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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 久 落 幕 的 第 四 届 李 杜

诗歌节，吸引了 100 多位国内外

诗 人 和 近 万 名 当 地 群 众 参 与 。

每 一 届 李 杜 诗 歌 节 ，天 水 都 在

努 力 深 入 普 及 诗 歌 文 化 ，用 诗

歌 提 升 城 市 品 质 ，让 诗 歌 滋 养

群众心灵，无论是城还是人，有

诗气自华。 （A4版）

天水有诗气自华

近年来，甘肃省嘉峪关市不

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让这座小城多了一抹幸福

底色和内在气质，塑造了一座城

市的文明风骨。 （B1版）

塑造城市文明风骨

本期
导读

近段时间以来，一部以“猜地

名”为主要形式的电视节目，在民众

中间引发了一场“全民猜地名”的热

潮。专家表示，地名是社会交流交往

的基础信息，也是重要文化载体。解

读地名活动受到持续关注，为进一

步弘扬传统文化，坚定社会大众文

化自信提供了新的尝试。

关于地名的来源，浙江舟山群

岛地名文化工作室工作人员王建富

认为，一个地方的地名，可能源自当

地最典型的自然特征，也可能来自

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来自地方的人

文特色、生活习俗、精神追求、希冀

向往等。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各方

面、各角度的认知，都有可能投射到

小小的地名之中。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

博物馆馆长胡阿祥认为，地名和我

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但许

多人对它的认知停留在表面。“我一

直认为，行走在地名里，就是走在历

史里。比如，走在深圳的地名里，就

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里；走在南

京的地名里，就是走在六朝古都

2000 多年时光长河里。”胡阿祥这

样看待地名的含义。

在王建富看来，地名不仅是历

史文化的载体，往往还寄托着游子

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作为一名在

海岛基层工作了 30 年的老地名工

作者，王建富工作之初正值两岸通

邮起步之时，他发现很多去台老兵

寻亲的信件因为是请人代写的，信

封上的地名常常出现错误。但如果

把信封上写的用相近的方言翻译，

基本还是能找到对应的正确地名。

“可见，一些去台老兵虽然文化水平

不高、又已离家数十年，但故乡的名

字仍然牢牢镌刻在他们的脑海里。”

王建富说，“地名成为在外的游子赓

续根脉最重要的线索。”

“目前，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共

收集地名 1200 多万条。可以说，每

一条都承载着历史的见证、文化的

记忆、情感的寄托。”民政部区划地

名司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民政部正

在推进修订《地名管理条例》，拟对

规范地名管理、保持地名稳定、保护

地名文化等做出一系列新规定。“此

次解读地名的兴起也将对规范地名

管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等工作产

生促进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认为，解读地名热潮的基础是近年来

学习传统文化兴趣的回归。他以“羌

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

的地名“玉门关”为例指出，很多人知

道玉门关这个地名，但有关东汉时期

军事家班超与玉门关的故事却鲜为

人知。“我们看似在解读地名，实际上

是在解读地名背后的人、文化和生

活，以及我们的情感。”康震说。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研究员刘连

安也表示：“地名是文化化石，其中积

淀了最深沉、最为社会公认、与百姓

生活最为密切的文化共识。大家热衷

于解读地名，源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爱，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教授周尚意看来，解读地名满足了社

会大众对“我是谁”“我从哪儿来”问

题的思考和回应，对于如何更好地增

进文化自信也有启发借鉴意义。“我

们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善于发掘传统

文化和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的契合点，

找到传统文化的‘烟火味’，就可以更

好地弘扬传统文化，坚定全社会的文

化自信。” （新华社 高蕾）

除了关心部队官兵外，陈淑

群的爱心还播撒到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身上。

1981 年 夏 天 ，内 江 遭 遇 洪

灾，市中区民族路有几户军属受

灾严重，生活困难，陈淑群从抚

恤金中拿出 100 元，通过街道民

政办公室转给了那些受灾军属

和群众；1983 年非洲旱灾，陈淑

群不顾自己生活困难，坚持为灾

民捐款……

社区副书记陈端容感叹道：

“陈婆婆的精神令人感动，更值得

我们所有人学习。”

一颗无私的心换来的是无数

人的爱戴。内江市各级领导、驻军

首长、士兵和普通市民都被陈淑

群这种高尚的精神深深地打动。

每逢过节，各级领导都要到陈淑

群家里慰问，也有志愿者时常上

门来帮助打扫卫生，市供电局共

产党员服务队也定期到家里为其

检查线路和用电安全问题。而陈

淑群时常婉拒别人的帮助，她说：

“我现在手脚还灵便，还可以自己

洗衣做饭，打扫简单的卫生。”

时间一晃就是半个世纪，陈淑

群由“陈妈妈”慢慢变成了“陈婆

婆”，如今已满头银发的她还继续

用关心与爱护，谱写爱的故事。陈

淑群获得“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中

国好人”“四川好人”“第六届四川

省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工业题材长篇小说
《高铁作证》彰显新时代
中国工人崭新风貌

新华社北京 12月 17 日电（记者

史竞男）以高铁建设为题材的长篇小

说《高铁作证》已由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该作品聚焦高铁建设者，彰显

出新时代中国工人崭新的精神风貌。

作者孟广顺依托亲身经历中国

高铁跨越式发展的丰富生活积累，以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建设为背景，

塑造了听党指挥、不畏艰险、攻坚克

难、忠心报国的高铁建设者群像，展

现了中国铁路在新时代取得的飞速

发展与巨大进步。

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中国

作协创作研究部、中国工人出版社、中

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该作品研讨会

17日在京举行。专家表示，这部现实

主义题材长篇小说生动刻画了劳动模

范、大国工匠和优秀技术工人的时代

形象，有力弘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和工匠精神，也展现出新时期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的生动实践。

据介绍，为扶持优秀工业文学作

品出版，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中国

工人出版社将于 2020 年起开展新时

代工业文学职工文学出版资助项目征

集活动，资助优秀工业题材作品和工

人作家作品出版，同时发挥各地工会

组织和全国 10余万家职工书屋的作

用，推动优秀作品进企业、进车间、进

班组、进书屋，激励更多创作者投身现

实题材创作，讲好中国工人故事。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记

者 樊曦）中华全国

总工会 16 日启动

2020 年 元 旦 春 节

期间送温暖活动。

全总将安排专项送

温暖资金 8590 万

元，用于送温暖走

访慰问，并提前下

拨 3.9 亿元中央财

政专项帮扶资金，

用于困难职工生活

保障。

在 16 日 召 开

的全总 2020 年工

会送温暖新闻发布

会上，全总权益保

障部副部长张苏仲

表示，全总日前已

发出《关于 2020 年

元旦春节期间组织

开展送温暖活动的

通知》，要求各级工

会 在 2020 年“ 两

节”期间继续开展

送温暖活动，帮助

困难职工家庭解决

实际困难。活动从

16 日开始至 2020

年春节结束。

张苏仲表示，

往年送温暖对象主

要集中在困难职工

群 体 和 先 进 模 范

人物。今年，全总

在 继 续 做 好 困 难

职 工 群 体 和 先 进

模 范 人 物 送 温 暖

的同时，把送温暖

对 象 进 一 步 扩 大

到 其 他 各 类 需 要

慰问的职工群体。

2020 年 的 送

温暖对象包括：一

是因非个人意愿下岗失业、家

庭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子女教

育费用负担过重等原因造成

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二是本

人或家庭成员因患大病、遭受

各类灾害或突发意外等情况

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三是关

停 并 转 等 困 难 企 业 中 ，因 停

发、减发工资而导致生活相对

困难的职工。四是工伤与职业

病致残的职工和因公牺牲职

工的家属；因重大疾病手术、

住 院 的 职 工 。五 是 长 期 在 高

（低）温、高空、有毒有害等环

境中和苦脏累险艰苦行业岗

位上工作的一线职工。六是重

大灾害期间坚守抗灾一线的

职工。七是春节期间坚守在生

产一线和交通运输、电力、环

卫以及直接面向群众服务的

基层岗位干部职工。八是因组

织需要长期异地工作或者服

从组织需要赴外地、基层工作

的派驻挂职干部职工。九是在

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职工。十是生产一

线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

按计划，全总将安排 18 路

慰问团于近期到全国各地，带

领各级工会干部赴基层一线开

展走访慰问。

“全民猜地名”为何这么来劲？
——从解读地名热看坚定文化自信

我们的价值观·精神的力量

爱国拥军老妈妈
——记中国好人、第六届四川省道德模范陈淑群

本报记者 漆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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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暖阳倾洒在内江市市

中区城西街道桂湖街社区居民陈

淑群家的客厅里，屋子被染上了

暖黄的色调。98岁高龄的陈淑群

坐在藤椅上，用遥控器打开了电

视机，正在播放的抗战剧是她最

爱看的。

看着电视机中的官兵，陈淑

群扭头望向柜子上摆放的一幅用

单人照拼成的“全家福”。“全家

福”中有陈淑群一家四口：一头黑

发的陈淑群、瘦削的陈淑群丈夫

和穿着军装的两个儿子。

1921 年，陈淑群

出 生 在 一 个 贫 苦 家

庭。上世纪四十年代，

陈 淑 群 嫁 到 自 贡 富

顺，后随丈夫辗转来

到内江，先后生下了

两个儿子。不幸的是，

1962 年，丈夫因病去

世，从此，陈淑群含辛

茹苦，将两个孩子拉

扯长大。

1967 年，大儿子

陈家乾从重庆机械学

校毕业后，参军入伍。

也是在这一年，陈淑

群 走 进 了 儿 子 的 部

队，目睹了战士的刻

苦和思乡之情，感受

到了战士们保家卫国

作出的努力。回家后，

陈淑群亲手缝制了一

些鞋垫，在建军节时

送给了部队的官兵，从此开始了

她的拥军之路。

因为对部队的热爱，1971年，

陈淑群将刚从四川大学毕业的二

儿子陈家荣也送到了部队。在部

队的培养下，两个儿子先后成为

骨干，这令陈淑群十分自豪。

在两个儿子相继入伍后，陈

淑群的心也跟着儿子到了部队。

那时的陈淑群还年轻，只要有时

间，她就抓紧时间用缝纫机缝制

鞋垫，常常熬到深夜。

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1980

年，二儿子陈家荣在西藏阿里地

区执行任务时因公牺牲。1983年，

大儿子陈家乾牺牲在了国防军工

科研的工作岗位上。

失去了最亲的人，当时已年

过六旬的陈淑群悲伤得难以言

喻。可是，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没

有击垮这个内心坚强的母亲，她

继续为她牵挂的部队官兵缝制鞋

垫，拥军的步伐更加坚定。

“虽然两个娃儿都走了，但还

有部队这些兵娃娃们！看到他们，

就像看到我的儿子一样亲切！”从

那以后，陈淑群做的鞋垫更多了，

战士们都亲切地叫她“陈妈妈”。

每年的建军节和春节，陈淑

群都会提前给部队寄去鞋垫，表

达她炽热的拥军之情。

至今，陈淑群卧室的窗前仍摆

放着一台老式脚踏缝纫机，由于长

年累月地超负荷使用，生铁做的踏

板被磨去了厚厚的一层，而这也是

她仅有的几件家具之一。就是在这

台缝纫机上，陈淑群为战士们缝制

了数以千计的鞋垫。

如今，陈淑群对于许多事情

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对于给部

队官兵送东西这件事却从未忘

记过。

“在一天就要送一天，我爱部

队的那些兵娃娃们，看到他们就

像看到自己的亲人。”陈淑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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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坚守 战士们的“陈妈妈”

助人为乐 续写爱的故事

教育部：
网络教育招生应择优录取
保证生源质量

新华社北京 12月 18日电（记者

施雨岑）为规范发展网络教育，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 18 日发布相

关通知，提出高校应当依据国家和教

育部有关规定制定并发布网络教育

招生章程。严格组织入学考试，加强

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的把关，择优录

取，保证生源质量。

据介绍，近年来现代远程教育试

点高校网络高等学历教育快速发展，

在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服务高等教育大众化、构建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设

学习型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如有的高校办学定位不

清，招生管理粗放，教学管理制度不

健全，出口把关不严，对学习中心监

管乏力等，严重影响了网络教育的人

才培养质量。

通知提出，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根据高校自身办学定位、发展规划、

条件能力，合理确定网络教育招生规

模。网络教育学生数将按国家规定计

入各高校折合在校生规模，作为测算

学校办学条件的基础数据之一。

通知要求，切实加强考试管理。科

学制定学生考核与评价体系。严格学

习过程考核，不得组织“清考”。重视学

生诚信教育，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考试

监督和巡查力度，严防替考，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各类考试作弊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