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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载县罗城镇南垣村，只要提到孟娜，无
人不夸她是位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好弟
媳。她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精心照顾生病瘫痪
的婆婆，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孝道故事，成为
邻里间口口相传的佳话。在生活的风雨中，她
和丈夫相濡以沫，用全身心的爱打造了一个温
馨幸福的家庭。

相濡以沫 丈夫身边的好妻子

2005年12月，来自湖北省襄阳市的孟娜远
嫁南垣村，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小女儿出生后，
孟娜便随丈夫在高安务工，一家人过着平凡且
幸福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5 年，孟娜婆婆
突发脑出血导致半身不遂，生活无法自理。面
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孟娜毅然选择辞职回万载
照顾瘫痪的婆婆。

“我老公勤劳朴实，常年在外务工挣钱。作
为妻子，我十分心疼他。婆婆生病后，我承担起

照顾婆婆和孩子的重任，让老公无后顾之忧。”
孟娜动情地说。

为减轻家庭负担，孟娜丈夫每年过完春节
都会外出务工，一去就是大半年，家里的事全靠
她一人操持。尽管这样的生活琐碎而忙碌，但
她从不抱怨，把家务琐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孟娜始终坚信，只要夫妻俩齐心协力，一定
能克服重重困难，把家庭经营得和和美美，充满
爱和欢乐。

孝老爱亲 婆婆眼中的好儿媳

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孟娜在家门口的
“微工厂”打零工。

做饭、洗衣服、打零工、接送孩子上下学……
从早晨到晚上，孟娜每天都有满满当当的活
儿。早上六点半，孟娜的闹钟就会准时响起。
一睁眼，她顾不上洗漱，就来到婆婆房间，为她
穿衣穿鞋、端屎端尿、喂水喂饭。下班回家后，
她来不及换下弄脏的衣服，赶忙走进厨房为婆

婆和女儿准备饭菜。为了让婆婆有所好转，孟
娜不论多忙多累，每天都会扶着婆婆在院子外
做康复训练。尽管很累，但她脸上始终洋溢着
笑容。

“婆婆突发脑梗时，我恰好在万载。当时听
到动静后，我立刻拨打120联系救护车将婆婆
送去医院。挂号、排队、询问病情，在医院的40
多天里，我几乎没睡过一天好觉，每天都在担心
中度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孟娜仍心有余悸。

如今，在孟娜的悉心照料下，婆婆的状态一
天比一天好。

“婆婆也是妈，每个人都会有变老、生病无
助的时候。我觉得照顾老人，是为人子女应尽
的义务。”孟娜感慨道。

团结邻里 村民口中的好榜样

“她是孝媳、是贤妻、是良母，还是好邻居，
我们都以她为榜样。”村民范梅英称赞道。面
对别人的称赞，孟娜总是谦虚地说：“婆婆为我

们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现在到了
她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也只是
做了自己分内的事。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近邻。从外地嫁来万载，
对我来说邻居就是半个亲人，能给
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也很
开心。”

除了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瘫痪
在床的婆婆外，孟娜还是村民公认
的热心肠。不管是谁家有红白喜事
都会请她帮忙，她也从不推辞，总是
第一个伸出援手，她的善良和孝心
赢得了村民的一致好评和赞誉。

孟娜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了女性
的温柔、善良和勤劳，她的故事也如
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身边每一个人，为社会
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她的事迹在我们村影响很大，成了大家学
习的榜样，起到了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将进一

步带动我们村形成孝老爱亲的良好氛围。今
年，我们还打算把她发展为党员，让她的事迹触
动、感召身边更多的人。”南垣村党支部副书记
李永昌表示。 （记者 罗茜琳 文/图）

外省媳妇十年坚守诠释至孝真情

陈峻，1968年10月出生于丰城市隍城
镇圳头村一个社火传承人世家。陈峻的
曾祖父陈传遇曾是村中尊长（相当于族
长），每年过社火都由他给许真君菩萨沐
浴更衣（给菩萨擦净灰尘，换上新的衣
袍），然后抱着菩萨放入四人大轿。此后，
陈峻的祖父、父亲相继成为圳头村社火传
承人。陈峻从小耳濡目染，对丰城社火情
有独钟，尽管当了十几年的村会计、20多
年的镇干部，但每年社火日，都积极参加
活动，从不缺席。

2016年，丰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保护中心准备申报丰城社火为县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需要确定传承人，于是找到
了陈峻。“丰城社火不是迷信，是一种很有
意义的民俗，很有文化底蕴，应该传承下
去。”陈峻兴奋不已，满口答应。

虽然以前经常参加社火活动，对社火
的来龙去脉以及有关事项都非常熟悉，但
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丰城社火，陈
峻走村串户了解关于丰城社火的详细情
况。他跑了十几个村子，找到 30 多位 80
岁以上的老人，边问边记，详详细细地了
解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后河西地
区开展社火活动的情况。经过近一个月
的调查，陈峻得知，尽管河西地区都流行
社火，但是叫法不完全一样；虽然每个村
都有供奉许真君菩萨的庙宇，但是庙名也
各不相同，圳头村的叫真君殿，有的地方
便叫铁柱宫……

在详细了解的基础上，陈峻写了一份
详尽的丰城社火的介绍材料，报给了丰城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从
2016年到2021年，丰城社火便相继入选县
级、市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陈
峻也成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丰城社火

传承人。
过社火是一件非常热闹的事情，家家

户户接客，四面八方围观，观众特别多，一
般都有两三万人，有时甚至4万多人。陈
峻生性好客，所以每年社火日，家里都要
接客30多桌。尽管这是一笔很大的经济
开支，但陈峻却很高兴，认为这是为宣传
丰城社火出力。

为了宣传丰城社火，陈峻发挥自己
写作特长，与省作家协会会员合作，于
2009 年下半年写了一个宣传丰城社火的
电视短剧脚本《红火的社火，红火的生
活》，并拍成纪录片，2010 年 1 月 12 日参
加宜春市第二届农民自制电视节目评比，
荣获三等奖。

2020年至2023年，因为新冠疫情以及
安全事故等原因，丰城社火连续4年停止
活动。2024 年，在得到上级允许的情况
下，陈峻好像憋足了一股劲，想要办一场
风风火火的社火活动，所以不仅在人员、
物资上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向主管非遗
的丰城市博物馆汇报，请他们来现场拍
摄，以利于向外宣传。

2024 年农历八月初一上午，艳阳高
照，隍城镇圳头村人山人海，3万来人围在
村子四周，观看这久违了4年的社火。圳
头村有 300 多户人家，每家出一面红旗，
300多人举着红旗，抬着四人大轿，远看就
像一条长长的红色带子，从村里真君殿出
发，飘向村外。他们途经附近五六个村
庄，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声乐悠扬，热闹
异常。陈峻陪着丰城市博物馆的摄制人
员忙前跑后，拍下了这一盛况。活动结束
后，丰城市博物馆拍摄的专题片被选送到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得
到中心领导和专家的一致好评。（曾福龙）

丰城社火，是丰城的一种古老的民俗，在河西地区的七八个乡镇（街道）流行，具有久远的历史，始于唐代，盛于元末明初，至今有
1000多年的历史。丰城社火有八月社火与十月社火之分，本文记述的社火为八月社火。

八月社火是为纪念许真君而举行的。许真君（公元239—374年），名许逊，字敬之，江西南昌人。许真君是个道士，也曾担任过
四川旌阳县令，在旌阳治瘟与豫章治水方面有功。东晋朝廷为表彰许真君功德，将旌阳县改名德阳县，后人为纪念他，在他居住的西
山建立许仙祠（后名西山万寿宫），在南昌铁柱宫建旌阳祠。

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为丰城河西地区社火日，各村的具体日期略有不同，形式大同小异。这天早上7点，村民从庙
宇中抬出许真君菩萨，沐浴更衣后放入四人大轿，响铳三声，然后鼓乐齐鸣，抬着大轿开始游行，12点前结束。

早晚高峰，宜春经发大道广汇路
段一片繁忙。作为连接宜春中心城区
与工业园区的要道，高峰时期潮汐车
流极为明显。早高峰大量车辆从城区
涌入园区，广汇路口掉头处拥堵不堪，
严重影响出行效率。

为化解这一困境，宜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经开区大队深入实地调研、
科学论证，创新推出宜春首个“三车联
动掉头”交通组织措施。在宜春经发
大道广汇路段掉头口处设置掉头等待
区，实现三车同步掉头。该措施投入
使用后，成效显著。在交警有序指挥

下，等待区内掉头的车辆同时运作，车
辆快速完成掉头，排队等候的时间大
幅缩短，原本拥堵的路段变得通畅，早
高峰通行效率提升约20%，市民出行
更加便捷高效。

这一举措，以科学规划与大胆创
新疏通城市交通堵点，是交警部门用
心破解交通难题的生动写照。下一
步，宜春经开区交警将持续关注路
段交通状况，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
化调整多车联动掉头设置，让市民出
行更加顺心。

（钟凯 京芳宜 文/图）

宜春首例

“多车联动掉头”破解高峰拥堵

3月17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
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名单，宜春市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高安采茶戏传承人褚凤荣经推荐
申报、材料复核、专家初评、社会公示、
评审委员会审议等程序，最终入选第
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名单。截至目前，宜春市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共有6人。

褚凤荣，宜春高安市人，国家二
级演员。她于 1976 年 3 月进入高安
地方剧团，师从彭金花、鲜于文英、段
日舜学习高安采茶戏。几十年来，她
不断磨砺、精益求精，在唱腔上形成
了吐字清晰、润腔婉转、深情含蓄、柔

美委婉、朴实多变、以字行腔、甜润清
晰的高安采茶戏演唱特点，塑造的人
物个性鲜明、自然逼真；参与演出的
大戏作品有《罗帕宝》《春江月》《哑女
告状》《白兔记》等，小戏有《断鸡》《游
湖》等；曾荣获全国曲艺调演表演二
等奖，多次在全省玉茗花戏剧节上获
得奖项。 （记者 黄永东）

宜春又一人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没想到这次带老妈到社区医院
看病，还能找到一份合适的零工。”近
日，刘大姐在奉新县冯川镇龙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就业之家”工作人员的
推介下，很快找到了一份满意的零
工。说起自己的求职经历，刘大姐难
掩兴奋。刘大姐的经历并非个例，像
她这样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工作
的求职者还有很多。

走进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映入
眼帘的便是就业岗位信息公示栏，里面
张贴着各类招聘信息，从技术工人到管
理人员，从全职岗位到零工兼职，应有
尽有。大厅内，LED显示屏上实时更
新滚动播放各类就业政策和岗位信
息，“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向
求职者推介合适的岗位，答疑解惑，提

供就业登记等一站式暖心服务。
“以前找工作总是要东奔西跑，现

在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找到合
适的工作，既方便又高效。”正在咨询
岗位信息的冯川镇蒋家增凌社区居民
张先生说道。

随着社区医院的普及，越来越多
的群众习惯在家门口看病。今年以
来，奉新县“就业之家”结合社区医院
地理位置及人群密集的优势，与龙山
社区联手打造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
之家”设在社区医院，打通就业服务

“最后一公里”，让就业服务走进日常、
贴近生活，使整个求职过程不再是冰
冷的简历投递，而是充满温度的个性
化服务，变得温暖而人性化。

（余艳 张昊 金星）

奉新

社区“小”医院 求职“大”舞台

19岁的脑瘫青年袁桥军，新余市
分宜县洋江镇杨潭村人，自出生起便
因疾病原因无法行走。袁桥军的爷爷
罹患肺癌，奶奶年逾七旬、身体残疾，
父亲长期在外打工维持一家生计。这
个家庭历经多重磨难，袁桥军却始终
坚韧前行。他的心愿朴素而迫切——
拥有一台电动轮椅，走出方寸之地，感
受更广阔的世界。

“微爱公益”一直关注着袁桥军
的境遇，工作人员通过官方公众号、
抖音视频等进行爱心助力宣传，马上
得到宜春籍爱心人士高先生的响
应。他表示，宜春微爱公益“微爱助
农”小分队成员愿意认购一台电动轮

椅帮袁桥军圆梦。
3月10日，“微爱助农”小分队成

员来到袁桥军家中，给他送去慰问品
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当他们把电
动轮椅组装好时，这位腼腆的青年脸
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微爱志愿者
的帮助下，袁桥军终于坐上了梦寐以
求的电动轮椅。

“这台轮椅让孩子第一次能自主
‘走’出家门，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袁
桥军的爷爷感激地说。灾难或许不
期而至，但善意从不缺席。这台轮椅
承载的不仅是行动的自由，更是尊严
与希望的重生，愿每一份微光汇聚，终
成星河。 （记者 张梅玲）

爱心助力 温暖脑瘫青年

心中圣火永不熄
——记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丰城社火传承人陈峻

3 月 18 日，从 2025 年全国跆
拳道锦标系列赛女子 62 公斤级
决 赛 现 场 传 来 喜 讯 ，宜 丰 籍 运
动员周俐君以 5：2、7：5 直落两
局 ，战 胜 湖 南 选 手 李 炜 ，强 势
夺冠。

据悉，2025年全国跆拳道锦标
系列赛于3月17日在世界跆拳道无
锡中心馆正式拉开帷幕，吸引了来

自全国36个代表队的600余名选手
参赛。

周俐君是从宜丰走出去的中国
跆拳道运动员，2021年参加了东京
奥运会，曾获得过多次国际国内比
赛冠军，目前在北京体育大学学习
训练，将代表江西省备战今年的全
国第十五届运动会跆拳道比赛。

（袁健 文/图）

恰噶！

宜春姑娘全国跆拳道锦标赛夺冠

开展社火活动。

陈峻向村里老人了解丰城社火情况。（均为资料图片）

孟娜悉心照顾婆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