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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一路颠簸
#

个小时，会到达戈壁滩上一处碉
堡式小院，四周寸草不生、没有
人烟……这就是中国黄金集团
新疆金滩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
一线办公、住宿区。

出院门右转，大约几百米外
就是采矿坑口。“防尘口罩一定
要戴好，通风机风速开得大一
点，安全生产不能有丝毫大意。”
矿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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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深处，身着劳保
服、面戴口罩、头戴矿灯的史萌
萌，正跟几个掘金工人交待技术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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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他已是金滩矿业
采矿车间副主任，言谈举止间透
露出有别于同龄人的成熟。

从东北大学采矿专业毕业
后，史萌萌就进入金滩公司从事采
矿技术工作。金滩公司副总经理、
采矿车间主任李小兵告诉记者：
“为了多学知识，不是自个儿的活，
史萌萌利用休息时间抢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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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来，史萌萌不仅练就一双识别
矿石与废石的“慧眼”，且成为采
矿、测量等多方面技术骨干。

每天清晨，乘上罐笼下到井
下各采矿中段，查看采掘是否按照
设计在前进，巷道的走向和高宽是
否符合要求，作业现场的工人是否
戴上防尘口罩等，这就是史萌萌和
同事们每天的基本工作。

荒漠戈壁深处的采矿作业
区，被当地人描述为“天上没有
鸟，地上不长草，戈壁少人烟，风
吹石头跑”。夏天，这里地表温度
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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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度，沙窝子里能煮熟
鸡蛋；冬天，这里气温降到零下
!"

多度，人在屋外脸和耳朵像
被刀子割一样。

史萌萌清晰地记得一次被高温烤到“断片”的经历。那
是

(

月初，气温表显示
#)

度，史萌萌跟随公司领导，到一个
矿区进行资源考察。“穿着长衣长裤，戴着手套，拿着地质
镐、耙子、取样锤，用铁锹挖开被风沙掩埋的探槽，进行取
样”，史萌萌说。两个多小时，挖了

(

个近一米深的探槽，取
了

!(

个样。“不停地喝水，不停地流汗，干完后，上车的瞬间
我就‘断片’了，醒来时已躺在宿舍。”史萌萌说。

今年
&

月，史萌萌被破格提拔，担任金滩公司采矿车间
副主任；并当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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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央企业优秀共青团员”。
“我们要继续给他压担子，培养他的综合管理能力；并对

其他年轻人形成激励，让更多优秀年轻人脱颖而出，形成一支
强有力的技术、管理人才队伍。”金滩公司总经理梅群力说。

史萌萌是鄯善县本地人，矿区距家只有
!+"

多公里，但
是戈壁滩路途崎岖，回一次家要坐矿车十七八个小时。史萌
萌四五个月才回家一次。

史萌萌坦言，尽管自己在戈壁滩长大，但初来矿区时也
颇感意外，“茫茫的戈壁，让人心中充满迷茫，立刻萌生退
意。”当时他决定实习期过后再做打算，然而，就在实习期间
他的想法彻底改变了。

他遇到两名老党员———李小兵和钱直奎，
!"

多年默默
坚守在戈壁荒滩开采黄金。从他们的身上，史萌萌看到了中
国黄金人以苦为乐、无怨无悔、甘于奉献的淳朴；看到了金
滩公司不断拓展的发展平台和同事们亲如一家的情义。经
过慎重思考，史萌萌决定留下来。
“史萌萌是中国黄金行业新一代技术型基层工人的代

表。”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宋鑫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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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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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史萌萌刚来时，整个采矿车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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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现在，采矿车间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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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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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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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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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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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包括地质、测量、采矿、安全

#

个技术工种。
史萌萌和他的伙伴们，就像一排挺拔的胡杨，给荒无人

烟的大漠戈壁带来了无限生机，为中国黄金事业增添了新
生力量。

上图：史萌萌（左）在井下工作。荆逸轩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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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姐弟同患尿毒症

西安全城 爱心涓流
本报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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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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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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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西
安市交大一附院住院部

,%

层病房的走廊内人头攒动，西安团
市委工作人员和众多爱心市民，将万元善款交到孙婷、孙强姐
弟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关爱，为寒冬平添几分暖意。

孙婷是咸阳市三原县城关镇大李村六组村民，日子不富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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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孙婷被查出患有尿毒症。三年来，父母带她
四处就医花去

&"

多万元。祸不单行，今年
$

月下旬，弟弟孙
强也被检查出尿毒症……无奈中，孙婷打电话向西安团市委
求助。“作为一名普通农家女孩，孙婷能在困难的时刻想到共
青团，是对团组织的信任。”西安团市委紧急召开会议安排部
署，从希望工程专项基金中协调款项，并积极动员爱心人士
参与援助。

,,

月
!,

日中午，来自西安团市委和爱心企业的首
批

#

万元善款，被送到孙婷、孙强姐弟手中。团市委同时向全
市青少年、爱心人士发出“同城同心，共助尿毒症农家姐弟”
呼吁，并在第一时间开设爱心账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善款。

目前，患病姐弟与其父母已分别成功配型，只待解决手
术费用问题。截至

,!

月
,

日，捐款账户收到
$$""

元善款。

舰队退伍兵

当起“牛班长”

退伍军人戴玉华在查看新购进牛的生长状况。
!",!

年
,,

月，服役
(

年的戴玉华

从南海舰队技术岗位退伍回到家乡山东省文登市米山镇耩南庄村。今年
%

月，他用退

伍金加积蓄共
!!

万余元，租用村里
)

亩山地，建起牛舍，购买
,&

头黄牛，当起了“牛

班长”。他的梦想是在
&

年时间内，把自己的“牛部队”发展到
,""

头规模，达到一个

“牛连”的“建制”。

陈宏青摄（新华社发）

江苏常熟“荧屏智慧社区”

便民天窗 如何敞亮
本报记者 王伟健 臧春蕾

智慧荧屏怎样推广

!

引入互动平台，搭建

信息系统，以清晰便捷赢得

市场

常熟市沙家浜镇朗城村村民钱妙珍几天
前不慎摔伤胳膊，行动不便，要在以前，只能
靠打麻将打发时间。但有了互动数字电视机
顶盒，江苏有线、上海文广、杭州华数和本地
互动四大平台的节目可以随意点播。“节目多
的根本看不过来！”钱妙珍说。
“开放式是我们这个平台最大的特点”，

“荧屏智慧社区”项目负责人、常熟市广播电
视总台副台长王鹤鸣告诉记者，“不要认为我
们只是付费引入了几个其他互动平台，过去
就算想花钱引入多个平台也不可能，因为平
台不是开放式的。”这样一来，常熟市民只要
付费就可以享受到更丰富的节目资源，而不
局限于一家广电公司提供的数字业务。

点播费用市民能够接受吗？钱妙珍告诉
记者，“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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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一年，不过是去电影院看
几场大片的钱。”

常熟将便民服务信息嵌入平台，形成了
一个打开电视就能查询的智能信息化服务系
统。目前，“智慧社区”包括政务信息、文化教
育、交通出行、健康医疗、金融服务、电视商
务、社区服务、便民服务等八大核心功能，涵
盖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家休养的日子里，钱妙珍对平台的“智
慧社区”栏目仔细“探索”了一番：“像我的胳
膊要进行复查，可以在平台预约挂号，凭身份
证号和医保号在市第二人民医院任一科室预
约未来几天挂号，大大减少了浪费的等待时
间。”出发前，钱妙珍又打开“视频监控”中的
“交通实况”栏目，电视上出现了常熟主要市
区街道的实时监控视频。

这些信息在网上不也可以查询吗？钱妙
珍告诉记者，自己快

%"

岁了，“电脑也懂一

点，但看屏幕时间久了眼睛会流泪。现在电视
上什么都有，又方便又清晰。”

王鹤鸣告诉记者，“目前常熟市已有
(

万
用户签约，

#

万多用户已在使用。”

智慧社区何以兴起

!

细化服务到社区和乡

村，涵盖生产、养老、社区信

息等多方面

在“荧屏智慧社区”建设之前，常熟广电
同其他地方电视台一样，在互联网等新媒体
的冲击下，面临用户流失，开机率下降，观众
“老龄化”的困境。

但老百姓真的不看电视改上网了吗？常
熟广电在三个镇开展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常熟农村家庭中电视机拥有量比电脑高
出一倍多，电视仍然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
渠道。问题核心在于，电视能够提供什么样的
信息服务。

王鹤鸣坦言：“作为地方广播电视台，我
们在节目制作水平上肯定不能跟央视比，在
资金投入和项目运作上也无法同电信的
-./0

抗衡，那么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贴近群众
个性化需要，提供社区信息和便民服务，就做
群众身边的电视台。”

常熟广电聘请专业团队研发出搭载“智
慧社区”的互动电视平台。用户只需购买该互
动电视机顶盒，就能根据自己所在乡镇区域，
得到个性化的政务、购物、安保、交通等方面
的信息，已经开展合作的有交警队、农业银
行、安保公司、常客隆连锁超市等。最早进行
试点的沙家浜镇就由镇政府出资为全镇居民
集中购置了互动电视机顶盒。打开“智慧沙家
浜”频道，除了农事建议、旅游资讯、民生政策
信息外，还可通过视频直播召开社区会议。

常熟市广播电视总台网络中心工作人员
方芳告诉记者，常熟市有许多大闸蟹养殖户，
通过申请视频监控线路，未来可以在家实时

监控自己的池塘，免去守夜之苦。而沙家浜镇
政府率先将这一功能运用到养老服务上，为
红石村独居五保老人的起居室安装了监控摄
像，老人可以自主选择关闭摄像，但在开启情
况下，民政部门可第一时间发现老人需求和
紧急情况。

“常熟模式”面临选择

!

全省网络整合，网台

分离影响人才、技术、资金等

资源利用效率

“荧屏智慧社区”目前还在开发和建设阶
段，更多的便民“新点子”已经完成了技术平
台的搭建，甚至开始试点。智慧社区综合管理
办公室主任李向军告诉记者，现在的平台相
当于一个网站，已经可以实现信息的交互，由
于智能机顶盒在技术上支持无线连接，整个
行业也都在努力破解技术上的困难，未来有
很大的拓展空间。

百姓买账，其他县市的电视台也开始纷
纷向常熟借鉴经验。截至目前，已有江阴、张
家港、海门等

(

家县级市在按“常熟模式”规

划建设“智慧社区”项目。然而就在项目在其
他县市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常熟市“荧屏智
慧社区”项目却悄然陷入停滞。
“项目的停滞源自一项全省广电网络整

合规划。”王鹤鸣告诉记者，“计划将县市的有
线电视网络从广播电视台中分离出来，同省
网整合。”目前常熟广电网络已拥有数字电视
用户

&#1%

万多户，网络光缆达
(&'$1&

缆公
里，光节点

'!),

个，为“荧屏智慧社区”项目
建设奠定了基础。“‘智慧社区’之所以能建设
起来，正是发挥了网台一体的优势，集中了人
才、技术、资金等资源。”
“荧屏智慧社区”项目如果离开网络，技

术层面的工作对离开“网”的“台”来说是不
可能完成的。“荧屏智慧社区”可能由离开
“台”的“网”单独完成吗？王鹤鸣说：“‘智慧
社区’不仅有技术创新，且实现了商业模式
创新，广电为政府、企事业单位、行政村有偿
搭建‘智慧社区’平台，用户免费享用其中的
公共服务功能。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为什么愿
意埋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广播站遍布市、
镇、村，采编力量完善。如果‘网’‘台’分离，
那么‘台’的采编人员和‘网’的技术人员如
何像现在一样实现良好互动？这是一个需要
面对的课题……”

在江苏常熟，打开电视，除了收看节目，点播电影外，还能查体检信息，视频通话，交水电煤气和手
机费，监控小区环境和道路交通……常熟广电推出的“荧屏智慧社区”项目，通过技术和理念创新，为
用户提供精细化信息服务。“荧屏智慧社区”怎么推广？带来了哪些便民服务？在发展中面临哪些梗
阻？记者就此展开调研。

莫让“一刀切”挫伤积极性
臧春蕾

常熟广电以“荧屏智慧社区”从地方电

视台受网络冲击的困境中突围，创新是其成

功关键。然而方兴未艾的“荧屏智能社区”项

目则因大规模网络整合而处于停滞状态。

诚然，在三网融合的大背景下，将分散

经营的广电网络进行整合重组，实现资源

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是不可避免的

大趋势。但不加区分的“一刀切”做法虽然可

以帮助后进，却势必挫伤先行一步者的积极

性。资源整合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更要

依靠市场手段，遵循经济规律，兼顾各方利

益，切合各地实际。“一刀切”或许该让位于

更加精细化和科学化的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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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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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魏薇）中国第一个关
注教师幸福感的公益项目
“幸福园丁———中国教师幸
福教育公益项目”启动，

,,

月
!$

日—
,!

月
,

日，首期
全国培训班于清华大学开
办。来自京、苏、新等地近百
位中小学校长及骨干教师
接受公益培训，学习以积极
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幸福
教育理论与方法。
“幸福园丁———中国教

师幸福教育公益项目”由清
华大学心理学系、清华大
学—伯克利心理学高级研
究中心主办，由盛景网联咨
询培训集团发起并首先捐
款，得到众多企业、企业家
及社会各界人士资助支持。
“幸福园丁”公益项目

所提出的“幸福教育”，是以
“积极心理学”为理论基础、
目前国际心理学界迅速发
展的前沿领域。 “幸福园
丁公益项目”负责人倪子君
认为：“今天我们帮助老师

拥有幸福的力量。每位老师就会影响千百个
孩子，会还给社会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明
天！”据了解，我国目前已有部分学校在实践
中引入幸福教育，并产生明显成效。幸福园丁
公益项目此前在江苏省江阴市的试点，成为
国内第一个由政府引导的实践项目。江阴市
高中在

!",,

年—
!",!

年为期一年的实施后
显现，幸福教育试点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心
理能力、乐观状况明显高于非试点班学生，学
习成绩提高并更为稳定。

浙江台州

“善行椒江”服务
,$

万人次
本报记者 顾 春

每天下午一过
#

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
区海门街道育才社区就热闹了，十多个一年
级的小朋友来到这里的“四点半课堂”，做着
作业，跟辅导功课的王杏清有说有笑……原
来，孩子们

#

点一过就放学了，家长要
%

点半
后才下班，这中间一小时怎么办？退休教师王
杏清联合几名老同事办起“四点半课堂”，孩
子们在这里边做作业边等父母。很多父母专
程上门感谢：“我们算放下了心头大石！”

在椒江，这样的志愿服务比比皆是。
!",!

年开始，椒江在
!'%

个村、
&)

个社
区建立“善行椒江·村居志愿服务站”，按照村
居常住人口

!"2

的比例，发动辖区群众参与
志愿队伍。椒江的目标是：

&

年时间，让全区

)"2

以上的人口参与志愿服务。
遍布各地的服务站组建起相应志愿服务

队伍，愿意“做好事”的人有了去处。大学生们
暑假成为“绿荫课堂”志愿者，为社区民工子
弟补课；小学生们当上“保洁小天使”，成为文
明劝导员；还有日常的治安巡逻队，修理树木
……在景元社区，林毕富是个忙人。煤气灶坏

了，水管破了，上门叫老林；家里有纠纷，生活
有难事，抹着眼泪找老林……“我这闲事还管
出了名！”老林笑呵呵地说。社区特地给热心
肠的老林安排了一间办公室。

现在的椒江，一支
,"

万多人、还在日益壮
大的志愿者队伍，让这个城区朝气蓬勃，充满
和谐。据不完全统计，“善行椒江”志愿服务活

动开展以来，志愿者们为群众提供各项服务或
救助

,,

万余次，受助群众超过
,$

万人次。
“村居志愿服务站”常效化，建立志愿者注

册登记机制，志愿服务信息平台建成，让每一
个志愿者都有了志愿服务的“身份证”。以服务
时间和质量为志愿者评星，分别授予一到五星
级荣誉称号，五星级的志愿者可享受为期三年
的医疗“绿卡”服务。志愿者们有了制度保障，
队伍日益壮大……

现在，椒江的志愿服务者已经实现社会
全覆盖，各种职业都有志愿者，从

(

岁小学生
到

("

岁退休老人；大到村居公共管理事务，
小到每个家庭的日常琐事，都有人管。“我为
人人，人人为我”理念，在这里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