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 2020年12月4日 星期五

编辑/张瑜 校对/伍玉芳 版式/陈锦麒 3

征文征文

那年,高中毕业后去南京上大
学，辗转他乡求学，缕缕乡愁中记忆
最深是那归乡漫漫路。每年寒暑假
回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想到回
家的乡路心中涌动着丝丝忧伤。

那时，从南京坐火车到达广州南
站已是下午，一下火车马上过桥到站
排队购好第二天早上的票，才放心靠
着行囊打盹到天亮。那时，广州到云
浮没有高速路，只有省道。广州到云
浮 3个多小时，疲惫不堪的我，无暇
窗外的山川，郁闷困顿……到达云
浮，我得改坐公共汽车，还好，有到乡
下的汽车，车在山间路转峰回，爬行
一坡又上一岭，过了水桥又转弯，有
人颠簸晕车一路呕吐到家，疲惫消磨
了回家的喜悦，要休整好几天才恢复
精神。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留在南京
工作。父亲问我为什么?我淡淡地
说，回家的路难走。父亲沉默，好一
会才说，“以后会好起来的。”但父亲
没有反对我的决定。我在外打拼并
非易事，工作上的失落，情感上的失
意，思乡之情越发浓烈。一次次叩首
乡关，一回回车轮滚滚，路途的酸甜
苦辣，到家团圆的喜悦，是游子回家
的特别味道。每次回家都不易，路上
转3次车，3天方能到家。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云浮发
生了翻天覆地巨变。每年回到云浮，
感受最多的就是变化。座座大楼平
地而起，条条道路变宽变靓。通向市
区的公路完成了硬底化，有的还铺上
沥清，开车在上面行走，格外舒坦。
小车成了普通百姓出行选择，如说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看到满街都是自
行车；八、九十年代，跑的多是摩托
车；从新世纪开始至现在，再见到的
是小轿车开出寻常百姓家。说句心
里话，家乡交通变化快，我有想回家
乡发展的想法。

那一年，父亲告诉我，广（广州）
梧（梧州）高速路经过云浮，那时，云
浮到广州就方便了。得知这个消息，

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在父亲的劝说
下，我回到了云浮工作。这时，我也
想通了，云浮通了高速路，到哪都方
便，也为实现个人目标提供了方便。
好车走好路，美车走亮道。云浮河口
街到肇庆马安镇开通了高速，连接广
肇高速，2004 年 12 月 24 日建成通
车。广梧高速公路2010年6月30日
正式全线贯通。2014年，经过云浮
的南广高铁开通，从此，云浮到广西、
云南、贵州、重庆等地可以坐上高铁
到达。如今，云（云浮）清（清远）、云
（云浮）湛（湛江）高速开通，四通八达
的高速路、高铁路，助力云浮在新时
代快速奔跑。

站在云浮看广东，观全国，高速
铁路与高速公路建设可谓比翼双
飞。南（南宁）广（广州）高铁开通，云
浮到广州只需 40来分钟，到昆明只
要8个多小时，去重庆7个多小时，形
成贯通全国的大动脉。坐高铁既快
速，又安全，“铁姐”和“空姐”一样服
务周到，满脸春风，微笑若天使。而
今从云浮坐高铁到广州飞去北京，亲
近可云“万里山河一日归”。大地飘
带，把我身与故乡亲密连接，把我心
与祖国亲切连结。

云浮的路，愈行愈宽，愈行愈
好，愈行愈安，愈行愈美。你看，广
阔山乡，乡村路面“硬化”，国道与省
道连接，柏油路面拓宽取直，两边绿
树成荫。你听，幸福的云浮奉响幸
福之歌，昂首走在康庄大道上。家
乡因交通发达变得越来越美，我把
我心安放在家乡，也是明智的选
择。谁不见一条条新路从山间延伸
而出，一座座虹桥跨水而过，直面旧
道换新颜，目睹路新月异，这不就是
民族复兴之路？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走进云浮，当你饱览家乡变化，
领略交通之美，充实与满足油然而
生。是的，伴着交通发展，云浮发展
插上腾飞的翅膀，腾飞在各项事业蓬
勃发展的蓝天里。

云浮的路
张培胜

本报讯 （记者 林峰） 11月26
日-27日，由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
办、惠州市老年体育协会承办的
2020年广东省老年人钓鱼比赛暨省
直机关老年人钓鱼邀请赛在惠州市
举行。由市钓鱼协会派出的 3名队
员前往参赛，经过两天3场的激烈角
逐，我市区树芬、羊红生、梁其建组成
的云浮市代表队力压广铁集团（二
队）获团体第一名，其中梁其建获得
个人组第一名（如图）。

梁其建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队
的成绩一直落后，碰到最强劲的对手
是广铁集团（二队）。及时调整了比
赛技巧和部署，经过经验判断，现场
调配了当地罗非鱼最爱吃的一种香
味鱼饵，最终以47.5分的好成绩取得
了第一名。这是我市近年来取得的
省级大赛最好成绩，实属不易。

羊红生说，这次比赛冠军是在
我们的人员、经费、装备都不如对手
的情况下取得的，非常难得，取得了
宝贵的比赛经验，也在省内进一步
宣传了咱们云浮。羊红生说，云浮
江湖水库众多，今后可以依托丰富
的自然资源，建设一个具有一定规
模的钓鱼基地（赛场），吸引省内甚
至国内的钓友来云浮休闲旅游及比
赛，这一点与我市目前正在打造粤
北生态建设新高地的战略是不谋而
合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市民
参与钓鱼运动，培养乐观、积极、拼
搏的体育精神。

据了解，市钓鱼协会作为我市合
法注册的群众体育组织，一直以来都
秉承乐观、积极、拼搏的体育精神，目
前已经有注册会员120多人，是一个
积极向上的全民健身组织。

我市选手在省老年人钓鱼比赛中获“双料冠军”

本报讯 （记者 刘烁 通讯员
范德华）“这位家长，麻烦不要把车
停在这里！”“同学，背好书包。”“来，
跟阿姨过马路”……每天上学时间，
在市第一小学校门口，都能看到一群
身穿红马甲的家长志愿者，他们为维
护学校门口的秩序、保护学生的安全
紧张忙碌着。据了解，从今年5月18
日复学开始，该校家长志愿服务队的
100多名志愿者在校家委会的号召

下，全面开启上学护畅工作。
每天的上学时间，家长志愿者

早早到校，义务维护秩序。他们分
工协作，相互配合，为家长们开车门
使车辆迅速通行；护送学生过马路，
确保学生的安全通行；指引家长停
放车辆使门口道路有序无堵等等。
很多家长还出谋划策，提了很多改
进意见，他们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
共同维护孩子安全。

家长志愿者义务护畅上学路

本报讯 （记者 钱枫 通讯员
云司信）日前，市司法局组织到挂点
联系扶贫村云安区都杨镇榃容村、市
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开展“三联系”走
访调研。

调研组在榃容村与村委会、镇
村干部进行座谈，详细了解榃容村
近期脱贫攻坚、镇村干部换届选举、
村委法治文化建设及乡村振兴等工
作情况，认真听取村委干部汇报，共
同商讨目前镇村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问题及解决对策，并对榃容村脱贫
攻坚工作成果予以充分肯定。调研
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
扶贫考核工作，落实责任，持续做好
榃容村百香果产业扶贫项目基地及

光伏发电项目的维护管理，为脱贫
攻坚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
要求落实抓好乡村振兴工作任务进
度及榃容村党建和换届选举工作。
随后，到百香果产业扶贫项目基地
进行实地考察。

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司，调研组
围绕基层党建、企业发展、法治文化
建设及疫情期间给企业带来的问题
和影响等方面进行座谈。调研组强
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基层
党建投入和法治文化建设，围绕党建
引领和法治元素提升企业形象，同时
要在党建氛围、法律服务、党建活动
策划及法治文化建设等方面与企业
加强沟通合作，给予企业援助支持。

市司法局开展“三联系”走访调研

本报讯 （记者 林峰）“要随
时跟踪提升中心城区首位度的效
果，看《云浮日报》就清清楚楚，一
目了然。”去年以来，我市实施提升
中心城区首位度战略部署，相关部
门在中心城区做了大量的民生实
事，受到了广大市民的高度赞扬。
其中，不少市民就是通过订阅《云
浮日报》跟踪了解我市提升中心城
区首位度工作的成效。

“我现在每天都在看《云浮日
报》，报纸的消息和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家住市区博林路的李先
生是云硫集团的退休职工。2年
前，他开始逐年订阅《云浮日
报》。他说，感谢市委、市政府为
咱们中心城区的居民做了大量的
实事，通路、通桥、建学校、建广
场、建公园、建医院，都是为民造
福的大好事。每一桩，每一件，
《云浮日报》都在进行跟踪报道，
每个惠民项目规划如何？进度如
何？效果如何？图文并茂，让大
家看得明明白白。可以说，《云浮
日报》刊登的每一篇关于“首位
度”的新闻，都牵动着每一位市民
的心。因为，每一条新闻都与我

们有关，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身
边。例如博林路贯通工程，《云浮
日报》就从该路段现场勘测、拆迁
开始、到基础路面建设，再到完工
通车，每一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报
道，我们从每天的报纸上就能看
到最新的进展，非常好。

云城街道东风村的居民刘展
雄告诉记者，《云浮日报》不仅让广
大市民知晓“首位度”的相关工作
进度和成效，还能让广大市民参与
进来。例如，《云浮日报》会不定期
地刊登广大市民的呼声和期盼，把
市民的声音传递给相关部门，对提
升中心城区首位度有很大帮助。
可以说，《云浮日报》已经成了广大
市民与市委、市政府之间的一座桥
梁，也是党和群众“心连心”的最佳
载体之一。所以，每年花几百元订
阅一份《云浮日报》，不仅仅是一份
报纸，更是一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

记者走访得知，不少老订户和
新订户都非常关注《云浮日报》刊
登的“首位度”系列报道，既对相关
报道比较满意，更对“提升中心城
区首位度”工作表示满意。

阅《云浮日报》看“提升”成效

本报讯 （记者 林峰 通讯员
云团宣）由团市委主办的云浮青年
之声“守护花季”成长计划进乡村活
动近日分别走进云城区高峰街道冯
强小学和市五小，为两所学校 3400
多名学生送去体育用品、学习用品
一批及开展了自护教育、法律科普、
文明宣传等主题互动教育。

在主题互动教育环节中，团市
委党员志愿者通过有趣的互动问答
方式，教育孩子们要提高安全意识、
懂得安全常识、学会自护方式。孩
子们踊跃举手回答，现场气氛十分
热烈，展现了孩子们对安全知识的
知晓率，体现了日常安全教育效果
显著（如图）。活动中，同学们更通

过舞蹈的形式，展示他们的才艺与
活泼天真。

据了解，云浮青年之声“守护花
季”成长计划是佛山共青团助力云
浮共青团精准扶贫，推动乡村振兴
的其中一项内容，同时是云浮共青
团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助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内容之

一，围绕自护教育、精神文明生活、
法律科普等内容展开，帮助孩子们
迈好人生的第一步，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引导少年儿童与时代共
奋进、与祖国共成长，全面发展。接
下来，将针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
比较多的学校、村居开展活动10多
场，目前已举办3场。

云浮青年之声“守护花季”成长计划进乡村小学

在今年2000多名全国劳动模范
和全国先进工作者中，云浮技师学院
石材工艺专业教师梁建坤是唯一来
自技工院校的受表彰者。从石材工
艺大师、企业经营者，到转型成为人
民教师，梁建坤不忘初心，坚持以工
匠精神做事，以匠心情怀育人，为弘
扬和传承石艺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秉承工匠精神
助推云浮石艺发展

梁建坤是为数不多的亲历云浮
石材工艺发展过程的石艺专家之
一。1987年，具有一定艺术功底的
梁建坤被邻居、当时的石雕老师谭林
海看中，并参加当时云浮县工艺美术
研究所举办的两期石艺培训班。从
绘画、素描开始，到书法、雕塑、简单
石雕，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打磨，不知
不觉他在雕刻这个艺术殿堂徜徉已
经30余载。如今的他已是工艺品雕
刻（一级）高级技师、高级工艺美术
师、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云浮石
艺）代表性传承人和国家级“梁建坤
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专注、专精是雕刻的魂，发挥创
意、敢为人先是雕刻的魄，而传承保
护、创新发展，是雕刻行业的基石。”

梁建坤告诉记者。梁建坤一直秉承
“发挥创意、敢为人先”的艺术创作理
念，钻研出独特的雕刻技法，使雕刻
作品题材新颖、构思独特巧妙，既有
传统韵味，又有创新和时代气息。近
10年来，梁建坤创作出的石艺作品
获得了十多项国家级、省级金奖，同
时连续获得五届中国（云浮）石艺创
意大赛金奖。

记者了解到，梁建坤经过自身
的不断学习与摸索，在当地行业中
率先运用巧色玉石雕刻技法。由于
这一技法既能更大程度地利用石材
原料因材施艺，又丰富了石材工艺
品雕刻的品类，引得本地工艺行业
争相效仿，迅速成为云浮石艺创作
的主流。此技法的广泛应用对全市
雕刻工艺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
用，成为云浮石雕发展的一个转折
点，也为整个行业发展产生了不可
估量的经济效益。

为推动云浮石艺立足全国，多年
来，梁建坤自发组织作品到全国各地
参展参赛，为本土工艺美术人员起到
带头示范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梁建
坤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参加省、市非
遗石艺展演活动 20多场次，组织云
浮石艺人参加全国、省、市等一系列
工艺展览 40多个。通过他的努力，

使得“云浮石艺”近年来呈异军突起
之势，现已成为省级重点的工艺品种
之一。

饱含匠心情怀
广育创新技能人才

作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梁建坤一直致力于保护、传承
和发展云浮石艺，积极培养传统工艺
优秀人才。2016年，为了更规范、更
大规模地培育人才，梁建坤受邀与云
浮技师学院联合建立石材工艺美术
大师工作室。梁建坤以工作室为平
台，总结多年的行业经验，通过推行

“师徒制”模式，每年开展700多课时
的授课活动，手把手教授石材工艺专
业学生。匠心传承，生生不息。工作
室现已累计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近
百人，为云浮石材工艺行业注入了一
批新鲜血液。2017年至 2019年，工
作室共有 18人次在“广东创意石艺
精品展”获得不同奖项；2019年 11
月，在代表全国工艺美术顶级水平的

“百鹤杯”工艺美术设计创新大赛中，
工作室成员创作的6件作品荣获“百
鹤新锐奖”。

从去年年初开始，为备战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石雕”项目广

东省选拔赛，梁建坤选拔优秀选手开
展集训。在历时半年的紧张集训中，
他和选手们取消了所有休息日，每天
保持 10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最终
梁建坤培养的两名选手分别获得了
全省选拔赛的冠、亚军。在全国选拔
赛中，选手王泽华更是获得了全国第
五名并入选国家集训队。之后，梁建
坤被人社部聘为建筑石雕项目中国
教练，在历时一年多的国家队集训期
间，梁建坤结合自身技术特点，与技
术专家组团队共同研究备战计划与
训练方案，并大公无私地为国家队中
不同地区的选手均进行了强有力的
针对性训练与技术指导。最终梁建
坤助力建筑石雕项目中国代表选手
郑权，在俄罗斯喀山勇夺第 45届世
赛技能大赛建筑石雕项目金牌。

对于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这
一称号，梁建坤感慨地说，“党和国家
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既是对我的鼓励
与肯定，更是鞭策与指引，还是对整
个技工教育工作的肯定，是我们云浮
技师学院的光荣。我会把荣誉作为
动力，为传承云浮石艺培养更多人
才！”从雕刻之匠到育人之匠，梁建坤
初心不改，对石艺创作和传承教育孜
孜以求、永不言倦，为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工匠精神做事 匠心情怀育人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云浮技师学院教师梁建坤

本报记者 许舒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