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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花灯照亮山乡振兴梦
——革命老区河北涉县山村的新变化

磨炼技能展风采生活就业更美好
——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侧记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然没有

健全的身体，但他们在职业技能上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用自强和勤劳

刻画出别样的精彩人生。

10月27日至29日，第六届全国

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全国

残疾人展能节在浙江嘉兴举行，来

自全国的 892 名残疾人选手，在信

息通信、工艺美术、手工制作等五大

类26个竞赛项目上展开激烈角逐。

就业面不断拓宽

28 日上午，参赛者李阳生身穿

黄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参加到紧

张的比赛当中。他参加的是今年大

赛的新增项目“机电一体化”，考核

内容是以工业机器人技术为核心的

自动化控制。他在团队中主要负责

仿真模块的编程，导入到机器人进

行调试。

“大赛给了我们同台竞技的机

会，又可以相互学习，是一个非常好

的平台。”李阳生从事编程相关工

作，虽然肢体有轻度残疾，但并不影

响他与同伴分工协作，在岗位上“运

筹帷幄”。

在比赛现场，机器臂在编程操

控下逐一完成搬运、码垛、涂胶等操

作。“这些内容都是实际生产中常见

的场景，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大环境

下，今年大赛首次涉足工业智能制

造领域。”机电一体化项目裁判长许

志刚说，这些参赛选手的表现出乎

他的意料，通过努力他们完全能适

应并胜任这类工作。

手腕小心而娴熟地晃动，不多

久，咖啡上面便出现了一个漂亮的

图案。在今年新增的咖啡冲调项目

比赛现场，咖啡的香味四溢。25岁的

蓝立平来自广州，有听力障碍的他

已经学了 2 年咖啡制作，工作时平

均每天要做100多杯咖啡。

谈及是否喜欢这份工作，蓝立

平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在咖

啡上做出富有创意的图案，从而打

动每一位品尝者的心，顾客很喜欢，

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目前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残疾人实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种

形式就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就业

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赖伟说，为了

有效引领广大残疾人劳动者刻苦钻

研新技术、掌握新技能，顺应行业市

场需求，本届大赛对竞赛项目进行

了优化，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就业

的形象。

生活越来越便利

同期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残疾人

展能节，全国各地通过成果展览、

技能展示和产品展销等方式，集中

展现近年来残疾人就业创业成就。

现场也展出了不少专门为残疾人

设计的科技产品，吸引了参会者们

的关注。

在广东展台前，工作人员秦臻

模拟聋哑人向面前观众打着手语，

屏幕上即显示出相应文字“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等字样。而对面观

众讲话时，手机上的语音识别也同

步显示出文字，可以帮助听障人士

与健听人士实现双向无障碍交流。

这一切得益于工作人员手上的

智能手套，据悉这款手套目前还未

实现量产，仍处在试用优化阶段。秦

臻介绍，智能手套的“秘密”位于指

背部分的弯曲传感器，这款手套还

克服了不少技术难点。“例如聋哑人

士的语法与常人语法不同，语法转

换对AI算法要求更高。”

在北京展台前，北京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王文娟正在向

来往观众演示自己研究的项目——

无障碍服装设计。穿脱衣物，对于

普通人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但是对于使用轮椅或长期卧床

的残疾人士，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

困难。此次展会王文娟带来的是拄

拐服、轮椅服、护理服三类设计，可

以分别对应三种不同情况的残障

人士或患者。

“哪里不方便，我们就让哪里方

便起来，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更便

利。”王文娟说，无障碍服装尤其注

重设计细节，包括解决如厕、穿脱、

使用等问题。

就业质量向好发展

残疾人努力掌握一门技能，最

大的愿望便是找到一份工作。从提

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到推动残

疾人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再到

形成理解、尊重、帮助残疾人的社会

氛围，近年来，在各方努力下，千千

万万残疾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很

多人自强自立，不仅实现了人生价

值，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开网店、当咖啡师、做客服、写

编程、做美编……眼下，有越来越

多的残障人士通过多渠道、多层

次、多种形式就业，重拾生活的信

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 1704

万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中，已就

业的有952.4 万。

不过，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要

求，残疾人就业工作也面临着一些

困难，残疾人就业总体还不充分，就

业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要充分认

识到残疾人就业工作的重要性、长

期性和艰巨性。”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副主席、副理事长程凯表示，要努力

推动新时代残疾人就业工作高质量

发展。

程凯表示，要着力拓展残疾人

就业服务供给质量和方式，为广大

残疾人提供全方位、精准化的有效

服务；着力于大规模开展残疾人职

业技能培训，解决好残疾人就业的

结构性和摩擦性矛盾；着力于消除

体制机制障碍，搭建残疾人向上流

动的阶梯，提升残疾人收入水平。

（新华社 张璇 许舜达）

“大宫灯，红彤彤；走马灯，转不

停；金鱼灯，摇尾巴；孔雀灯，开彩

屏；金灯银灯五彩灯，一盏一盏数不

清。”正如童谣中传唱的那样，位于

太行山东麓的革命老区河北涉县更

乐镇张家庄村成了花灯的世界，昔

日偏僻的小山村如今成为省内外游

客青睐的景点，村内停车场 300 个

停车位经常是“位无虚席”。

夜幕降临，花灯里的张家庄，青

山隐隐，水塘波柔，人影朦胧，三五

成群的游客纷纷走上街头品鉴传统

花灯文化,感受山村里的浓郁乡愁。

67岁的游客周玉廷来自石家庄

市。“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一晚，这个

小山村太美了，我的小孙子看灯都

不舍得离开了。”周玉廷告诉笔者。

过去张家庄因灯而名，如今花

灯更成了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秸秆为骨架，纸片为风扇，

用浆糊粘接，下面悬挂手工纸马，

底部用蜡烛点燃，热空气转动纸

马……”张家庄第四代花灯技艺传

承人杨安平一边做“走马灯”，一边

认真教学生 。

“别看这些花灯，如今可是俺们

村致富路上的‘领航’灯！”杨安平一

脸自豪，重新捡起濒临失传的手艺，

他的日子过得像灯笼一样红火。

张家庄地处太行山深处，沟壑纵

横。村志记载，这里的花灯始于清末，

每逢春节、元宵节，张家庄家家门前

都要挂上自制的“花灯”祈福迎春。

“花灯饱含着村民对来年五谷

丰登、风调雨顺的期盼。”张家庄村

支部书记张菊安说，上世纪80年代

初，是村里花灯发展最鼎盛的时

期，南瓜灯、白菜灯、打铁灯、唱戏

灯……各式各样的花灯展演每年

都会吸引周边十里八乡的村民，河

南、山西、山东等周边省市的人更

是大老远跑来赏灯。上世纪90年代

末，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为了

维持生计，不少村民放下了制灯手

艺外出打工讨生活。从此，张家庄

花灯逐渐衰落。

2017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

春风吹遍深山。乡村振兴，产业是

基础，张家庄的振兴从哪儿抓起？

张菊安对村民说：“咱们就从传统

的花灯做起，做好了这就是我们的

金饭碗。”

说干就干，张菊安“三顾茅庐”

请出了杨安平等花灯制作艺人，又

寻来几十名年轻人，以老带新重新

操办起花灯制作。

涉县振兴传统产业计划更是让

张家庄人吃了“定心丸”。2018年春

节，涉县组织张家庄村以村民小组

为单位做花灯，举办首届太行民俗

花灯展。一时间，山乡内外，万人空

巷，游客量达上万人次，杨安平和

他带的学生心里乐开了花。

老手艺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后，

如何把百年花灯文化发扬光大？涉

县组织拍摄了县里第一部乡村振

兴题材的电影《田埂上的花灯》在

各大网站上映，并申请了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花灯的名气传开后，靠着一手

制作花灯的绝活，杨安平经常被邀

请现场指导做花灯，年收入达 3万

多元。昔日的传统手艺如今成了“金

饭碗”，杨安平高兴地说：“是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让我的小花灯成了大产

业。涉县的花灯会越来越漂亮！”

与此同时，涉县还引进了花灯

生产厂，注册了花灯品牌，将传统

技艺与现代工艺结合，研发新品

种，拓展花灯市场。2019年初以来，

在张家庄村的带动下，更乐镇的花

灯产值已达2000多万元。

“真没想到靠着花灯也能过上

好日子。”56 岁的村民江兰林以前

靠种地为生，如今依托花灯制作月

收入达2500元。

东巷村发展郊野田园综合体、

大洼村打造传统古石头村落游、后

何村和江新村建起了美丽乡村……

花灯发展不仅火了张家庄，同样鼓

舞了周边乡村的发展干劲。

涉县更乐镇党委书记张志明

说，只要动脑筋，传统产业也能结

“新果”，百年花灯带动了涉县乡

村旅游的发展，更照亮了山乡的振

兴梦。 （新华社 范世辉 赵鸿宇）

本报讯（记 者 赵青）10 月 29

日，四川成都地铁首列全自动运行

地铁列车成功运抵车辆段，并正式

启动场段调试工作，这也标志着成

都地铁向全自动运行新时代又迈进

了一大步。

全自动运行对地铁运营而言，

代表着目前世界地铁运营控制技术

的最高水平。据记者了解，成都地铁

9号线是成都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的首条全自动运行线路，也是世

界上首条采用 8A 编组车辆的全自

动运行市域环线，开通后将成为成

都地铁载客量最大的地铁列车。成

都地铁 9 号线列车拥有自动唤醒、

自动化运营及远程控制等多项“黑

科技”，通过提前设定好运行时刻

表，就将按运行计划实现自动唤醒、

自动发车、自动停站开关门、自动在

终点站折返，自动返回停车场休眠，

甚至自动进入洗车线进行自动洗车

等功能，全程无需人为干预，将真正

意义上实现地铁智慧出行。

目前，成都地铁9号线一期工程

已顺利洞通，运营各项筹备工作正

在开展中。

成都2019年
“关爱情·暖冬行”
慰问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 者 胡桂芳）10 月 29

日，四川成都市关工委在熊猫路小学

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关爱情·暖冬

行”慰问活动启动仪式。

据介绍，“关爱情·暖冬行”慰问

活动是市关工委的一项重点工作。自

2013 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七年，

其宗旨是围绕中央关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

府工作要求，助力脱贫攻坚，帮助成

都市域内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儿童、

病残儿童、城市流动儿童，“五失”（失

足、失管、失学、失业、失亲）青少年，

民族地区“9+3”项目优秀学生，军烈

属家庭子女、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

女等青少年群体和基层优秀“五老”

志愿者安度寒冬，至今累计投入经费

约 700万元。依托市关心下一代基金

会，通过慈善捐赠、募集善款2000多

万元实施系列关爱项目 103个，惠及

30多万名青少年儿童，助力全市青少

年儿童的成长、成才。

记者了解到，2019 年，市关工委

通过“六一”“暖冬”慰问活动向各区

（市）县青少年强制戒毒所、少管所等

特殊青少年群体赠送了价值 125 万

元的图书、体育和文化用品，向全市

优秀“五老”志愿者赠送了25万元的

暖冬物资。

“纸的对话——丹麦@金沙”
剪纸艺术展
亮相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本报讯（李林晅）剪纸是中国民

间传统手工艺术之一，拥有悠久的历

史。10月 29日，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联合主办，成都市金沙小学支持的

“纸的对话——丹麦@金沙”剪纸艺

术展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为

观众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纸上艺

术对话。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几番翻折

后，一幅金沙剪纸便跃然于手中，在

开幕式上，成都市非遗代表传承人

林琼华现场创作剪纸，展示了精妙

的剪纸技艺，并在现场教学，与小朋

友一起勾勒图案、落刀剪裁，创作剪

纸作品。

本次展览分为丹麦剪纸和金沙

剪纸两部分。金沙元素剪纸作品为社

会征集所得，共展出10幅剪纸作品，

丹麦剪纸部分由有着 40年剪纸经历

的北欧艺术家凯伦·碧特·维勒创作。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 24日，展览

期间金沙遗址博物馆还将开展一系

列丰富的社教活动。

本报讯（记者 赵青）四川省成

都市天华社区近日组织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20 多名志愿者走上街

头，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维护

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活动中，志愿者们在天府五

街、天府四街、世纪城路、天华路等

路段发放“争做共享单车的文明使

用者·文明宣传者·维护志愿者”宣

传单，引导市民主动践行文明骑

行，有序停放共享单车，先后规劝

不文明骑车、停车行为 30多人次，

并将200余辆乱摆乱放的共享单车

扶正、摆放到指定位置。

随后，志愿者们沿着锦江绿

道，清理沿路垃圾。“我们的每一分

努力，都会让我们的城市离文明更

近；我们的每一分辛苦，都会为我

们的城市增光添彩；我们的每一分

热情，都会激起更多人的文明意识

和责任意识……”志愿者杨先生对

记者表示，希望能有更多人支持环

保，展现市民文明风采，共建共享

美丽蓉城。

本报讯（王运秋）
10 月 28 日，由成都

市妇女联合会主办，

成都市女知识分子

联合会承办的“巾帼

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优秀女性巡讲活动

圆满结束。为贯彻落

实成都市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精神，推动

妇 女 群 众 学 习 、宣

传、贯彻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加强对妇

女群众的思想政治

引领，巡讲活动从 5

月 29 日启动至今已

举行了八场，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巡 讲 的 优 秀 女

性，她们是“四川省

优秀基层党组织书

记”“四川好人”、成都市青白江区大

弯街道化工路社区党委书记钟会

萍；“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四川省名

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虹；

“全国人大代表”、温江区寿安镇岷

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花；“全国三八

红旗手”、成都万博置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米瑞蓉；全国妇联十二届执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国家成都新

药安全性评价中心董事长王莉；全国

人大代表、启阳汽车集团董事长王

麒；“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四川天府

国际会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陈兰；

“成都市三八红旗手”、成都西南建

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金蓉八

位优秀女性。

巡讲活动走进社区、走进学校、

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女子监

狱，巡讲嘉宾们分享了她们在基

层、在医院、在乡村、在科研、在企

业的故事与创业的成长经历。她们

的事迹和创业精神，让听众深受感

动和鼓舞。

“暖心”政策出炉
天津连续4年提前供热

新华社天津 10 月 28 日电（记

者 黄江林）近日，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北方开启快速降温模式。记者 28

日从天津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获

悉，为保障市民温暖过冬，天津今年

将从 11 月 1 日零时起正式供热。这

也是自 2016-2017 年采暖期以来，

天津市连续第 4 年提前启动集中供

热工作。

依据《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规

定，该市供热期为当年 11 月 15 日至

次年3月15日，如遇气温出现异常低

温情况，天津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提

前供热和延期停热。在此基础上，

2016-2017 年采暖期天津市提前 10

天启动了集中供热，2017-2018 年、

2018-2019 年连续两个采暖期均提

前了15天启动集中供热。

与此同时，近年来，天津持续

提高清洁供热比重。今冬，天津市

集中供热面积将达到 4.95 亿平方

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 99.9%，其

中 ，清 洁 能 源 为 主 的 供 热 能 力 占

82.46%，为改善冬季大气环境发挥

了重要作用。

天津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近

日发布通知，要求各供热单位认真

落实主体责任，按照 11 月 1 日正式

达标供热要求，做好运行、服务等各

项工作，同时及时解决群众遇到的

各类供热问题，确保全市人民温暖

过冬。

成都地铁成都地铁
首列全自动运行列车首列全自动运行列车““到家到家””

成都天华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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