展到重庆市三级检察院
共同参与，416名“莎姐”检察官、1678名
来自社会各界的“莎姐”志愿者充实到
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队伍中。

“我愿一直都做少年们心中值得
信任的‘莎姐’检察官，守护他们向阳
而生……”梅玫说。

（据新华社重庆10月6日电 记
者周文冲）

贵州望谟县实验高中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刘秀祥：

激发山乡学子的奋斗动力
最近几年，每逢新生开学，贵

州省望谟县实验高中党总支副书
记、副校长刘秀祥都要给学生讲述
自己背着母亲求学的故事，还会带
他们去老家看自己小时候居住的老
木屋。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学
生，要“相信奋斗的力量”。

4岁那年，刘秀祥的父亲因病去
世，母亲因为伤心过度，患上间歇
性精神疾病，失去了生活自理能
力。“为了照顾母亲，从初中到大学，
我一直把母亲带在身边。”刘秀祥说。

2008 年，刘秀祥考上了山东省
的临沂师范学院 （现临沂大学），他

“千里背母上大学”的故事经媒体报
道后广为人知。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一家企业
工作，一开始并不打算回来。”刘秀
祥说。但有一天，他接到了自己资
助的孩子打来的电话，说不想读书
了，他反复劝解也没有效果。

他意识到，像这样初中就辍

学 的 孩 子 ， 家 乡 应 该 还 有 不 少 。
于是，2012 年刘秀祥辞职回到家
乡望谟任教，他想让更多孩子走
出大山。

“因为我自己是通过读书走出大
山，我回来是想告诉孩子、家长，读书
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刘秀祥说。

为了劝学，刘秀祥发起了“助学
走乡村行动”，他常常骑着摩托车，
将自己的故事录入小喇叭，走村串

寨劝学。此后，刘秀祥跑遍望谟县
的各个乡镇，骑坏了七八辆摩托
车，1800余名学生因他重返校园。

从教十年来，刘秀祥除了做好
日常教学等工作外，还到全国各地
开展励志演讲。截至目前，刘秀祥
已开展公益演讲 2000多场次，用自
己的事迹激励更多人追逐梦想。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2020 年，
刘秀祥工作室成立，工作室的工作内
容包括励志演讲、教师培训、学生德
育教育和贫困学生资助。

近日，记者来到望谟县实验高
中时，刚好碰到刘秀祥工作室在组
织学生发放最新一期的社会帮扶资
金。目前，刘秀祥工作室累计牵线
对接资助学生 4000多人，资助资金
超过1000万元。

近年来，许多像刘秀祥一样的
教育工作者，成为山乡学子背后的
坚强支撑。

“现在的学生，比我上学的时候
要幸福得多。”刘秀祥说，特别是脱
贫攻坚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从义
务教育到大学的系列教育保障措
施，社会帮扶也越来越完善。

（据新华社贵阳10月7日电 记
者施钱贵、周宣妮）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冒水村党支书陈望慧：

“种下”玫瑰产业带富千万家
在川西高原大山深处的四川阿

坝州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如今玫瑰
产业红红火火。多年来，冒水村党支
部书记陈望慧，带领乡亲种植玫瑰
花，发展玫瑰产业，不仅让全村实现
了脱贫致富，更是带动了 46 个村、近
2万人增收，被村民亲切地称作“玫瑰
姐姐”。

冒水村平均海拔近 3000 米，当
地百姓靠种植产量和产值都很低的土
豆、胡豆等作物，过着贫困的生活。
这让曾是冒水村村干部的陈望慧十分
苦恼。

2010 年的一天，陈望慧赶到一
位老乡家，察看被野猪拱坏的土豆
地。在一片狼藉中，她无意间瞥见几
株野玫瑰完好无损。陈望慧思忖，在
如此苦寒之地，野玫瑰竟可以顽强生
长，那可不可以利用它为当地百姓带
来收益呢？

为了寻找能让村里脱贫的玫瑰，
大半年时间里，陈望慧的足迹遍布七

八个省份，行程上万公里。
2013 年，冒水村一片片艳丽、

飘香的玫瑰花，成为陈望慧执着和坚
韧的最好回报。她带回的玫瑰品种优
良，十分适宜当地生长；学习得来的
先进种植技术，很快传播推广。

2016 年，陈望慧当选冒水村党
支部书记，她更坚定地阔步前行，带
领乡亲们致富。

为了提升玫瑰附加值，陈望慧决定

自己建加工厂。“我一咬牙将房子卖了，
又借钱、贷款，建起了加工厂。”她说。

经过几年发展，如今，加工厂内有
玫瑰精油生产线14条，玫瑰花茶生产
线3条，玫瑰酱、玫瑰饼生产线各1条，
可生产20多款产品，2021年销售额达
到3000万元，产值达到5000万元。

在陈望慧带动下，冒水村牵头建
成玫瑰产业基地扶贫车间。近3年来
她优先聘用低收入家庭、残疾人等
500余人次在工厂务工，为每个家庭
增收 8000 余元，让群众得到了实实
在在的实惠。

瞄准山区贫困村脱贫短板，冒水
村的实践引起关注。在当地政府脱
贫攻坚系列政策支持下，冒水村附近
的村民也逐渐种起了玫瑰，一朵朵

“脱贫玫瑰”在大山深处绽放。如今，
当地玫瑰产业带动了小金县 13 个乡
镇的 46 个村种植玫瑰，目前有 1.5 万
亩种植面积。

“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意味着
沉甸甸的责任。”陈望慧说，“我要不
断加强自身学习，补齐短板，更好地
带动更多老百姓种好玫瑰，发展玫瑰
产业，当好百姓的‘贴心人’。”

（据新华社成都10月7日电 记
者高健钧、冯家顺）

王书茂在办公室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陈望慧在玫瑰园中。
新华社记者 刘 琼摄

祝雪兰在山坪村采茶。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梅玫在查阅卷宗。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刘秀祥在课后辅导学生。
新华社记者 周宣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