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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渤海革命老区机关驻地惠民县烈士陵
园中，长眠着一位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其墓
碑上镌刻着“精忠报国”4 个大字，他就是抗
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省境内牺牲的我党我军高
级干部杨忠。

杨忠，又名欧阳吉善、欧阳忠，1909 年 9
月出生在安福县金田乡南江村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杨忠少年时代参加革命，先后担任了
儿童团支部书记、乡苏维埃主席。1930年，杨
忠参加红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 年 10 月，杨忠随红三军团参加长
征，到达陕北后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学习，后分
配到某部担任民运科长。平型关大捷后，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在晋察冀边区休整，杨忠任
民运工作团团长，他带领工作团成员在附近
几个县开展群众工作，直接动员了四五千名
青年入伍。1938年 9月 27日，杨忠随东进抗
日挺进纵队进驻乐陵，收编国民党杂牌军曹
振东部 2000余人，将其改编为八路军济阳支
队（七支队）。在收编过程中，杨忠凭着果敢
机智，周旋于敌人的军营中，化干戈为玉帛，
创造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我军开展统
战工作的成功范例。

1940年，杨忠任鲁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在严峻的局势下，重新调整部署，加强思想教
育，打开鲁北新局面。他鼓励干部战士说：

“哪怕为鲁北抗战血洒疆场，肝脑涂地，也要
将抗战旗帜插到黄河岸上、插到鹊山之巅！”

1941年，津南支队与鲁北支队合并为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杨忠
任政治部主任。为执行上级关于打通冀鲁边
区抗日根据地和清河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指示，冀鲁边军区连
续发动两次“打通”行动均未能成功。

1941年7月，杨忠率旅政治部机关、宣传
大队和第十七团执行第三次“打通”任务。9
月 3 日，杨忠率部达惠民县淄角镇、夹河一
带。就在再进一步便可以过黄河与南岸清河
军区取得联系时，遭到日军包围。9月4日上
午，杨忠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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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下午，抚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组织党员走进武警江西总

队抚州支队机动中队，开展主题党日

活动，旨在促进军民共建促双拥工

作，近距离体验武警战士们的训练和

生活状况，接受部队作风的熏陶。

抚州市住建局一行在学习室里，

上一堂主题党课；在宿舍区，体会无

处不在的优良作风；在荣誉室，感受

每一个奖项背后的动人事迹。行至部

队营房，党员们认真观看了武警战士

的军姿演练和格斗训练，在雄壮的口

号声、整齐的踢腿走步声和奋不顾身

的厮杀呐喊声中，大家倍受感染。武

警战士们高昂的斗志和严格的训练要

求，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参加活动的

党员干部。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丰

富，加深了党员对部队作风的认识，

激发了全体党员干部对双拥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

抚州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组织党员到军营体验一线军人生活，

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军人是最可

爱的人，在国家危难关头，总是闻令而

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第一个冲到危

险前面，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

市住建局承担的工作职责都与民生息

息相关，全体党员干部将认真做好本

职工作，打造让群众放心满意的“住建

先锋、服务标兵”。 （王志威 彭 彤）

军民共建促双拥
抚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题党日活动提振精气神

抚州市住建局党员干部抚州市住建局党员干部参观武警江西总队参观武警江西总队
抚州支队机动中队荣誉室抚州支队机动中队荣誉室 李李 平平摄摄

近年来，萍乡市湘东区把
加强水利建设与深入推进廉
洁萍乡建设紧密结合，建章立
制，强化项目监管，提高水利
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
有效性，确保专款专用。

一是建立廉政课堂，确保
载体安全。该区通过开展廉
政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充分发
挥典型警示和教育的作用，引
导水利人严守纪律规矩、远离
纪法红线，加强廉洁自律意
识，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
的能力。组织领导干部与家
属带头签署“廉政承诺书”，筑
牢家庭廉洁防线。

二是明确责任体系，确
保资金安全。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水利重点工程

逐步实行“谁组建项目法人，
谁派驻监察机构，谁负责监
督管理”的行政监察工作机
制，确保纪检监察工作与项
目建设同步跟进、同步落
实。制定出台《湘东区小型
水利工程项目资金使用管理
实施细则》，强化水利资金运
行环节监管，确保资金安全。

三是落实绩效评价，确
保项目安全。水利、财政、纪
委、重监办等多部门联合对
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进度、
资金、安全等，实施“解剖麻雀
式”的联合检查，开展绩效评
价管理，对评价结果优秀并绩
效突出的，后续资金优先保
障；对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
提出整改意见，未按要求整改
的，暂停该类项目。 （邹 勇）

湘东区健全制度提升水利安全系数

■ 聚焦农行助推江西绿色发展之三

九江，作为江西唯一的沿江城市，既是
一个生态资源富集地，更是一个生态保护
敏感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九江在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承担着

“一湖清水入江、一江清水东流”的重大责
任。近年来，农行九江分行在地方绿色产业
发展上，充分地发挥绿色金融地方主力军作
用。截至8月末，农行九江分行各项贷款较
年初净增43.4亿元，贷款投放创历史新高，
其中，绿色金融贷款净增7.7亿元。

初秋的傍晚，九江市十里河河岸景观
格外耀眼，新修建的跑道、足球场、篮球

场、羽毛球场、休闲生态绿地等一应俱全，
来往居民、游客在惬意地享受美景。

河边再无腥臭之气，河里清水流畅，这
是九江水环境综合治理过程中，带给人们
最明显的变化。据悉，九江市中心城区水
环境系统综合治理工程遵循“一个城镇、一
个主体、一种模式”原则，通过控源截污、内
源治理、生态修复、活水提质等方式，对九
江市的水环境进行厂、网一体，河、湖一体
的综合性整治，保障城市水环境质量整体
根本改善，项目计划于2021年建设完成。

九江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

PPP 项目，项目贷款组建了全面的银团，
是全力支持三峡集团响应长江大保护战
略的先行先试项目。农行九江分行作为
外部商业银行牵头工、中、建、交行组建银
团，又作为农行内部银团牵头武汉分行、三
峡分行组建银团，2019年3月该项目授信
60亿元获批。农行九江分行积极深化与三
峡集团的战略合作，持续加强与其后续的
长江大保护项目的金融服务工作，将资金
及时送到企业手中，为九江建成长江经济
带绿色发展高地贡献了金融力量。今年6
月，农行九江分行组建银团支持彭泽县三

峡水环境综合治理有限公司审批授信11
亿元，当前已完成了沿江42公里岸线补绿
植绿工程，打造了23公里景观长廊，真正
实现水美、岸美、产业美、环境美。

今年以来，在金融支持地方绿色产业
发展中，农行九江分行按照“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目标要求，积极落实
农行总行绿色金融政策，用好“产品箱”，
并积极落实绿色金融支持政策，推进服
务转型升级，走好绿色信贷之路，在促进
长江生态环保上做足文章，助力长江经济
带发展。 （程文文）

“绿色金融”助力“一江清水东流”

近年来，鹰潭市余江区
邓埠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重
拳出击治环境，重点治污护
生态，全力推进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

邓埠镇通过集中拆违
月行动、门前五包责任落实
等举措，优化城区秩序、净
化卫生。通过组织常态化
巡逻、合理规划非机动车停
车位等方式，使城区内非机
动车停放有序，占道经营现
象得到改善，城区 244 家餐
饮 企 业 油 烟 排 放 得 到 治
理。今年以来，邓埠镇共组
织志愿队伍开展大扫除、垃
圾清理活动 100 余次，共清
运垃圾 750 余吨，各类陈年
垃圾、卫生死角得到了清
理，城区面貌焕然一 新。

该镇积极推动各类民生
项目落实，切实提升城市功
能品质。公共服务设施、市
政服务设施，城中村 、棚户
区设施进一步完善，提升了
百姓幸福感。在城区内协
调新建了公共厕所 4 座、公
园 4 个、球场 1 个。为解决
停车难问题，协调新建、改
造了停车场十余个。今年
协调完成了胜利巷和中洲
十区道路路 面硬化、修补工
程 25 个，修补绿化、路灯近
700处；推进竹溪邓家、观音
阁城中村改造项目，其中竹
溪邓家改造项目拆除违章
搭建附属房 110 余处，拆除
面积共 17000 余平方米；推
进棚户区改造项目，今年已
推动建设180户棚户区改造
项目。

邓埠镇大力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组织上这么快就将处理结果反馈给

我，前些天还一直担心着，现在我可以放
下思想包袱安心工作了，感谢组织的信
任！”近日，信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
会干部小孙收到该县纪委监委采信了结
的复函反馈后激动地说。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
的干事创业环境，激励党员干部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信丰县纪委监委
在落实澄清机制后，又结合实际工作常
态化运用采信复函工作机制，旗帜鲜明
地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
部撑腰鼓劲。

该县制定了《关于锤炼干部作风打造
最优发展环境的工作意见》，并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有关规定，明确对反映不实，或者没有证
据证明存在问题的予以采信函复。复函
前，该委通过三级把关，由经办人提出复函
的意见建议，案件监督室负责人进行审核
把关，分管副书记进行审批，确保复函精准
度。函复时，不仅函复被函询人，而且抄告
其所在党委（党组）和派驻纪检监察组的主
要负责人。截至目前，该县对12名被函询

人进行了采信复函，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积
极性，体现了组织的严管和厚爱。

“函询采信是对干部的信任和厚爱，
但被函询人对函询回复的内容真实性必
须负责。今后如发现之前函询回复，未如
实说明情况的，将直接作为欺瞒组织的证
据，严肃处理。”该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 （温化寒 刘 滨）

信丰：严管厚爱并进 常态化开展采信复函

九江市浔阳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加快老旧小区改造，让人民群众
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去
年以来，该区按照“党群同心，经纬融合，百
变架构，多元共建，建管塑形，文化铸魂”的
要求，实施湖滨小区改造提升工程，全面
拉开了全区老旧小区改造的序幕。

精准施策破难点
伴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闪耀的湖滨

小区，已经墙体斑驳、道路破损、下水道堵
塞、停车位不足……成为居民心中的隐痛。

“百姓为经线，工作为纬线，相互融合
方能交织成面。不断奋斗拼搏，用我们党
员干部的日夜加班换来百姓的美好生
活！”浔阳区委书记宋细妹在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中坚定地说道。为了改善居民的
居住环境，市、区投资 1.66 亿元对湖滨小
区进行标准化改造提升，受益居民共3681
户 1.2 万余人。当小区改造的消息传来，
广大居民惊喜不已。然而，摆在面前的首

要难题就是拆除违建，小区内共有 355 处
违法建筑，违建面积约 1.5万平方米，且其
中部分违建长年作为门面高价出租。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湖滨小区改造
提升工程项目部针对热点、痛点、难点问
题，逐一梳理，做到“三个充分征求”（充分
征求居民的意见、充分征求监管部门的意
见、充分征求主管部门的意见）。该区根
据“拆、建、管”三阶段精准施策，并通过

“四大机制”，做到任务到组、责任到人。
在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依法拆除 6 处
违建，居民自行拆除349处违建。

科学整合谋创新
“以前小区里总是管道堵塞，污水横

流，尤其在夏天会有难闻的气味。”湖滨小
区居民袁军回忆道。对于老旧小区来说，
地下管网由于设施运行年代较长，跑冒滴
漏、爆管现象时有发生，已经严重影响到
居民生活。为了根治这一问题，该区对小
区地下管网进行系统性改造，同时做好立

面改造和智能安防打造等工作。其中，铺
设污水管网1.3万米，粉刷楼栋85栋。

如今，走进湖滨小区，映入眼帘的是粉
刷一新的楼体、干净整洁的道路、整齐划一
的车位。智能安防、党员服务中心、社区卫
生服务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四点半
学校、老年人活动室等配套功能设施一应
俱全，小区面貌和居民生活环境得到极大
改善。同时，创新推行“四位一体”社区管
理体制，整个小区分南、北、东三区分别聘
请三家物业公司，采取竞争模式优中选优，
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维护成效。目前，湖
滨小区已然成为该区干净整齐、畅通有序、
文明友善、和谐宜居的示范小区之一。

城市生活有品质
诗情画意的合情亭成了湖滨小区居

民休闲的好去处，在这里有和谐的邻里
情、欢快的广场舞……在湖滨小区的改造
提升工程中，项目部党员干部沉下心、俯
下身，不怕苦、不怕累，深入小区挨家挨户

了解实情详情，做到政策讲解到位、感情
联络到位、问题解决到位，建立了良好的
群众基础，一批居民志愿者主动为小区改
造做起了信息传递员、政策讲解员、质量
监督员，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群众也用实
际行动，投出了自己的赞成票。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漫步在灯火通
明的湖滨小区北区，感觉就像行进在美丽
的公园中……”湖滨居民伍买牛为小区改
造写了一篇散文，以此感谢小区的建设者
们。湖滨小区居民葛房芳开心地说：“我
们要感谢党员干部，让小区居民的生活环
境发生了质的飞越！”

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是城市品质提升
的价值所在。近年来，浔阳区以深化文明
城市创建为抓手，一个个老旧小区华丽
转身。全区改造较大的老旧小区16个，涉
及 1.4 万余户，建筑面积达 132 万平方米，
目前已完工 10个；完成了 663个较小老旧
小区整治，完成投资 3.7亿元，城市面貌明
显改善，百姓生活更加美好。

经纬融合交织成面 多元共建美好家园
——九江市浔阳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纪实

张小军 熊婷婷 本报记者 练 炼

本报抚州讯 （记者龚艳平）9 月 16
日记者获悉，筹建逾 3 年的文昌里戏曲
博物馆正式开放。据悉，博物馆总展陈
面积约 3000 平方米，设有戏曲史论、戏
曲文学、戏曲表演、戏曲舞美、戏曲音乐
和国际戏剧交流6大展区。

博物馆征集展示的内容丰富多彩，
不仅贯穿了中国戏曲文化发展史，还涵
盖了各省区市的代表性地方剧种，中国
戏曲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全面系统的梳
理和呈现。在这里，人们能欣赏一些海
外回流的戏曲文物；还能欣赏到马连良
的唱片合同、梅兰芳的版税清单、曹禺
的亲笔信函、韩世昌的录音档案等一批
珍贵戏曲资料。

文昌里戏曲博物馆实行线上线下
售票、分散式参观，团队实行预约参观。

文昌里戏曲博物馆开放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9月15日晚，
中国文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
第 30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发布会在
福建厦门举办，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各奖项提名名单正式公布。32 部作品
（含网剧）获优秀电视剧作品提名，电视
剧《可爱的中国》榜上有名。单项奖方
面，吴子牛（《可爱的中国》）获最佳导演
提名。电视剧《可爱的中国》由省委宣
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再现了方志敏同
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波
澜壮阔的一生。

第30届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

《可爱的中国》获优秀
电视剧作品提名

本报讯 （记者刘斐 通讯员刘霞）时下，在黎川县城乡的
公园、河畔、广场，人们总是陶醉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之中，草根
文艺在黎川遍地开花。

今年以来，黎川县以不同形式开展“送文化”“种文化”等
活动，调动广大基层业余文艺爱好者在“文化参与”中各显其
能。“猪八戒掸糖，沙和尚喝酒，孙悟空舞起金箍棒，唐僧念起
紧箍咒。”在黎川古城景区，“西天取经四人队”火了，他们的趣
味表演总是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截至目前，黎川县共有220余支草根文艺队伍。“网红”草
根文艺队伍越来越多，他们穿上盛装自信地展示自我，既丰富
了自身生活又给群众带去欢声笑语。2019年，黎川15个乡镇
都举办了“春晚”。黎川县最偏远的西城乡芦坑村已经连续举
办 4 届“春晚”，今年因为疫情影响才停办。舒泉生是一名保
安，自幼热爱音乐的他创作歌曲100多首，成为当地小有名气
的音乐达人。

“这些草根文艺团体有意识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民间文艺活动，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社会宣
传效果。”黎川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得益于草根文艺的繁荣发
展，跳黄狮、菖蒲船、跳花灯、唱话文等黎川传统乡土文化艺术
重新被挖掘出来，并以新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黎川草根文艺红遍城乡

9月15日，无人机航拍南昌市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石板街道纵横交错，118座仿古建筑连排成
片，古韵十足，气势恢宏。据悉，目前整个街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开街运营。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展露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