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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乐山大佛露出底座
近期，持续高温晴热天气使四川省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岷

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条水系的上游来水均少于往年同期，导致乐山大佛前方的三江汇流
处水位持续降低，部分河床与江滩裸露，乐山大佛罕见露出底座。

这是 8月 23日拍摄的露出底座的乐山大佛（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毅 通讯
员/王清华 刘勤翰 刘超） “今天特别激
动，因为这是我讲的第 200场党课，喜迎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8 月 18 日，福建省龙
岩市，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在此举办全国
个体协会系统非公党建工作骨干培训班，
赵石毛应邀作主题分享。

这是他免费宣讲的第 200场党课。
赵石毛，醴陵市班龙服饰广场党支部

书记，从放弃“铁饭碗”，借钱摆地摊创业，
到在湘赣两省七市拥有 28 家服装零售类
门店，他演绎了草根创业者逆袭“全国先
进个体工商户”的传奇。

“全靠党的好政策。”2019年 6月开始，赵
石毛在全国各地免费讲授党课，分享其“党建
引领创新发展”的奋斗故事，献礼党的二十大。

●乐于分享成功“密码”

黑框眼镜，寸头发型，赵石毛脸上总
挂着笑容，胸前佩戴着党徽。

就 是 这 样 一 位 朴 实 无 华 的 中 年 男
子，却在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小有名气。今
年 6 月 15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党建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印发工作简报，专门推介赵石
毛，称“以党建为魂，用共产党夺天下、治
天下的大智慧来发展市场主体，坚守诚
信，依法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是成功的
关键所在。”

赵石毛乐意把自己的成功“密码”分
享给同行，告诉社会大众。

把时间拨回到 2019 年 6 月。彼时，广
西市场监管局、广西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党工委等联合在玉林市举办全国首
场“小个专”党建典型巡回宣讲活动，邀请
赵石毛等典型面对面宣讲，展示“小个专”
发展成效。后者以《由草根成长为参天大
树的“红色密码”》为题作主旨分享，讲述
自己 20多年的拼搏经历。

这是赵石毛的首场党课。“生根发芽
源于传承‘红色基因’，抽枝展叶源于坚定

‘红色信仰’，茁壮成长源于驱动‘红色引
擎’，长成大树源于践行‘红色理论’。”他
的党课，引起与会人员强烈共鸣。

从那以后，邀约不断，赵石毛都欣然应允。

●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2021年 6月 3日，赵石毛在党的初心始

发地——上海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免费宣讲
100场党课，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好的经验就要分享。”赵石毛说，向
党的百岁生日献礼后，他又有了新目标，
计划在全国讲 200 场党课，喜迎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怀揣着这份期许，赵石毛迸发出无限
热情。放弃休息日，利用碎片化时间背讲
稿，不顾舟车劳顿，从省内延伸到省外，从
沿海拓展到内陆，从政府部门讲到非公企
业，从行业协会讲到社区、学校，从线下讲
到线上，3年多来，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
国，“收割”了一群粉丝。

在河南三门峡的一次宣讲中，吉林丛
家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丛德国听后深
有感触，回去后建成了一个 3000平方米的
党建阵地。2021年 4月，两人在井冈山再次
相遇。丛德国说：“赵书记，受了您的影响，
我开始重视党建。现在是吉林省‘小个专’
党建‘明星’，带动更多企业走上了党建引
领创新发展之路。”

永州市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陈湘纯表
示，作为一名红色教员，决心好好沉淀，尽

自己绵薄之力为家乡的红色宣讲作贡献。

●带动更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红”起来
“听了我的党课后，有 100多名企业负

责人申请加入党组织，600多人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3个非公企业成立了党支部。”3年
200场党课，赵石毛影响了一大批人，让其深
受感动、备受鼓舞，“我的分享是有意义的。”

“党建的力量是无穷的，‘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敢于革新’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更
是好经验，党建引领帮助我在事业上走出困
境。”赵石毛直言不讳。他介绍，受疫情影响，
门店业绩下滑，他果断地关闭不赚钱的小
店，打破了旱涝保收的薪酬体系，广聘良才，
有选择性地把股份分给核心管理人员，想方
设法增加现金流开拓市场，生意红红火火。

“龙岩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原中央苏
区的核心区域，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之
一，能在这里完成第 200场党课，是我莫大
的荣幸。”随着目标已成，赵石毛激动地说。

“一声”入党，“一生”为党。赵石毛斩钉
截铁地说，讲党课已成为一种习惯，融入到
生活和工作中，将会从内容、形式等方面不
断创新，持续扩大宣讲范围，带动更多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红”起来、“火”起来。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洲平
通讯员/陈启浪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8 月 21 日上午 8 时
许，茶陵县云阳街道腊园社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里，传来朗朗读书
声。该社区 3名老年志愿者和社
区工作人员一起，带领社区儿童
一起品读国学，感悟经典。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浓厚氛围，是腊园社区的一大特
色。”云阳街道党委书记谭建平自
豪地介绍，腊园社区创新开展“扫
黄打非”工作，净化社会环境，树
立起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

2017 年，该社区入选第一
批全国“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
点，是我市首个获得该荣誉的
单位，其构建的文化市场监管
机制，独具特色的绿色阅读氛
围，成为全市乃至湘赣边地区

学习的榜样。

三级联防，织密防护网

秋季开学在即，校园周边的
环境再次牵动家长们的心。近
日，腊园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县文
化执法部门和社区志愿者，组成
了一支 10 多人的队伍，对辖区
内茶陵一中、解放学校等地周边
的网吧、游商、地摊、书报刊、音
像制品店、图文店开展专项检
查，确保秋季开学校园安全及周
边文化市场健康稳定有序。

这样的巡防活动，在腊园
社区已成为常态。该社区结合
网格化管理工作，将社区划分
为 13 个区域，全部实行网格化
管理，通过构建“县专业执法人
员、街道协管员、社区义务监督
员”三级联防体系，采用定期巡
查、随机抽查的方式对辖区内
文化环境进行监管。

不仅如此，一些门店还是该
社区的“眼线”。为积极监督各经
营业主，腊园社区与各文化市场

和出版物市场经营户签订经营
责任状，在守法经营业主门店设
立“扫黄打非”监督岗，提升辖区
内文化市场经营业主的素质和
文化产品的品质。

“下一步，我们计划把‘监
督眼睛’设置在网上。”腊园社
区党委书记罗小华说，该社区
正在与公安部门洽谈合作，设
置“网络监管员”，净化社区内

网上环境。

四大书屋，“阅”出好风尚

提起腊园社区，不少茶陵
人知道这里“书味浓”。社区内
有两所学校，有 4座对外开放的
阅览室，读书已成为社区居民
重要的文化活动。

“我们社区有民办的‘云阳
书社’，社区开设了青少年活动
中心，两所学校的阅览室也对外
开放，县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定期
免费为校外阅览室更换书籍。”
罗小华说，这些阅览室就是该社
区营造“绿色阅读”氛围，净化社
区文化环境的主阵地。

从 2017 年起，在正常上学
期间，“云阳书社”有老师、县
图书馆员工和家长组成的志
愿者，充当“爱心妈妈”，辅导
社区儿童功课，一同阅读课外
书籍；每个学期，社区工作人
员会进校园、进阅览室开展劝
学活动，引导学生绿色阅读；
该社区在四个阅览室组织青
少年开展“红领巾”绿色阅读
宣 传 、“ 读 好 书 好 读 书 ”等 活
动，以学促做、以做带宣……

线上活动同样热火朝天。
在腊园社区多个微信群里，社
区工作人员定期推送“扫黄打
非”相关信息和知识，并号召家
长们参与“家学共建”活动，不
定期举办各类家庭阅读、家庭
学习小“竞赛”。而今，在腊园社
区各微信群里，晒亲子阅读、晒
陪伴成长已成为新的潮流。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张仪 郭璋） 8 月 22 日下午 2
时，在经历了几天几夜的抽水抗旱后，
渌口区杨柳灌区龙船镇堂市泵站的引
流槽因水压过大，冲垮了用沙袋临时
砌成的引流槽“护栏”，导致已经抽出
去的灌溉水回流。

“如果不在半个小时之内修好的
话，之前 24 个小时抽的水等于白抽
了。”发现情况后，现场值守的龙船镇
水管站站长李义祥立马带领石龙村村
干部李红亮、马奇关停泵站，进行紧
急抢修。40℃的高温下，马奇跳进浑浊
的水槽里，将一袋又一袋 10 公斤重的
沙 袋 扛 在 背 上 ，趟 过 满 是 泥 巴 的 浑
水，将沙袋堆砌在引流槽入口，李义

祥和李红亮默契地接过，将沙袋码放
整齐、垒实。

泵站内热浪滚滚，不一会儿三人
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但由于堂市泵
站承担着全镇 6 个村 6800 余亩的农田
灌溉任务，他们丝毫不敢怠慢，泡在水
里争分夺秒地抢修。不到半小时，近两
米高的沙袋护拦成功垒好，引流槽的
水位保持住了，三人立马打开泵站重
新运行，哗啦一声，泵站的水顺着引流
槽流出，加快脚步流向远处“嗷嗷待
哺”的农田。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 24 小时
值班，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确保灌
溉用水畅通无阻。”李义祥擦擦脸上的
汗珠说道。

织密“护苗”网 书香育新风
茶陵县腊园社区“扫黄打非”工作亮点扫描

醴陵赵石毛3年免费宣讲200场党课，献礼党的二十大

一名党员个体户的朴素情怀

高温下,镇村干部抢修引流槽“护栏”

抢修现场。通讯员 供图

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据中央气象
台预报，24 日起，南方地区高温天气将逐步
缓解。预计 24日起，江汉、江淮高温将基本解
除；26 日起，四川盆地、江南高温范围将有所
减小、强度减弱，部分地区解除。

6 月 13 日以来，我国出现的区域性高温
经历了 3个阶段：6月 13日至 26日影响北方，
南方为间歇性高温；7 月 5 日至 17 日影响南
方；经过短暂间歇，7月 21日至今继续影响川
渝、江南等地。截至目前，中央气象台已连续
12 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受高温少雨天气影
响，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出现中到重
度气象干旱，局地特旱。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影
响高温的天气因素较多，如云、降水、冷空气
等。未来几天北方冷空气总体趋于活跃，对
南方地区高温缓解较为有利。初步预计，未
来一周，南方地区高温天气整体上将有一定
缓和，范围缩小、强度减弱。

“但各地区高温缓解的时间、程度有一
定差异。”陈涛说，24日至 25日，江汉、江淮高
温天气率先得到缓解，但湖南、江西、浙江等
地缓解的时间可能要到 26日或 27日以后。最
晚得到缓解的地区为四川东部到重庆一带，

可能要到 29日至 30日以后，高温天气才会有
所缓和。

陈涛表示，除北方冷空气和降水对南方
地区高温天气有一定缓解作用外，预计 25日
将要登陆的台风“马鞍”，其外围云系、分散
的降水等对缓解江南南部等地高温也有一
定作用。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
高温中暑气象预报显示，23日至 28日，四川、
重庆部分地区仍将维持极易中暑等级，但江
淮、江汉、江南大部高温中暑范围会逐步缩
减、强度也会减弱。

气象专家提醒，在易中暑区域，尤其要
提醒体质虚弱、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以及户
外工作人员、处于不通风的室内人员，积极
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同时，在外游玩要谨防
溺水。

“虽然南方地区高温总体上呈缓和趋
势，但不可能立马结束，转为凉爽的状态，它
的缓解或解除需要一定的阶段性过程，未来
一段时间的天气形势还是比较复杂。”陈涛
说，由于副热带高压继续维持，未来一段时
间，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降水
可能仍然偏少。

南方高温将逐步缓和
北方冷空气、降水将带来缓解作用

新华社北京8月 23日电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四部门联
合印发紧急通知，要求有关地区毫不放松抓
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赢抗高温
热害干旱夺秋粮丰收保卫战。

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水利、应急、
气象等部门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沟通会
商，精细精准调度灾情、研判影响，及时发布
预警信息。

通知强调，水利部门要加强对江、河、
湖、库等水源的科学调度管理，努力保障农
业灌溉用水需求；因地制宜采取应急调水、
新辟水源、临时架泵、错峰轮灌等措施。应急
部门要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组织开展拉
水送水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气象部门要向
干旱重灾区及时调运作业飞机，备足增雨火
箭弹等物资。

通知强调，有灌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
好深水降温、小水勤灌、流水散热等以水调

温关键措施；丘陵岗地、“望天田”、灌区末端
等缺乏水源的地区，要通过机械、机井等提水
送水，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人工增雨，组织社会
化专业化服务队集中开展喷施叶面肥、抗旱
保水剂等作业；对受灾较重甚至绝收的地块，
要适时补种改种红薯、杂粮等晚秋作物。

通知要求，对高温热害造成结实率下降
的中稻，科学增施穗粒肥，喷施叶面肥；双季
晚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要提早调度储备水
源，适时增施孕穗肥；南方高温区的玉米，要
落实“一喷多促”等稳产增产措施。同时，蔬
菜、水果、茶叶等作物也要落实好抗灾减损
措施。

通知要求，农业农村部门要进一步完善
抗灾夺丰收的技术指导意见，包省包片工作
组和科技小分队要加强工作督促和巡回指
导。组织基层干部和农技人员下沉到抗灾减
灾一线。发挥农业 12316 热线电话和微信公
众号作用，及时解答技术问题。

四部门印发紧急通知

要求抓好抗高温热害干旱夺秋粮丰收

相关新闻

据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8月 22日，“中国最后的
女酋长”玛力亚·索家人发布讣告：慈母玛力亚·索老
人因年岁已高，各项身体机能逐渐衰竭，于 2022 年 8
月 20日 2点 27分仙逝，享年 101岁。

玛力亚·索的女儿得克沙·何说，虽然身体状
况不好，但母亲还是想上山去看看她养了一辈子
的驯鹿，只想回到驯鹿身边。最后，母亲在猎民点
安详离世。

玛力亚·索出生于 1921 年，鄂温克族，她是曾获
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型，
被世人誉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

玛力亚·索毕生和她的族人生活在位于环北极
地区泰加林带的最南端的山林中。这里地处北纬 52
度，位于我国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的交汇处，是
中国最后一支使鹿部落的栖息地。

玛力亚·索年轻时高个头，漂亮、利落，是丈夫拉
吉米的好帮手，狩猎时期，丈夫打中的猎物，都是由
她带着驯鹿运回家中。因丈夫拉吉米经常外出打猎，
玛力亚·索当家做主，承担起家族的大量事务，渐渐
成为家族的核心。

拉吉米去世后，因其擅长打猎和管理族群，玛力
亚·索成为鄂温克使鹿部落里的女酋长。

生活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的驯鹿，是全球地
理纬度最低，最靠南端的驯鹿种群。生活在这里的鄂
温克猎民世代饲养驯鹿，玛力亚·索的一生都在与驯
鹿打交道。

她曾常说：“驯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非常爱
它们。”

生在激流河边，长在激流河边的玛力亚·索，从
能牵驯鹿开始，就跟着父母出去打猎，帮着喂鹿。“有
了驯鹿，鄂温克人才能过得踏实。”

历史上，鄂温克族曾分别被称为“索伦”“通古
斯”“雅库特”等，1957 年民族名称才统一为“鄂温
克”，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敖鲁古雅”是鄂
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
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

101岁
“中国最后的女酋长”走了

图为玛力亚·索。据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