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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张文昆
袁佳丽）2月12日，咸安区浮山街道召开
2022年度三级干部会，总结成绩、表彰先进、
再鼓干劲，以争创一流的信心、真抓实干的决
心，奋力推动浮山经济社会发展再创新辉煌。

2021年，浮山街道多次作为示范点位
迎接中央统战部、文旅部、省委组织部、宣
传部等调研考察；盘泗洲社区荣获“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称号、太乙村被评为
市级文明村、碧桂园社区党支部获评咸宁
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与此同时，浮山街道
全年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区2021年度
综合考评优秀单位。

2022年工作怎么干？会上，浮山街道
明确要以“十个着力”绘就“十全十美”发展
新画卷：着力抓党建，在“一号工程”上拼出
浮山品牌；着力抓协调，在重大项目建设上
拼出浮山速度；着力抓经济，在产业优化升

级上拼出浮山特色；着力抓招商，在壮大经
济总量上拼出浮山效果；着力抓规划，在统
筹城乡发展上拼出浮山亮点；着力抓保障，
在改善民生上拼出浮山温度；着力抓创文，
在建设自然生态公园城市上拼出浮山色彩；
着力抓作风，在工作落实上拼出浮山标杆；
着力抓信访，在平安稳定上拼出浮山作为；
着力抓防控，在疫情防控上拼出浮山安全。

会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永葆敢闯、
敢拼的虎劲，以“十全十美”的总基调，抓能
力素质提升、重点工作落实和事业担当作
为，再创浮山新辉煌，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献礼。

会议对全街道2021年度综合考评情
况和党建、平安建设、文明创建、红色物业、
志愿服务等优秀单位、先进个人进行了通
报表彰；来自银泉社区、杨下社区、金桂小
区党支部的5位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2022年工作怎么干？

浮山街道这场会划出重点
本报讯（记者夏咸芳 通讯员孙勇

刚）为切实抓好开学工作，确保按时安全
开学，2月10至12日，市第二小学组织
召开行政及教师会议，明确春季开学工
作目标和工作要求，并就学校全年工作
进行了规划和部署。

会上，市第二小学各部门负责人就开
学工作方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有
关意见和建议。该校校长梅冬丽在会上
强调，学校各部门要认真传达学习本次开
学工作布置会精神，要统一思想，提高站
位，正确认识学校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要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保证各项工作
任务得到较好落实；要协调配合，注重实
效，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抓住典型，
带动全局，努力为学校发展规划开好局、
起好步。她还特别强调不得超标准、超范
围收费。并现场与教师们签订了廉洁从

教责任书，严肃规范从教行为。
会后，该校相关处室及时发放开学

通知及告家长书，张贴宣传标语，更新收
费公示。学校党支部迅速组织全体党员
对校园内进行了一次彻底卫生大扫除，
并详细排查校园安全隐患，以干净安全
的环境迎接孩子们的归来。

咸宁市第二小学

党员干部先上阵 砥砺奋进谱新篇

圆一次跨时空的对望

45年，崇阳大市村人再见商代铜鼓
●记者马丽娅

“45年了，终于又再见面！”2月10
日，市博物馆3楼展厅，一位七旬老人
隔着玻璃橱窗，站在国宝崇阳商代铜
鼓面前，眼含泪光，喃喃低语，就像遇
见了久别的亲人。

老人叫程汉光，今年77岁，来自铜
鼓出土地——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

这天，是大市村党支部开展的一
次特殊主题党日活动：党支部书记程
桔带领18名党员来到市博物馆，看望
他们的“亲人”——“国宝”铜鼓。

说起铜鼓出土的场景，程汉光记
忆犹新。“当时，我是队里的团支部书
记和民兵连长，铜鼓出土后，也是我亲
自开着手扶拖拉机把它送到县博物馆
的。”程汉光老人告诉记者。

当时，程汉光所在村子名为崇阳
县白霓公社新堰四队。1977年 6月
14日上午，村民程正华在路经村边大
市河汪家咀时，意外看到被河水冲刷
的河岸上有一个碗口大的“疙瘩”，起
初以为那是个木蔸，挖出来后才发现
那是一面完整无缺的鼓。

“那时我才 12 岁，觉得铜鼓好

大。如今再看，感觉比以前小一些。”
村民程正邦回忆。

程正邦说，鼓抬回来后，就放在他
们祖宅的堂屋里，好多人闻讯后赶来
围观，有人说这是金子做的，也有人说
这是铜做的，“我将它身上的一个小碎
片放到磨刀石上一磨，发现是铜的。
还有人找来一杆秤，称出这面鼓有
42.5公斤重！”

后来，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觉得
这事不一般，必须向上级机关报告。
公社领导知晓后，迅速向文化主管部
门作了报告。崇阳县文化馆和省博物
馆先后派文物专家前来调查。经文物
专家反复鉴定，确认这是一面商代铜
鼓，属于重要文物。

铜鼓，成了大市村人的骄傲。当
时的崇阳县委和县政府特意在程正华
所在村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对程正华
和参与抬鼓的村民进行公开表彰，上
级部门还奖励给该村村集体一套锣
鼓、一辆拖拉机、一部电影放映机。

“从嫁到大市村后，就听老人们讲
铜鼓的故事，但这还是头一次见到!”
时隔45年，在铜鼓回咸展出的现场，
53岁的尧钦谊说。

“当年不像现在可以随时拍照留
念，鼓儿送走时都没留下任何可以纪
念的东西”“这一次，要多拍点照片，让
家里人都看看”“希望它将来还能再回
村里展出”……大家围着铜鼓，你一言
我一语，像是一大家人在叙叙旧，久久
不愿离去……

这次特殊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也
是崇阳大市村两个“国字号”——国宝

级文物商代铜鼓和全国人大代表、村党
支部书记程桔的一次跨越千年的相遇。

程桔说，组织这次活动，是希望更
多村里人能够有机会看一看铜鼓，听
一听历史。铜鼓对大市村有特殊的意
义。如今，大市村围绕铜鼓文化，正在
打造“中华铜鼓第一村”。希望未来能
传承铜鼓精神，一鼓作气，击鼓而进，
踔厉奋发，开创新局。

本报讯（记者刘会文）2月10日，
通山县九宫山管委会李家铺村一位百
岁老人的寿庆，引来全国各地文化名
人撰联，不少书法家还现场书联，把一
个简朴的寿宴办成了“文化盛宴”，成
为当地美谈。

据了解，这位朱姓百岁老人出生
于1922年，是烈士后代，且是朱门七
烈士继承人。她目不识丁，生了一个
儿子，生活不能自理；早年她收养了一
个养子，视同己出，送他读书，一直从
小学读到大学，并把这位养子培养成
为通山较为盛名的文化名人，这位养
子退休后，就把慈母和智障大哥一直
带在身边照顾。

这次百岁寿诞，简单、低调，没有
彩虹门，没有腰鼓队，没有戏班子，没

想到引来了全国各地文化名人撰联祝
贺。养子李云石写的一副大门联就极
有文字底蕴：“一母萱堂千钟粟，万年
船埠百岁人”，引来文人贺客的交口称
赞。中央电视台原高级编辑吴兆龙送
的一副贺联则更写实：“多一个娘亲三
生有幸，抱一个儿养百岁无求。”

其他文坛诗友都分别赐联祝贺，
通山诗联学会邓昌繁送的贺联是：“巾
帼须眉，承百岁同欢，育李培桃天下
仰；母仪典范，享期颐共祝，和丸画荻
古今荣”。武汉出版社总编王远彦送
的贺联为：“天赐期颐长生无极；人间
百岁积庆有余”。湖北省楹联学会楚
商文化委员会副会长柯国华的贺联
是：“坤仪百岁，萱草长荣桃寿阁；国瑞
千秋，婺星高照李书楼”。市政协文史

专家王亲贤撰写的贺联是：“一生
尚俭尚贤，相夫教子，德善常盈身
更健；满堂载歌载舞，奉菽承欢，
儿孙恪孝寿长延”。市诗联协会
副会长秦凤女士的贺联是：“九千
岁蟠桃正熟；一百春萱草长荣”。
通山县横石诗联清欢的贺联是：

“婺焕期颐，瑞鹤庭前齐拜寿；筹
添海屋，青莲堂上共飞觞”。诗人
周春泉先生除撰贺联外，还赋诗
一首拜贺：“颐龄百岁不龙鍾，争
向南山慈竹躬。器琢朱程延圣
脉，情敦唐李仰高风。抚心已育移花
木，鸿案犹存乳化功。我叩堂前惭德
浅，一腔祝福幸能同。”

参加活动的通山作协原主席杨华
美说，百岁寿诞的场面确实难得一见，

也值得祝贺，没想到吸引了这么多文
化、艺术名家自发前来拜贺，主人共收
到近百首祝贺诗联，文化礼堂上的挂
联均为书法名家所书，这家寿诞是一
场名副其实的“文化盛宴”。

通山百岁老人寿诞引来百位文化名人献诗撰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