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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雨过后，低矮的乌云中挤出一抹蓝色，
蜻蜓密密匝匝地在吉林省舒兰三中的操场上
飞来飞去。一场汛情，打破了8月校园本该有
的宁静。

气象预报显示，不久前刚经历第5号台风
“杜苏芮”影响的舒兰市，12日开始面临第6号
台风“卡努”的威胁。

“为了应对台风‘卡努’，已经有499人转
移安置到了我们这。”见到笔者，校长孙国民声
音嘶哑，眼中带着血丝，正认真核对着转移人
员登记表。

2020年新建校舍的舒兰三中，是本轮汛
情舒兰市最大的安置点。除了接收所在地平
安镇的人员，金马镇、七里乡等遭受水灾严

重地区的受灾群众，3日晚开始也被陆续转
移至此。

孙国民领着老师们从早上开始忙碌，巡查
安置宿舍，核实人员变动，了解老人的用药需
求，处理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我们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回校了。”孙国民
说道，灾情面前全校老师响应号召，在几天内，
安排住宿，开放食堂，设立观影点，尽量让村民
在安置点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为了安抚受灾村民情绪，学校还安排老
师和大家聊天，按 1 对 10 的比例做心理辅
导。”孙国民说。

在学校走廊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年轻人
搬着药箱在人群中穿梭，他们是这里的学生志

愿者，有的还是舒兰三中的毕业生。
16岁的孙丽媛刚刚初三毕业，看见家乡

受灾选择来当志愿者。发放防疾病传单、挨家
通知撤离、在学校服务受灾群众……这个暑假
让她终生难忘。

“在乡下，有位大爷怕我们渴，摘自家李子
给我们吃。在学校食堂，村民们总是让我们先
去吃饭。”孙丽媛感动地说，“在灾情面前，齐心
协力最重要。”

临近晚饭点，学校食堂后厨里飘出猪肉炖
酸菜的香气，管理员宋晓波正忙着安排村民排
队用餐。刚做完胆囊炎手术一个月的她，现在
刀口还会隐隐作痛。

“虽然快退休了，但是还要做点力所能

及的事。”宋晓波说，“有村民吃完饭会主动
帮我们擦桌子擦地，只要大家满意，再累也
值了。”

对于孙国民来讲，最难忘 8 日立秋那
天。镇政府工作人员领着大家在学校包饺
子，100斤面，两大盆肉馅，一起“贴秋膘”保
平安。

吃过晚饭，村民们聚在操场上乘凉，不
一会儿，就开起了“座谈会”。“多亏了村干部
让转移”“现在吃得饱，住得暖”“心疼家里遭
受的损失”“只要人还在”“是啊，人在，一定
能重建”……

夜慢慢深了，安置点渐渐安静了下来。
（新华社王帆马晓成）

“来，您把盒饭拿好，这还有馒头。”8月9
日下午5点，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时代中学安置
点，五常市铁路学校校长张晓红正带着学校的
老师为群众发放晚餐，盒饭从保温箱中拿出来
交到群众手中时，还带着热乎气儿。“饭菜管
够，不够吃随时喊我，大点声儿就行。”一位老
师嘶哑着嗓子说。

两荤两素，白面馒头。
清洗、切菜、炒菜、分装、运送……位于五

常市杜家镇的悦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一片忙碌。“我们去年12月从深圳到五
常投资建厂，原计划今年9月开学为中小学
校配餐。现在防汛需要，我们提前投入运营。”
公司总经理韩志涛介绍，目前70多名员工提
前上岗，每天生产配餐2700份，为防汛贡献
力量。

“在家停水停电的能吃啥啊，这就挺好。”
五常市沙河子镇大柜村村民张琴说，从家里匆
忙出来，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被褥都是安置点
给发的。

近日，受台风“杜苏芮”影响，黑龙江省出
现极端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交通、

水、电等基础设施受到不同程度损毁。五常市
多个乡镇受灾，五常市时代中学被启用作为群
众集中安置点。

集中安置点需要人手，五常市铁路学校校
长张晓红和24名教师主动组建志愿小组，积
极投身到救灾安置中，为受灾群众搭建起临时
的家。

笔者看到，在安置点宿舍楼一层，房间左
右两侧各有三排上下床，都铺着统一发放的被
褥，地上摆放着生活用品。

“吃饱住暖，基本生活没问题，在这挺安心
的。”沙河子镇大柜村村民王洪芹坐在床边说，
水果牛奶这里都给发，吃住有保障，就等着水
退了回家。

“安置点有些村民年纪偏大需要更多的照
顾，除了发放日用品和一日三餐，我们得帮助
他们搬东西，上药。”张晓红说，现在是暑假期
间，老师们放弃假期守在这里，有的老师深夜
搬运物资眼睛都熬红了。

晚饭后，入口拐角处的医疗室陆续来了几
位年纪大的村民。

“血压正常，体温正常，您就是有点着凉
了，我给您拿点药，回去按时吃，不舒服您随
时找我。”五常中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肖立
宏一边从就诊群众腋下拿出体温计一边轻
声叮嘱。

由于部分群众转移时匆忙，并没有随身携
带常用药品，医疗室专门配备了消炎药、降血

压药等常用药。
“今晚轮到我值夜班，住在这里的老人多，

谁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得第一时间赶到处置。”
五常中医医院护士陈琦说，近两天天气炎热，
除了救治群众，安置点消杀也必不可少，垃圾
堆放处和厕所都需要重点消杀。

暮色渐浓，“温暖如家”几个亮色大字悬挂
在安置点门口，旁边的爱心服务台有志愿者过
来交接班。趁着空当，忙了一整天的工作人员
寇长凤坐在椅子上快速地吃了晚饭。

“有些村子水已经退了，部分村民已经返
回村里，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尽快恢复到常态
化，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寇长凤说。

（新华社管建涛王鹤）

远眺缕缕云雾从山谷中缓缓升起，成片
的云海在俊秀奇美的山间奔涌；漫步世界文
化遗产地西递宏村，欣赏古朴典雅的徽派建
筑；畅游歙县非遗夜市，探寻徽州文化独特魅
力……今年以来，安徽省黄山市的旅游持续
火爆。

黄山是我国山岳型景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在
中国的旅游目的地中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如今
吸引游客前来的，更多是以“大黄山”区域文化价
值为核心的全域旅游新体验。

在安徽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安
徽省将建设“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
地，深入挖掘“大黄山”文化内涵，整合旅游优质
资源，积极推进文旅产业升级，辐射带动皖南国
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全域高质量发展。

“大黄山”的概念在2022年2月安徽省发布
的《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十四五”建设发展
规划》中首次被明确提出，范围包括黄山、池州、
宣城、安庆4市，18个县（市、区）。而今，安徽省为

“大黄山”的发展锚定坐标、明确路径、指明方向。
“墙角虽削去三分，但上方有棱有角，下方墙

基仍在，意思就是‘上不让天，下不让地，中间让
出三分和气’。”在黄山市黟县西递镇西递村胡文

照故居前，西递村党总支书记胡立傲正在向游客
讲解蕴藏于徽派建筑中独特的“和合”文化。

作为徽文化的发祥地，除了享誉海内外的风
景名胜，最吸引游客的就是以马头墙、青砖黛瓦
为浓重印记的徽派建筑。目前，黄山市古村落就
有100余个，不可移动文物8000余处。

据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邵海卫介绍，
安徽省将加强传统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深度发掘

“大黄山”区域文化价值并注入时代内涵，增强旅
游体验的文化底蕴。提炼桐城文化、徽文化等文
化标识，深入挖掘农耕文化、历史文化名人资源，
打造世界知名人文旅游品牌。

去黄山市徽州区谢裕大茶博园探访徽茶的前
世今生，在休宁县枧潭风景区尽享漂流戏水之趣，
走进胡开文墨厂体验徽墨歙砚制作……一系列新
业态、新模式、新玩法也在不断涌现。

立足文化、旅游、自然、生态多重叠加优势，
黄山市着力构建“山水村夜”文旅坐标系，以黄山
景区为纵坐标，打造环黄山旅游风景带，以新安
江为横坐标，打造新安江百里大画廊、南溪南“五
朵金花”国际会客厅，突出创意赋能。

“我们将推动徽文化及其衍生的文化元素和
文创产品融入旅游街区、景区、酒店、线路等。实
施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徽州文书馆藏工程，高

起点建设一批非遗馆、非遗工坊、非遗旅游基
地。”邵海卫表示。

8月4日晚，“朴乐星河·漫游野趣”朴蔓第二
届草地音乐节在黄山市黟县碧阳镇丰梧村举办，
音乐、露营、山野、啤酒、烧烤、烟花等时尚元素齐
聚美丽乡村。

近年来，黄山市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培育
形成了茶香竹铺、江畔九砂、卖花渔村、梦里祖源
等特色微景区，成为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

未来，黄山将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主攻方
向，统筹推进休闲旅游发展、美丽乡村建设、传统
村落保护，培育乡村旅游精品，打造具有国际魅
力的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培育一批乡村旅
游主题村、美食村等。

黄山市还将在培育高品质休闲度假旅游业
态上下功夫，大力发展休闲度假经济、创意经济、
体育赛事经济、康养经济等，落地一批国际会议、
国际论坛、国际赛事等重大活动。同时，充分挖掘
文化典籍、精彩典故、历史遗存等，用国际思维模
式讲好“大黄山”故事。

据了解，今年1月至6月，黄山市共接待游客
3610.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5.1%，旅游总收入
330.8亿元、同比增长109.7%。

（新华社刘美子）

2023陕西省
男子篮球城际联赛开赛

新华社西安8月12日电（记者 姚友
明）12日晚，“中国红·红西凤”2023陕西
省男子篮球城际联赛在陕西省商洛市举
行开幕式，来自陕西西安、宝鸡、延安、安
康等地的省内12支代表队角逐总冠军
奖杯。

当日，东道主商洛队以87：63击败延
安队，赢得“开门红”。

本届联赛由陕西省体育局主办，陕西
省篮球排球运动管理中心、陕西省篮球协
会承办。联赛分三个阶段，8月12日至18
日是第一阶段，在商洛进行赛会制排位
赛，12支代表队分为A、B两组，进行小组
循环赛，再通过两组交叉赛排出该阶段各
队的座次；9月至10月进行第二阶段主
客场制的排位赛；10月，由第二阶段排名
前两位的队伍进行三战两胜制的主客场
总决赛。

该项赛事原名为陕西省男子篮球联
赛，2019年举办首届比赛，2020赛季更
名为陕西省男子篮球城际联赛。陕西省
篮协主席王立彬表示，各参赛队要以本
届省男篮城际联赛为抓手，抓新机遇、创
新格局，助力篮球成为陕西第一运动，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待。

长江源头兴起登山热

初秋时节，长江源头仍有绿意。沿
着109国道深入可可西里，在太阳的照
射下，远处的玉珠峰顶金光灿灿，山脚
下，不时有藏羚羊、藏原羚等野生动物
觅食嬉戏。雪山、草甸与灵动的高原生
物，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

在玉珠峰的南坡下，往来登山的游
客络绎不绝，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
麻莱县曲麻河乡昂拉村党支部书记才丁
加忙着安排协调，难有空闲。“现在来玉
珠峰登山的人越来越多，我们都快忙不
过来了，生态保护这条路我们是走对了，
长江源头的‘冷资源’变成了我们增收致
富的‘热产业’。”才丁加说。

曲麻莱是长江北源主要源流的发源
地，昂拉村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
园区，村子平均海拔在4580米以上，村
民世代以养牦牛、藏山羊为生。为保护生
态环境，昂拉村村民响应国家政策，禁牧
减畜、划区轮牧、以草定畜……他们放下
牧鞭，守护江源环境，家家户户都有一名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

生态得到保护，畜牧业转向高质量发
展，如何让更多群众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才丁加与村民们反复琢磨商量，最终将目
光投向了村内的玉珠峰。

玉珠峰海拔 6178 米，一直以来都
是登山爱好者理想的高山冰雪训练场
地，也是初学登山者理想的体验地。依
托长期积累的民间登山基础，昂拉村
2021 年成立了户外旅游有限公司，重
点打造玉珠峰登山大本营，当年就吸
引游客 1000 多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
百万元，占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一
半以上。

随着生态红利不断显现，登山活动为
村里人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俄金扎西曾
是村里的贫困户，家里没有草场更没有牛
羊，以打工为生。看到家门口的登山产业
发展前景不错，俄金扎西主动学习并考取
了初级高山向导证。“当一次登山向导可
以收入3500元，干得好的话一个月能赚
2万多元，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到村子
里工作。”俄金扎西说。

“登山的前提是保证安全，同时规范
化的运动流程也能促进登山运动的发
展。”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
木市群众体育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陈民
说，玉珠峰的北坡位于格尔木市境内，近
年来随着玉珠峰的登山活动越来越

“热”，他们与南坡的曲麻莱县一起，打造
玉珠峰登山品牌，规范化培训本地登山
向导，让玉珠峰“登山路”成为两县市群
众的“致富路”。

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离不开生态的
重点保护。才丁加介绍，在登山活动中，
生态永远排在第一位。“每一次集中登
山活动前，村里都会安排大学生给游客
讲授生态保护注意事项，我们还组织了
生态管护员巡护队，保护野生动物，禁
止人们在长江河段捕鱼和扔垃圾。”才
丁加说。

“每一次的登山活动都是一次生态环
保的‘现场教学’，让大家在领略国家公园
大美风景、体验登山乐趣的同时，学习生
态环保知识、传播生态环保理念。”陈民
说，从今年5月到现在，已经有800多人
次攀登玉珠峰，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等
地的游客跨越千里感受长江源的壮美风
光，“他们回去之后，就成了三江源国家公
园的义务宣传员。”

高原天空纯净湛蓝，玉珠峰的雪顶
更加耀眼。“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守
着长江源，守着生态，我们的日子一定会
越过越好。”才丁加说。

（新华社柳泽兴王浡）

今年以来，江苏
省连云港市东海县
行政审批局积极加
快 推 进 创 新“ 掌 上
办、随机办、智慧办”
的“一张网”建设，持
续优化健全网上政
务自助“秒”办服务，
压减流程环节，实现
了行政审批服务“24
小时自助办理、365
天‘不打烊’”的既定
目标，助力当地经济
高效快捷高质量发
展。图为 8 月 13 日，
东海县市民在行政
审批局 24 小时自助
服务大厅内进行行
政审批预约。

张正友摄

“在灾情面前，齐心协力最重要”
——舒兰三中安置点的一天

临时的家也很温暖
——黑龙江省五常市时代中学安置点走访见闻

全力以赴 防汛救灾

安徽深挖“大黄山”文化内涵

建设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上接1版）
在董绍林的不断创新中，峨眉山军供

站保障能力、保障质效持续提升，先后被
评为“全国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四川
省双拥共建先进单位”“四川省军供保障
工作先进单位”，并于2022年第三次被退
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评
为“全国重点军供站”。

始终热爱军供事业

23年时光流逝，董绍林始终保持着
对军供工作的热爱。他说：“我们的工作
是很平常的工作，但这么多年，越干对部
队越有感情。虽然我现在54岁了，但只要
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天，我就要认真负责
地把服务部队的工作做好，为每一个有
需要的军人服好务。”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董绍林带领
峨眉山军供站全站职工连续20多天全天
候保障部队数万人次，创峨眉山军供站
建站50多年以来单批次接待量最高纪
录。其间，他身体抱恙仍坚守一线工作岗
位，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当被问及这样
坚持的原因时，他一句简单的“我是一名
老党员，一名退役军人，更是一名军供人
员”道出了“部队有需求，军供必回应”的
无畏情怀。

在军供站工作23年，董绍林实现军
供保障任务“零差错”。在工作间隙，他也
常常到乡村走访，关心帮扶困难群众。在
脱贫攻坚期间，他长期帮扶峨眉山市九
里镇顺江村的两户村民，在医疗、教育、
生产等多方面给他们提供帮助。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后，他又长期帮扶峨眉山
市龙池镇幺店村的两户脱贫户。近日，董
绍林在前往幺店村脱贫户万永聪家走访
时，了解到万永聪正为自产蜂蜜的销售
问题犯难，便自告奋勇当起“蜂蜜销售
员”，发动亲戚朋友购买蜂蜜，解决了万
永聪的难题。

因为全身心投入工作，董绍林极少有
机会回山东老家，没能见到父母最后一
面，他一直深感愧疚；为全力做好军供服
务，他极少有时间陪伴妻儿，爱人王炳惠
对家庭的付出和对他工作的全力支持让
他深怀感激。

23年来，董绍林始终如一坚守在军供
保障一线，默默奉献，倾尽全力为部队提供
优质保障。在领导眼中，他是艰苦奋斗的

“老黄牛”；在同事眼中，他是敢于创新的
“拓荒牛”；在部队眼中，他是为兵服务的
“孺子牛”。一提起董绍林，与他一起工作了
23年的峨眉山军供站供应科科长何休军赞
不绝口：“他是我们心中的‘主心骨’。”

“‘最美拥军人物’这份荣誉，是责
任，也是鞭策。”董绍林告诉记者，未来的
日子，他将继续践行“拥军就是爱国，爱
国必须拥军”的理念，一如既往地坚守在
军供保障一线，倾尽全力为部队提供优
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