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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春联 拍全家福
今年村里年味很足

瑞昌讯（李媛）近日，江西省摄影家协会、九
江市文联、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带领 15 名书法家和
摄影家走进夏畈镇三眼村开展“ 我们的中国梦
——摄影文化进万家”公益活动，为当地村民拍
摄“全家福”和写春联。

在活动现场，书法家们不畏严寒，挥毫泼墨
献爱心，书写了一副副充满浓浓年味的春联。摄
影家们为村民免费拍摄全家福，用手中的镜头记
录农村群众家庭团聚的幸福时刻，也送去新春的
温暖和祝福。

各个闻讯而来的村民热情高涨，有的自觉地
排队，领取春联和福字，有的携着老人、带着孩
子，摆好姿势，微笑等待摄影师定格温馨瞬间。
村民们拿着春联和现场打印装好相框的照片，对
这样的摄影文化下乡活动赞不绝口。

展风采 融真情 传家风

杨门“家庭春晚”欢喜上演15年
陈 娜

正月初五晚，当人们还在忙于应付各家亲
戚迎来送往之际，一场连续十五年的家庭春晚
在瑞昌市码头镇原味酒楼如约而至。杨氏家族
90 余人，围坐一起热热闹闹地欣赏这盼了一年
的新一届家庭新春晚会。

欢快的氛围首先被现场抽奖活动点燃。晚
会前，杨氏大家族将各自号码投入抽奖箱，晚会
开始后邀请家中长辈现场抽奖，奖品从家用洗
脸盆到热水壶再到电饭煲，奖品虽小但丝毫不
影响家人们的参与度，现场掌声、笑声、欢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暖心的是，没有中奖的家
人也分发了两块肥皂以作鼓励。

暖场结束后，在《欢乐中国年》欢快的步伐
中，杨门春晚正式拉开帷幕。随后，儿童舞蹈

《小书童》、女生诵读《木兰诗》、国学系列诵读轮
番上演，为杨氏家人奉上了一场国学盛宴。紧

接着，二胡独奏、吉他弹唱、架子鼓表演依次登
台，孩子们向家人展示了平日所学，引得家长们
纷纷点头称赞。随后，舞蹈《卡路里》、配乐诗朗
诵《再别康桥》《少年中国说》《弟子规》依次亮
相。压轴表演的是家中年龄最大的一批长辈，
他们身披红色围巾，共同歌唱《社会主义好》，嘹
亮的歌声、良好的精气神丝毫不输于年青一代，
博得现场阵阵掌声，引得酒店服务员放下手中
工作，驻足聆听老人们歌唱。舞蹈《最炫民族
风》、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再次展现了年青一代
的活力与朝气，晚会在大合唱《明天会更好》中
落下帷幕。大家依依不舍纷纷合影留念，因为
晚会后他们中许多人又将奔赴外地打拼。

看着大家开心的笑脸和孩子们精彩的表演，
老一辈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杨门春晚发起人
杨世嵩老人介绍，杨氏兄妹 5 人，共 21 个小家庭

合计 90 余人，过年请客吃饭、相互串门可以从正
月初一吃到元宵佳节，十分耗费时间精力和钱
财。自 2005 年开始家人约定每年正月初五晚上
全家人一起集中团拜。从最初的只是在座位上
即兴表演，到如今各个着演出服、各类演出道具
齐上阵，节目可谓越来越精彩，尤其是看到下一
代的表演，很是高兴。他说，办家庭春晚的初衷
就是传家风、扬正气，每年都重温家风、家教、家
训、家规，教育每一位家庭成员遵纪守法。自家
庭春晚开办以来，家里老少有序、妯娌和睦、家庭
团结，他们会将杨门春晚继续办下去，将这好家
风一代代传承下去。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杨世嵩
家庭还被省妇联评为 2018 年江西省最美家庭。

高兴的不仅有老年人，还有中年一代，杨泽
清就是其中之一。亲历了十五年家庭春晚的他
表示，这种形式比较阳光、健康，大家彼此节省

时间又可以欢聚一堂。而且，这种形式对于每
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平台，孩子们可以得到很好
的锻炼，老人们也看得欢快。陈洋毅就是得到
锻炼的新一代。此次晚会他担任主持，这是他
首次以主持人的身份亮相家庭春晚，他觉得与
家人们进行了很好的互动也锻炼了胆量，对他
毕业后进入社会将起很大的作用。小演员张珂
虽只有 6 岁，却已是杨门春晚的老演员了，对于
舞台她丝毫没有畏惧感，此次她表演了《小书
童》和《国学诵读》，她觉得自己表现得很棒，大
家也为她的精彩表演鼓掌。

本次晚会导演杨胜梅是全场最为忙碌的一
个。她介绍，此次团圆饭和往年一样，采取 AA
制，既算请客也是做客。此次春晚是以国学诵
读为主题，所有节目由家庭春晚筹备组多次征
求意见后最终敲定。在将节目单提前发至家庭

微信群，由各自自行排练，最终利用春节假期集
中排练。本着节约的原则，此次演出的演出服
有的是借的，有的是租的，还有的是各自的过年
服。此次春晚表演年龄最大的是耄耋之年，年
龄最小的不过 3 岁多，老中青全面参与，家人参
与度越来越广，节目形式越来越多样。但变化
的是节目形式，不变的是浓浓的亲情。

一场春晚，一家人的狂欢。办一次不难，难
得的是连续办十五年，未来还将继续办下去。杨
氏春晚，于欢快之中育后代，于热闹之中传家风，
于祥和之中树新风。杨氏春晚是一场全家总动
员，更是一次全员齐上阵，赢的不是别的，而是一
家人一起团团圆圆共同谋划的氛围，是家和万事
兴的良好寓意，更是给家族每一位小小成员的精
神财富。或许，还有更多，譬如对每一个大家族
聚会的启示，对春节文明新风尚的引领……

2018 年，市政协委员、民盟九江市委医卫委员会主任刘丹
锋撰写了一份提案，建议尽快解决九江炼油厂、七一三厂等企
业职工就医难问题。

据了解，之前九江炼油厂、七一三厂等少数企业的职工医
院，或者一些已经转型的民营医院，掌握着企业职工选择医院
的审批权，企业职工就医不能自主选择医院，而是必须由企业
职工医院审批，这些职工医院或者民营医院实际上已经与企
业剥离从而相对独立并自负盈亏。如此一来，医疗设施和医
疗技术与市内诸多公立医院差距甚大的职工医院，就直接“包
办”企业职工的医疗。

上述企业的职工就医困难，不能自主选择本市医院就医，
导致许多患者延误转诊，职工怨声载道，叫苦连天。刘丹锋为
此事经过多方调研，撰写了一份提案交到市政协，建议有关部
门体恤九江炼油厂、七一三厂等企业职工的心声，解决他们的
就医难问题，取消职工医院的审批权，让职工自主选择医院就
医，同时妥善安置或者分流企业职工医院的员工。

经过九江市人社局、医保局的调查和沟通。2018 年 6 月 1
日，九江石化总厂取消职工医院对职工就医的审批，由职工自
主选择医院就医；2019 年 1 月 1 日，九江市 713 厂取消职工医
院对职工就医的审批，由职工自主选择医院就医。

元钱的跨省火车票

二十三年漂亮的坚持
本报记者 陈沽玥玥

每天中午九江火车站总会迎来一群特定的旅客，他们挑着扁
担，抱着箩筐，神情轻松。窗口里的售票员也跟他们很熟，不忙的
时候还会聊上几句，“菜卖的怎么样？”这些来自小池口的菜农，每
天的工作就是，把自家产的新鲜蔬菜贩到九江，菜筐见底后又返
回小池口。而他们返回家中搭乘的是一趟史上最便宜的跨省列
车，“全程14公里，用时12分钟，票价1元。”

从九江开往麻城的 6206 次列车，是一趟小慢车。虽然不能
跟高铁动车比速度，但却为两省居民带来了便利。九江火车站
是京九线江西省第一站，而小池口火车站则是京九线湖北省最
后一站，分隔两省，实际上却只有一水之隔。

九江车务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96 年京九线开通，6206
次就开始运行，九江至麻城区间共设有 13 个站，全部是小县城、
小城镇，逢站必停，全程 3 个半小时，票价 15.5 元。“除了九江到
小池口是 1 元，中间还有几个区间也分别是 1 元、2 元。目前这
趟车次运行了 23 年，车票一直维持原价，没有涨过。”

菜农老余是 6026 的常客，每天早上他挑着菜辗转到九江火
车站旁的南湖小区菜场，中午蔬菜卖完就搭乘火车回家。“都是
自己种的菜，口味好，也卖得快。一天能赚一两百。”老余对于
每天的奔波并无怨言，“而且坐火车很方便，只要 1 元钱，如果坐
汽车，票钱贵得多，还要一个多小时。”

年过 60 的张月英也是菜农，在她的记忆中，20 多年前卖菜，
她要 2 点起床，5 点多才能到九江，卖完菜返回家中天都黑了。

“而且有时候汽车还不愿意我们上车，菜篮子太占地方，影响别
人。”自从有了这趟车，“我中午就能回到家，又好放菜篮，还便
宜，二十多年都是 1 元。”

6026次是一趟迷你绿皮车，只有四节车厢，乘客主要是菜农、
民工、学生，以及两地走亲访友的居民。冬天取暖靠锅炉，夏天没
有空调，但车厢顶上装有电风扇，也并不很闷热。工作人员表示：

“虽然只有四节车厢，但坐这趟车的人也不是很多。之所以开这趟
车，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沿线的农民和通勤的职工。”

累计增幅 11.2%
增速全省排名第二

去年我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实现752.1亿元

本报讯（记者孔颖）日前，记者从市商管办了
解到，去年 1∽12 月，我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现 752.1 亿元，累计增幅 11.2%，增速全省排名
第二。按消费形态分，批发业商品销售额 735.3
亿元，增幅 11.1%，排名全省第三；零售业商品销
售额 998.3 亿元，增幅 13.8%，全省排名第三；住
宿业营业额 30.6 亿元，增幅 13.1%，全省排名第
四；餐饮业营业额 115.7 亿元，增幅 15.6%，全省
排名第一。

市图书馆服务视障读者
开展智能听书机
上门免费借阅

本报讯（记者陈沽玥）近日，市图书馆学雷锋
志愿服务队员在市盲协的配合下，面向视障读者
开展了智能听书机上门免费借阅服务。本次活
动共为盲人读者送去了 10 台智能听书机。

图 书 馆 工 作 人 员 先 后 来 到 盲 人 按 摩 店 及
视 障 读 者 家 中，现 场 发 放 了 智 能 听 书 机，详 细
讲解了听书机的功能，耐心指导他们使用智能
听书机。通过此次上门免费借阅服务，为视障
读者打开了一扇新的“ 阅读”之门，让更多出行
不便的视障读者享受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在书
香中感知到世界的光明与美好，切实保障了视
障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受到他们的一致欢迎
和认可。

偏远古镇里的支教夫妻
张青松 特约记者 郑文斌

对永修的教师来说，有两个偏远的地方
最不愿去，一个是永修最西边大山里的燕
山，一个是永修最东边鄱阳湖边的吴城。吴
城是个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但雨季涨水时
成为孤岛，而且曾是血吸虫重点疫区。

可是有这样一对支教夫妻，他们不仅
认认真真在这个偏远古镇呆满了三年，还
继续开始了第四个年头。这对夫妻就是王
万寿和姚水莲老师，他们都已年过半百，一
个 53 岁，一个 51 岁，他们不仅为支教的学
校贡献了自己精湛的业务，还把自己的感
情交给了这座古镇的孩子们。

“我们不去，别人就得去”

2015 年 8 月，永修县燕坊中学要派 7 名
老师支教，此时吴城中学正急缺数学、英
语、物理老师，物理教师王万寿主动报名，
和妻子英语高级教师姚水莲商量后，他们
夫妇二人决定一同赴吴城支教。

因吴城中学没有周转房，他们只能住
学生宿舍，学生床不够宽，他们就用凳子支
撑床边。一张课桌摆上电磁炉和锅碗瓢
盆，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支教就要支出个样来”。姚水莲很要
强，她不仅带两个班的英语，还兼班主任，

每天七点到教室边等候学生早读，下午自
习课经常给学生讲英语知识；王万寿除了
教物理，还带政治和历史，三年下来，他们
所带班级学生成绩明显提高，这对夫妻认
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过硬的业务素养，赢
得吴城中学师生点赞。姚水莲还荣获全县
教育系统“五一劳动奖章”，王万寿获得了

“优秀党员”的光荣称号。他们比翼双飞，
已经完全融入了这所新校园。

镇里的居民也感受到这对外来老师的
辛勤，因为周末经常能看见他们家访的身
影。这里留守儿童多，他们常把成绩落后
的学生叫在一起辅导，从不收费，让学生家
长们很是感动。

爱心，教书育人的法宝

在永修燕坊中学，姚水莲夫妻对学生
好是出了名。她常年做班主任，天气凉了，
给被子薄的学生送被子；家里有困难的，帮
助垫钱购买生活用品；长期义务补课，有学
生送 600 元钱，她退了回去，这样的事情，
不胜枚举。有个叫吴静的学生，原来成绩
不好，周末在她家补了一个学期的课，从没
收过钱，后来考上了师范，姚水莲夫妻还亲
自送她去学校。他们良好的人品和充满爱

心的关怀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学生们都
以是他们的学生为荣。

受影响的还有自家的孩子，王万寿夫
妇对独生儿子的教育比较严格，非常注重
孩子的品行和身心发展。小时候他们就教
儿子要有爱心，懂得和别人分享。一次，家
里的一包驱蛔虫的药不见了，王万寿问他
儿子，“是不是你把它当糖果拿了？”，他儿
子小宇轩歪着小脑袋说，“是啊，不是你们
说，好东西要与人分着吃吗？我都分给了
我的小朋友啊”王万寿哭笑不得，抱起宇
轩，“好孩子，药是不能分的”，小宇轩在父
母的熏陶下，勤奋好学，品学兼优，一路考
取九江一中农村班，高考考上北京师范大
学，现在正在华东师大读博士，香港理工大
学等多所名校都有意请他参与科研。

两个老师，带动一方风气

王万寿夫妇为人善良，热心助人，他们
呆过的地方总是充满和谐。姚水莲热情爽
朗，待人如一盆火。年轻时，家里常成为未
婚老师蹭饭的场所，学校里有几对老师都
是她撮合而成。王万寿爱帮邻里，红白喜
事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如果谁家有急难，
即使倾囊相助也在所不惜。一位朋友急需

钱，他们把所有 3000 元钱全部借给了他，
可是，至今也没还。他们笑笑说，这样的事
发生在他们身上已经不新鲜。

而最神奇的是，这对老师待过的村庄
燕坊镇和岭村王家垅组家家都重教育，村
里一有什么事，都会说，看看人家王老师
家，他们会这样吗？整个村里的风气因此
变得敦睦和善。王万寿家率先在村里培养
出名牌大学生，后来，这个只有 120 多人的
村庄，出了 30 多位大学生。

王万寿有时会自豪地说，这是他们带
了好头。

王万寿夫妇结束三年支教生活后，由于
学校还是缺老师，他们决定再坚持一年。其
实他们早就把自己的身心埋在了这偏远古
镇里。这里，他们听惯了赣江船运隆隆的马
达声，看惯了红日在鄱湖中冉冉升起，也听
惯了候鸟的合唱，那是心在飞翔的声音！他
们想，即使让他们在这里退休，也愿意！

春运返程模式开启
2 月 11 日，农历正月初七，九江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火车站广场上到处是拖着拉杆箱、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

节后客流以发送为主，客流流向以广深汕、沪杭温、北京、福厦方向为主。 （本报记者 刘家 摄）

2 月 10 日，正
月初六，彭泽县火
车站内，20 余名志
愿 者 们 身 着 红 色
马甲奔赴“春运战
场 ”，他 们 利 用 自
己的空余时间，为
旅 客 们 提 供 贴 心
服务。据悉，为了
缓 解 春 运 返 程 高
峰压力，彭泽县志
愿 者 协 会 于 正 月
初 四 积 极 组 织 开
展 为 期 15 天 的 春
运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志 愿 服 务 活
动。截至目前，已
服务近千名旅客。

（袁 昕 本 报
记者 张驰 摄）

家城市书房

丰富市民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陈沽玥玥

近日，全省首家“银行+图书馆”模式的城市书房在九江银
行万达社区支行正式开放。

城市书房是九江银行和市图书馆合作，由九江银行免费
提供场地，并出资建设书房的基础设施，在维持银行的正常运
转的同时，面向社会大众提供阅览、借阅、文化传播等服务，市
民可在城市书房免费阅读、自助借阅还书。城市书房开放时
间为周一至周日的 9 时至 19 时。

九江图书馆副馆长高峻介绍，城市书房是以城市中心区
为核心，以推广全民阅读为目标，利用信息智能化技术，让读
者自我管理服务的实体社区图书馆。“城市书房是市图书馆的
分支，我们将利用在这种合作形式将图书馆服务延伸到城市
的每个角落，为大众提供更为便捷的阅读服务。”万达社区分
馆总建筑面积 128 平米，配备了 6000 余册全新图书，还安装了
自助借还设备。“在这里可以阅览、办证、外借，也可以电子图
书下载，而且实现和市图书馆通借通还。”

记者在书房看到，书房分上下两层，上层的儿童阅览区还
铺设了地暖，孩子们盘腿而坐，自由地翻看着自己喜欢的书
籍。为了方便取书，书架上还安放了可平移的有轨木梯。

近年来，九江市图书馆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坚持“政府主
导、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原则，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
化服务。“选择万达社区我们经过了多方考虑，”高峻介绍：“这
里小区密集，人流量大，交通便利，城市书房更容易为人所知，
为居民所用。能克服城市图书馆借阅不便、远离居民区的缺
点，提升原有公共图书资源的利用率。”下一步，九江银行和市
图书馆还将扩大服务面，开设更多的城市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