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2 年 8 月 15 日 星期一
关注·各地

本报记者陈青冰、杨仕彦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8 月 12 日上午，一支来自西安市阎良区
的乐队自发走进渭南市富平殡仪馆，对着房间
内蒋正全的遗照，演奏了一首《为了谁》。
　　曲毕，人们依次鞠躬，向英雄致敬。
　　今年 44 岁的蒋正全，老家在重庆市江津
区朱杨镇板桥社区茨坝居民小组，是一位普通
的农民工。他从重庆到陕西打工，住在不到 20
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家有年近七旬的双亲和 9
岁的儿子，和大部分工友一样，他一心想着再赚
几年钱，就回家孝敬父母。
　　就是这样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他，在遇见
危 机 情 况 时 没 有 一 丝 犹 豫 ，奋 不 顾 身 下 水
救人。
　　 8 月 8 日，一辆白色越野车不慎冲入西安
市阎良区二龙口水库，情况危急。路过的蒋正
全和工友们赶忙跳河营救。车内 3 名妇女和 2
名儿童被成功救起，而蒋正全的生命却永远地
定格在那片水域中。
　　 8 月 12 日上午，蒋正全的遗体告别仪式
在陕西渭南市殡仪馆举行。当天夜里，他的骨
灰回到重庆，当地政府在江津区殡仪馆为他举

办了骨灰安放仪式。
　　各界人士纷纷自发来到现场，渭南的人们
目送英雄离开，江津的老乡也早早聚集在高速
路口，顶着重庆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打出“迎
接英雄回家”的横幅，一起接这个“重庆崽”
回家。
　　一早一晚，一北一南，两场仪式虽相隔近千
里，却被同一份敬重和感动紧紧联系着。
　　蒋正全走了，但他展现给世人的善意，汇聚
成一股波涛，仍在持续涌动着。

纷纷来到他的故乡

　　背靠老成渝铁路，面向溶溪河，蒋正全老家
隐于一片翠林之中，位置十分偏僻，汽车无法
直达。
　　即使这样，在他去世的第 7 天，人们或是
穿过铁轨上山，或是步行过桥，来到蒋正全
的家。
　　 8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左右，蒋正全的初中
同学徐军最先到达。他招呼着同行的几位同学
和家属“随便坐”，转身坐在蒋正全家门口的几
块石头上。
　　眼前的老房子，门口石刻对联的字迹仍然

清晰可见：天下良图要先进，世间百技讲科
耕。横批：勤俭持家。
　　“太可惜了。”另一位同学曹莉回忆起刚
得知消息时，自己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相
信”。
　　徐军在广东生活，在成都探亲时得知蒋
正全不幸去世的消息，迅速联络同学们，希望
能为蒋正全的家人做些什么。14 日，他们几
位在重庆的老同学，驱车到茨坝，想亲手将 6
万元善款交到蒋正全父亲手中。
　　等待中，同学们聊起蒋正全，评价均是

“善良、乐观、积极”。
　　“小时候他放了学，扔下书包就去割猪
草，做完活我们就一起去河里耍水。什么勤
劳、乐观、坚强，这些品质都不要说了，在他身
上都是最基本的。”一位同学因为工作没能赶
来，特意打来视频电话，想要看看现场。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家里人后续生活
问题。我们也希望可以尽绵薄之力。”徐
军说。
　　在徐军之后，两位专程从西安赶来的公
安民警也带着近 10 万元善款来到蒋正全
家中。
　　“这些都是大家自发捐助的。得知蒋正

全的家人已经回到重庆，我们专门赶过来，希
望能尽快亲手交到老人手中。”西安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宣传法制处的王波说。

为其孩子安排“爱心妈妈”

　　蒋正全的家人回来时，已近中午。父亲
蒋忠云穿着长袖迷彩服、黑色长裤，脚上是一
双蓝色塑料拖鞋。
　　或许是常年户外劳作，两位老人肤色黑
红。同乡人说，老两口喂了 5 头猪，养了些
鸡，还有地里的庄稼要种。
　　蒋正全的母亲被人背上了二楼房间，安
顿在床上休息。由于太过悲伤，老人嘶哑的
哭泣声已经非常微弱。蒋正全的儿子来到奶
奶的床边，打开电视机，默默陪在她身旁。
　　王波握着蒋忠云的手说：“我也是农村长
大的孩子，我知道家里培养出一个孩子有多
不容易。”
　　年近七旬的蒋忠云一口乡音，不停地跟
客人们倾诉着。
　　镇上的人都知道蒋正全见义勇为的事
情。有位老乡说：“不敢看第二遍视频，看了
眼泪就一直流。”
　　中午，朱杨镇的书记、镇长等来到家中，
看望蒋正全的父母。
　　“孙子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动力。”一旁，蒋
正全的妹妹眼泪止不住。离婚后，独自抚养
孩子的大哥就这样离去，妹妹依然无法接受。
　　朱杨镇副镇长莫冬梅说：“目前镇上已经
给辰辰选出了两名‘爱心妈妈’，一位社工、一
位老师，未来希望能让孩子在温暖、有爱的环
境中健康成长。”

英雄是一种本能

　　从 35 岁的教师王红旭，到 44 岁的农民
工蒋正全，重庆这座城市不缺见义勇为的英
雄。他们都是普通人，但在面对危急情况时，
没有一丝犹豫。
　　他们生长于江边，也将自己的生命留在
水波中，无私奉献的精神久久激荡在人们的
心中。
　　“看视频就知道了，蒋正全完全没有犹
豫，一秒钟就扑下去了。”徐军说，其实，这并
不是蒋正全第一次下水救人。
　　“他总是笑嘻嘻的，对人很有礼貌、很客
气。”小卖部老板李克超谈起对蒋正全的印象
时说，“他就是我们江津人的荣耀”。
　　“我晓得，‘蒋大娃’当时如果没有马上跳
下，他良心会不安。”李克超说，“那是一种本
能”。

陕渝两地送别跳河救人英雄蒋正全

　　新华社成都 8 月 12 日电（记者惠小勇、薛
晨、卢宥伊）山势崔嵬，壁立千仞，铁塔耸立在峭
壁之上。
　　蹚过呷榴河，爬上半山腰，仰望对岸，隐约
看到铁塔之下有三段“挂”在悬崖绝壁上的天
梯。不远处，一道飞瀑从山涧倾泻而下汇入呷
榴河中。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
银厂乡境内的一片无人区。
　　酷暑时节，蜿蜒曲折的山路将记者一行逐
渐引入了这个杳无人烟的区域内。山路两边森
林茂密，山峦连绵起伏，山巅一条条输电线路宛
如银色丝带将一座座高耸入云的输电铁塔串联
了起来。如此壮阔的美景令人赞叹，但对于电
力检修巡线工来说，眼前的既是美景，也蕴含着
艰辛。
　　需要攀天梯巡检的是 500 千伏西锦三线
79 号铁塔。“以前没有天梯时巡检 79 号塔单程
就得 10 个小时左右，运检班组要挑选体力好
的技术人员，仅凭一根钢索，徒手沿悬崖峭壁一
步一步地爬上去。”国网四川超高压公司西昌运
维分部运检室副主管李城建指着山顶的铁塔介
绍说。
　　 2020 年 10 月，3 段总长 182 米的钢梯架
了起来，虽然攀登时间大大缩短至 5 个小时，
安全性也有了一定的保障，但与河谷近乎垂直
的天梯仍然令上山路充满艰辛。

　　 2021 年 7 月 16 日，西锦三线 78 号和 79
号塔之间一根导线老化断裂，影响锦屏水电站

“西电东送”。西昌运维分部第一时间精心组织
张牵设备，集结 100 余名抢险人员装运 10 余
吨导线材料连夜出发。当时经专家评估预计要
两周时间才能修复，抢险人员把帐篷搭在山顶
上 连 续 奋 战 ，最 终 仅 用 7 天 就 完 成 了 抢 修
任务。
　　凉山州境内电力资源丰富，输电线路遍布
境内各县，其中有 200 多公里超高压输电线路
位于深山中的无人区。高山气候瞬息万变，输
电设备往往要面对山火、覆冰、雷暴、地震等多
种自然灾害威胁。
　　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运检班组都会深入
无人区巡线，跋涉在高山峡谷之间，从一基铁塔
到另一基铁塔，对通道内树竹、地质隐患、空飘
物等情况进行周期性巡查，及时消除影响线路
安全的隐患缺陷。特别是每年 12 月到次年 2
月是大凉山山火期与覆冰期的叠加期，工人们
需要一边防火一边防冰，面临“冰火两重天”的
工作压力。
　　记者跟随巡线工从凉山州首府西昌市驱车
出发，尽管一路风景旖旎，但是蜿蜒曲折的山路
也令人难忘。不到 100 公里的路程，数不清的
急弯陡坡，车轮下的路也从最初平坦的水泥路
慢慢变成了崎岖不平的土路。历时近 4 个小

时，蹚过湍急的呷榴河，翻越两座大山，才最
终到达目的地。这一路记者坐在越野车里尚
感不易，巡线工平时只能坐皮卡车，每一次进
山巡线的艰难可想而知。
　　“在无人区里巡检，一待就是好几天，更
像是一场野外生存挑战。”输电运检六班班长
姜杰说。每当巡线工艰难地爬上山顶完成线
路检修后，就只能在铁塔边搭起帐篷和衣而
睡，食物也只有吃方便面或自热米饭。除了
要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天气，
工人们还要提防毒虫、蟒蛇甚至黑熊等野生
动物的侵袭。
　　国网四川超高压公司西昌运维分部负
责运维的±800 千伏锦苏线配套工程线路是
锦屏水电站送出的重要通道，自 2013 年起
该配套工程共有 7 条线路相继投入运行，其
中有 415 基铁塔是建立在无人区的陡壁
之上。
　　总装机 840 万千瓦的锦屏水电站将雅
砻江滔滔江水转化为清洁的电能，通过 7 条
500 千伏超高压线路送到西昌锦屏换流站，
再通过 800 千伏特高压锦苏线送往 2059 公
里外的苏州同里换流站。有了这么一群不畏
艰辛、战天斗地保供电的巡线工，为华东地区
生产生活用电提供了稳定的保障，让雅砻江
的清洁能源助力千里之外的减碳排放。

大凉山深处，跟着电力检修工巡检无人区

　　（上接 1 版）3 年援藏期间，北京友谊医院
援藏干部、北京市第七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
队长孙树学协调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增加骨科、
神经内科、呼吸内科、神经外科、普外科 5 个

“以院包科”科室，让拉萨市人民医院“以院包
科”科室增至 9 个。
　　新模式带来了新变化。基于学科建设和医
疗人才支撑，拉萨市人民医院开展了很多新技
术和新项目，其中儿童髋关节畸形矫治、经尿道
铥激光前列腺剜除术等 30 多项技术填补了自
治区技术空白。一大批本地医生在援藏专家“传
帮带”作用下开始独当一面，已独立开展急性心
梗支架植入术等大量三四级手术。
　　通过陕西省援藏医生的“传帮带”，阿里地
区普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尼玛次仁基本掌
握了阑尾切除术、乳房良性肿瘤切除术、胸腔闭
式引流术等常见外科手术。

　　“以前医疗援藏比较零散，每个医院也就四
五个援藏医生，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难
以形成合力。”西藏自治区卫健委对口支援办主
任匡雪莲表示，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疏通了
援藏省市与西藏的医疗联系，通过周期性的持
续援助，保证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不间断，提高
了医疗队伍素质和科研能力。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上半年，来自祖国
各地的 7 批次、1300 余名“组团式”援藏医疗
人才，通过“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
弟”模式，为西藏培养了不同层次医疗骨干
2400 余名。与此同时，西藏各级医院选派 1800
名本地医务人员赴对口支援省市和单位学习进
修。“引进来育种”和“走出去取经”两种模式双
管齐下，助力雪域高原医疗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截至 2021 年底，西藏已实现 400 多种“大
病”不出自治区、2400 多种“中病”不出地市就

能治疗，全区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5 年的
68.2 岁提高至 72.19 岁。
　　数字化浪潮下，远程医疗成为一种新业
态，让西藏患者可同步获取内地省市优质医
疗服务。2020 年 5 月，在援藏医疗专家的努
力下，拉萨市人民医院与西藏联通公司成立
西藏首个 5G 智慧医疗联合实验室，2020 年
12 月 11 日便进行了全区首例 5G 智慧医疗
远程会诊。拉萨市人民医院医生通过 5G 视
频系统，向北京友谊医院专家介绍一名重症
胰腺炎患者的会诊过程及诊断难点和疑惑，
根据指导意见制定了下一步治疗方案。
　　 7 年不懈努力，“组团式”援藏医疗专家
和资源从最初在“1+7”医院派驻，发展到如
今向 13 家县级人民医院延伸。内地省市优
质资源逐级下沉到西藏基层的格局基本
形成。

▲ 8 月 12 日，江津人民在路旁等待蒋正全回家。贺奎摄▲蒋正全旧照。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通过
形式多样的“微党课”，加强基
层理论宣讲工作，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受
到群众好评。
　　“今天，咱们通过一二三四
五六，六组数据说一说‘十四
五’的那些事儿。”日前，二道区
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最新一期

“草根说事儿”短视频。视频
中，二道区基层理论宣讲团副
团长马明运用数据宣讲“十四
五”，表达生动，深入浅出。
　　为扎实开展党史宣讲工
作，二道区在强化传统阵地的
基础上，探索挖掘宣讲资源和
形式，塑造宣讲新特色，借助互
联网平台开设移动学堂，开展

“指尖学习宣讲”，打造“草根说
事儿”网络宣讲微课堂。
　　“草根说事儿”由基层宣讲
员录制网络微视频，聚焦政策
理论、卫生健康、科学知识、传
统文化等内容，以小切口剖析
大问题、小话题阐释大主题、小
节目演绎大道理，实现理论课
堂从“纸面”走向“云端”。
　　“小份菜，大学问，好吃还
不贵。品种多，份量少，节俭不
浪费……”正在录制“草根说事
儿”短视频的二道区基层理论
宣讲员房荣以一段顺口溜介绍
了当下流行“小份菜”的消费趋
势，倡导消费者按需点餐，理性
消费，杜绝浪费。
　　“这种宣讲形式非常新颖，
很接地气，互动感强。”吉林街
道安乐社区退休党员张秋范表
示，一分钟的宣讲短视频，以百
姓语言唠百姓关心的热点问
题，内容精炼、表达生动，把“大道理”讲成了

“小故事”。
　　“网络微课堂把焦点对准了咱们百姓，宣
讲内容与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宣讲员的真心
话、真故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党的
理论与国家政策。”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万
通社区党委副书记张岚说。
　　 2021 年至今，长春市二道区已累计开
展各种形式宣讲活动 680 余场次，覆盖人数
超 3.5 万人。     （本报记者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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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浙江湖州市安吉
县天荒坪镇余村，一块
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巨石纪念碑
巍然矗立。
　　盛夏时节，如织的
游客到这里赏满池荷
花，体验溪涧漂流。
　　农家乐春林山庄十
分热闹，主人潘春林不
时招呼着客人，“游客都
是慕名而来的。我家的
山庄是余村践行‘两山’
理念发展起来的！”
　　过去十几年间，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余村实现从
炸山挖矿“卖石头”到青
山绿水“卖生态”蝶变，
成为全国美丽宜居示范
村，并入选联合国首批

“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名单。
　　不久前，余村成立
了国内首个乡村品牌建
设实验室，并启动全球
品牌标识体系征集、全
球合伙人招募和海外社
交媒体运营等工作。

  乡村品牌意

识的觉醒

　　余村人十余年来走
“两山路”、创“两山”业，

设计开发了模型、扇面画以及五彩稻米、竹林
菌菇等一批文创产品和农创产品。
　　品牌意识，正在这个山村日益萌发。7 月
初，余村与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共同启动全
球品牌标识体系征集，通过网络及专家意见
投票，遴选最符合余村定位的品牌核心理念
及 logo 设计等标识体系。
　　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沈爱
国表示，余村打造品牌标识体系意味着乡村
品牌意识的觉醒。ADD 致力共通品牌顾问
机构创始人乐剑峰指出，品牌符号是形成品
牌概念的基础，成功的品牌符号是品牌主体
的重要资产和无形生产力。
　　“余村面向全球征集品牌标识体系，表明
我们对一个村庄的认识已经超越传统，引入
了现代营销学的概念。”安吉县委常委、天荒
坪镇党委书记贺苗说。

乡村品牌实验室

　　引入智库资源，规划新蓝海，是安吉县赋
予余村的新使命。
　　余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介绍说，新成立
的乡村品牌实验室，其中一项重要职能就是
立足余村创新实践，联通国内外专业机构、智
库资源，通过品牌规划制订、活动策划、课题
研究、成果发布等多种路径，建构乡村品牌建
设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提升乡村品牌形
象和价值，打造中国乡村品牌标杆。
　　与此相匹配，余村还成立了品牌建设专
家委员会，成员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
海品牌委、视觉中国以及专业品牌研究机构。
　　全域低碳发展、摆脱“千村一面”……专
家委员会将与已先期落地余村的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建设科学研究院、中国旅
游研究院等机构联手，共同打造最前沿的现
代村庄规划。
　　上海市政府品牌专家委员、上海品牌委
秘书长石章强表示，余村要想成为浙江，乃至
全国和全球的超级品牌 IP，需要将理论研究
与品牌实践相结合，让理论指导实践，打造余
村的全球竞争力和发展内生力；让实践丰富
理论，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

接轨先进产业

　　 7 月 6 日，安吉县天荒坪镇面向全球发
布了余村全球合伙人招募令，涵盖研学教育
类、乡村旅游类、文化创意类、农林产业类、数
字经济类、绿色金融类、零碳科技类、医疗健
康类等八大产业领域。
　　“企业、机构与人才均可参与，合伙人可在
余村创办企业、精准投资、研发创新等。”天荒
坪镇镇长许进京说，余村将配套设立首期 1 亿
元产业发展基金，提供住房安居、子女入学、优
诊优疗等服务支持，助力合伙人实现梦想。
　　据天荒坪镇的反馈，目前已有上海蟹状
元企业、恒星引力影视传媒、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饭爷食品科技(北京)等多个领域的代
表，成为余村首批意向合伙人。
　　北京大学文产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
文化产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少峰表示，他们将
在余村打造“田园灵境”项目，深层次推动当
地文化、产业、农业文明与数字技术的融合，

“与先进产业、先进人才、先进技术全面接轨，
预示着我国乡村的发展将具有更高层次、更
开阔视野和更大可能性。”
　　合伙人为余村带来了新气象。近期，包
括余村在内的天荒坪镇 11 个村与浙江千茶
万别文化总裁、余村合伙人丁义琨展开了合
作。丁义琨说，由 11 个村以资源资产入股
合作成立强村富民公司，各村参与公司收益
分红，同时一起打造一站式茶体验馆，做大茶
文化产业、做强茶产业链，把安吉白茶的故事
讲到全国。    （本报记者岳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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