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岁的杨秀云，清晨跑10公里被她
称作“每天第一顿饭”。

退休前，杨秀云是江西南昌
朝阳垦殖场的养殖工，那时
的她并不知道什么是马拉
松；退休后，她已经跑了
近 40 次马拉松，跑马拉
松的足迹最远到达了芬
兰赫尔辛基。

“人生就像马拉松，
我只是在与自己变老的
速度赛跑。”坚持奔跑 22
年的杨秀云说。

刚退休时，杨秀云患有肾
结石，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只能通
过服药配合运动的方式进行康复。那
时，杨秀云经常在赣江边看到有人跑步，
无论刮风下雨，乐此不疲。

一天清晨，杨秀云出门散步再度遇
到这群跑友，他们相伴奔跑，还不时为彼
此加油。看到投来羡慕眼神的杨秀云，
跑友们热情地邀请她加入。

“刚开始，我生怕会拖他们的后腿，
但他们非常热情地接纳了我。”从跟着跑

5 公里逐渐到 10 公里、20 公里、
42.195 公里……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杨秀云用脚步
丈量的距离越来越长，
还收获了一群情同家
人的跑友。

奔跑，也给杨秀
云 的 身 心 带 来 了 改
变。过去的杨秀云沉

默寡言，但跑步让她的
笑 声 爽 朗 了 起 来 。 2006

年，杨秀云加入南昌长跑协
会，成为首批会员。

2011 年，杨秀云报名参加上海马
拉松赛，但人生“首马”5 小时才完赛，
她并不满意。此后，她观看专业跑步
教学视频，一遍遍学习调整自己的跑
步动作，晨练时也请跑友帮忙纠正自
己的跑步姿势。

2012年，杨秀云右腿患上了静脉曲

张，接受手术后暂停了跑步。不少跑友
以为杨秀云会就此止步，但手术 3 个月
后，一个清晨，她又出现在了赣江边。

2016 年，杨秀云中签杭州马拉松
赛。经过 5年专业训练，当年 66岁的她
跑出了4小时20分的成绩。“能参与就是
胜利，跑了这么多年，我明白了跑马拉松
不是和别人比，而是在和自己比。”杨秀
云说。

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在杨秀云的带
动下，她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与她一
起，清晨五六点到江边晨练，在人群中奔
跑的三代人构成别样的风景。

“现在我跑 10 公里要花一个半小
时，速度慢了，但我的脚步不会停下。”杨
秀云说。

（据新华社）

我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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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代表风采

仲秋时节，记者在吉安市峡江县金
坪民族乡南下村，见到党的二十大代表、
南下村党支部副书记石玉莲时，她正熟练
地操作无人机为稻田喷洒农药。石玉莲
是乡亲们口中的“农民一姐”，领着乡亲们
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的乡村振兴之路。

1993年，19岁的石玉莲从职业高中
毕业后，曾从事养蛇、办蛇酒厂、种果树、
林下养殖等多种农业生产。由于缺乏技
术、管理经验与销路，大多以失败告终。
然而，创业路的坎坷并未击垮她的意志，
2012年8月，她报名参加了“一村一名大
学生工程”，进入江西农业大学学习。

学习期间，石玉莲除学好自己的专
业课外，还不知疲倦地到其他专业班去

“偷师学艺”，并结合自己创业失败的经
历认真向老师请教，总结经验教训。

2014年，毕业后的石玉莲运用所学

知识，结合科技手段，重新走上农业创业
之路。这一次，她在自家门口的几亩荒田
里做起了“水稻免耕直播栽培”试验，让乡
亲们亲眼看着“草里种出稻子”的神奇。

然而，乡亲们却保持着观望的态
度。石玉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从
自家亲戚入手，说服他们试用新技术，并
倡议组建水稻专业合作社，由她全程进
行技术指导。经过一番努力，由 74户农
户组成的金坪民族乡优质水稻专业合作
社成立。

村民缺少技术、没有良种，石玉莲就
自掏腰包买种子；无力催芽，石玉莲专门
购买自动催芽机供村民免费使用；农资
款短缺，她垫资将化肥农药拉到田间地
头，让大家先用；农忙季节，人力不足，她
家的收割机免费为村民服务。

在石玉莲的努力推动下，合作社所

有农户全部采用了水稻科学施药、测土
配方施肥、“三控施肥”、免耕直播等种植
新技术，每亩可增收 300 多元。良好的
效益带动了更多乡亲加入到合作社，合
作社社员迅速增加到 136 户，优质水稻
种植面积增加到 5000多亩。2020年，她
又创办了养鸡场，引入科学养殖方法，年
产量达16万羽，年产值380多万元。

在耕种之余，她在田间地头设立“课
堂”，向更多村民传授直播种植要点、农
药配方比例等种植技术，并手把手教大
家实地操作。“乡亲们都很信任她，愿意
跟着她干。”谈起石玉莲，南下村村民范
柳英竖起大拇指。

“我希望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微
薄之力，为真正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里尽一份力量。”面对记者，石玉莲道出
了自己的心声。 （宋靖辉 李歆）

南下村的“农民一姐” 湘赣边“兄弟村”
携手抗旱

今年夏秋之际，湖南省江西省连
续多日高温少雨，极端天气造成两省
多地持续干旱，影响农作物生长。记
者走访发现，位于湘赣边的李畋村和
高山村在应对旱情中，谱写了一段“让
水”佳话。

李畋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
大瑶镇，村居沿山脚而建，一条小河穿
村而过，成为灌溉主要用水。高山村
位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两
村以山为界，山脊分界线延绵2公里。

“分界的山也是两个村的水源地，
但地势却是西高东低，从山里流出的
泉水，大部分先去了江西那边，要是湖
南这边多日不下雨，那么村里就面临
干旱风险。”李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
会主任张开仁说。

当地村干部介绍，世世代代以来，边
界治安曾是困扰两个村的难题。近年
来，随着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加
速推进，两省交界区域各级政府积极探
索多层次合作。2021年年底，李畋村、
高山村联防联控办公室挂牌成立，两个
村成为携手发展的“兄弟村”。

今年 7 月以来，李畋村连续多日
不降雨，旱情日益加重，看着山里的
泉水下不来，村民心里干着急。高山
村村干部开会商讨决定，在山间水源
地带设置混凝土挡板，把水“让”给李
畋村。

“多年前村民们曾进山挖煤，我们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开展实地调查，将
原先的矿井口进行密闭，修建混凝土
挡板，刚开始修了两层，发现挡不住，
后来又加修了一层。”高山村村干部钟
宜富说，挡板抬高了出水水位，让更多
的水流向了李畋村。

高山村“让水”及时，泉水顺着小
河蜿蜒而下，周边200亩左右的中稻、
20 多亩无花果和其他农作物得到及
时灌溉，确保稳产增收。“水位抬高后，
我们这边的灌溉面积反而扩大了，这
对于两边都利好。”钟宜富说。

（据新华社）

9月23日下午，临近下班，江西佳时
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时
特”）的工程师们仍在忙碌，为智能制造
车间编写和优化制造执行系统数据。

佳时特是一家精密数控机床研发生
产企业，2019年，一款全程精度 1微米、
重复定位精度 0.5微米的高精高速数控
机床在这里下线。“这款机床的精度达到
了‘第一梯队’水平。”佳时特副总经理李
莉说，“我们采用自己编写的制造执行系
统来管控整个车间的设备，实现生产过
程自动化及管理过程可视化。”

得益于近年来江西省强力推进数字
经济发展的举措，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
了产业数字化道路。截至今年 8 月底，
江西省累计推动制造装备实现智能化管
控 46942 台(套)，建设数字化车间(工厂)

1525个，推动智能装备产品创新及应用
157个，重点培育智能制造领域的公共服
务平台、创新服务综合体15个。

数据显示，2021年江西省数字经济
规 模 突 破 1 万 亿 元 、占 GDP 比 重 达
35%。“今年以来，全省数字经济承压而
上、逆势上扬。”江西省委财经委员会办
公室秘书处副处长姜鑫说，2022 年前 5
个月，江西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
收入增长 15.6%，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稳
定器”和“发动机”。

“如今我们昂首跨入了新兴工业大
省的行列，实现了从农业大省到工业大
省的历史性跨越。”江西省工信厅厅长杨
贵平说，站在新的起点上，江西将传承过
去十年的成功经验，保持工业强省的如
磐定力，抓项目、育企业、延链条、壮集
群、兴产业，奋力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江西的工业华章，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为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江
西在推动产业数字化的基础上，要实现

“弯道超车”，“赛道”很关键——率先提出
打造全国首个城市级 VR 产业基地，以
VR技术作为抢占先机的突破口。2018
年，世界VR(虚拟现实)产业大会在南昌
举办，并将红谷滩区定为大会永久举办
地。连续4届举办的大会，也见证了江西
VR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强的发展。

2021年国庆节，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库(一期)红色基因库试点单位——井冈
山革命博物馆《星火燎原》720°VR云展
厅正式上线。“通过云端 VR 方式参展、
观展，打破了传统展览的时空地域限制，
拓展参与渠道、丰富内容表现形式，实现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全要素呈现主题展
览，打造出永不落幕的网上红色教育基
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袁海晓说，
红色旅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橱窗式展
陈，游客可以在互动参与中近距离“触
摸”历史。

不仅是在井冈山，作为革命老区，一
大批保存完好的红色革命旧址遍布江西
各地。据最新调查统计，江西省共有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 2960处，其中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1321处；可移动革命文物43650件
(套)，其中珍贵文物 9759件(套)。不少红
色景区借助全息技术、VR、AR、5G等现
代科技，丰富了传承红色文化的路径，提
升了赓续红色血脉的效果，增加了游客
的参与度与体验感。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
地，星罗棋布的红色文化遗产为我们发
展红色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江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梅亦说，“我们将
全力推动新时代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通过数字赋能、融合发展，奋力打造全国
红色旅游首选地、全国红色文化传承创
新高地。”

如今的赣鄱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
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展现出欣
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新气象。在喜迎党的
二十大热烈氛围中，4500万赣鄱儿女正
以感恩奋进、担当实干的姿态，书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彩华章。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