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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 建

“胡专干，你农场里
还有无花果吗？我想买
点带回去。”11月 16日，
记者在九江市濂溪区赛
阳镇汤桥村看到，该村
扶贫专干胡炎昌一边接
客户电话，一边忙着从
冷库里搬运无花果。虽
然他的无花果是较早前
采摘的，但通过包装冷
藏存放，加上口感较好，
一直是市场的抢手货，
也成为他带动村民增收
的“致富果”。

今年36岁的胡炎昌
开过出租车，做过导游。
在外摸爬滚打 10 年后，
2015年胡炎昌选择回到
村里，扎根农村干一番事
业。汤桥村位于庐山脚
下，毗邻105国道和福银
高速，交通便利，是市民
郊游的好去处。前几年，
不少人在濂溪区周边乡
村流转土地，种植猕猴
桃、无花果等水果。胡
炎昌从中找到了发展机
遇——在家门口种植水
果、办农家乐，发展乡村
游。由于不懂无花果种
植技术，他便到别人的
果园学习，到区农业农
村局向技术人员请教。

2018 年，他流转了 8 亩
土地种植无花果，当年
收入就达 8 万元。尝到
甜头的胡炎昌干劲更足
了，他把自己的果园命
名为“乡味正浓”。

胡炎昌是一名共产
党员，他带头肯干，发展
产业有思路、有想法。
2019 年，汤桥村委会把
扶贫专干的重任交到了
他手中。村里共有 1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胡
炎昌主动帮扶其中 3 户
贫困户，请他们到果园
进行施肥、除草、采摘等
日常管护，并为他们发
放工资。今年，胡炎昌
果园里的无花果实现了
大丰收，果园收入预计
可达15万元。

胡炎昌说：“发展一
片产业，带动一方经济。
我回到村里，就是想付出
自己的一腔热血建设美
丽家乡。带头种无花果，
引领村民探寻脱贫致富
路只是开了一个头，明年
我还要想办法发展其他
乡村游相关产业，让全村
土地‘活’起来，村民富起
来。”谈及未来，胡炎昌信
心满满。

胡炎昌和他的“致富果”
洪永林 胡宗辉 本报记者 练 炼

“水南腐竹越来越俏销，咱们的口袋
也越来越鼓了……”11月18日，在吉水县
水南镇剧院，水南农民剧团的4名演员正
在排演新编的采茶戏《水南腐竹情》。

这台采茶戏以水南腐竹产业发展为
背景，讲述一对青年因腐竹结缘并带领
村民致富的故事。不少闻声而来的村民
看到演员同是村民，听到源自本村生活
的戏曲情节，感到十分亲切，听得兴起不
时鼓掌叫好、提提建议。

采茶戏表演曾是吉水城乡群众茶余
饭后热衷的文艺活动，上世纪 90 年代后
一度沉寂。这五年来，在政府部门的大
力引导和鼓励下，采茶戏又“活”起来。

农民自编自演 草根剧团
走向全国

吉水采茶戏是江西地方戏曲之一，
起源于由歌舞小调演变而成的花鼓戏，
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吉水采茶戏大多
在农村演出，唱腔和表演具有鲜明的地
方特色，用本地方言表演，内容朴实风
趣，深受地方群众欢迎并广泛传唱。

说起吉水采茶戏，不得不提当地颇有
名气的草根剧团——水南农民剧团。

“2000年，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想建一
个自己的剧团。”从小淋着雨都要看完采
茶戏的团长杨天义笑称自己是“戏痴”。
水南镇是一个大镇，戏剧底蕴较为深厚，
当他萌发建剧团的想法后，便整合了几个
戏班子，吸纳了爱唱会演的当地村民，组

成了水南农民剧团。如今，剧团演员也由
成立时的16人发展到现今的38人。

像水南农民剧团这样由群众自发成
立的业余剧团，吉水县共有23家，演员约
260人。这些剧团都是自编自演，深入各
地村组演出，成为繁荣基层文化、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每年我们水南
农民剧团在水南镇剧院就要上演十几
场，每次过道上都挤满了看戏的人。”杨
天义开心地说。

“这几年，政府对剧团建设越来越重
视，指导创作演出，给予经费补助，并推荐
剧团外出表演或参赛等，为我们提供了更
多展示的机会和发展的平台。”五年时间，
杨天义最大的感受就是，随着演出水平的
提高，剧团走得越来越远，走出了江西，走
向了全国各地，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这几年，水南农民剧团先后参加了第
七届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赛、“中华颂”全
国戏曲邀请展等曲艺展演赛事并捧回大
奖，特别是2019年，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农
民剧团受邀登上中央电视台11套《一鸣惊
人》栏目表演戏曲《帮扶》等，荣获“最佳组
织奖”，为此县里还补贴了十几万元。

出台政策引导 地方戏曲
传承“有戏”

为发展地方戏曲，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加快文化强县建设，2017 年，吉水专
门制定了振兴吉水采茶戏实施意见，提
出设立吉水县采茶戏保护专项资金，扶
持剧团剧目创作生产以及展演比赛、激
活民营采茶剧团发展、加强采茶戏专业
人才培养等内容。

“这个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保障推动
了采茶戏的传承与发展。”原吉水县采茶

剧团团长廖华玉对记者说。廖华玉是吉
水采茶戏传承与发展的“灵魂人物”，也是
振兴吉水采茶戏实施意见的起草者之一。

“演了一辈子戏，就是希望尽自己最
大努力传承好、发展好采茶戏。”几十年
来，廖华玉主演和导演了100多个大小剧
目，如今虽然年事已高，他仍致力于传承
发展采茶戏。2017年、2019年，吉水先后
成立了县采茶戏传承中心和采茶戏人才
工作室，由廖华玉担任领头人，负责培养
采茶戏人才、指导农民剧团、采茶戏进校
园、编写教材等工作。

在采茶戏人才工作室的排练厅，该县
吉阳百花采茶剧团正在排练古装小戏《铜
钱计》和现代小戏《小保管上任》。廖华玉
一边指导演员的动作与唱腔，一边对记
者说：“围绕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文明新
风等主题，县里不定期邀请县内外戏曲

行业专家现场教学传艺，指导剧目创作
创排，《两个柚子》《魔镜》《喜迁》等一批
采茶戏精品，获得不少省市专业奖项。”

为让优秀采茶戏剧目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吉水县文广新旅局通过政府采
购的形式，组织县采茶剧团和各地农民
剧团优选《两个柚子》等经典剧目，面向
全县 18 个乡镇开展巡回演出，仅 2019 年
巡演次数达 300 余场，每到一处演出，都
是人头攒动，掌声阵阵。为了不断磨炼
提高业余剧团专业水平，吉水还连续3年
举办全县采茶戏大赛，组织 23 家农民剧
团同台竞演。

此外，各乡镇也积极建设剧场、百姓
舞台、非遗展示馆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场
所，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79个，
改善采茶剧团生产演出条件，让广大基层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

吉水唱响地方采茶戏吉水唱响地方采茶戏，，让群众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让群众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

走走，，看戏去看戏去
王薇薇王薇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颖颖

本报讯 （记者钟
端浪）日前，省妇幼保
健院在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
利用信息化手段，健全
落实医院探视陪护制
度，在九龙湖院区推行
电子陪护证。

以前，医院对陪护
人员管理采用发放纸
质陪护证的形式，存在
易丢失、易伪造、难管
理、难追踪等问题；疫
情期间，陪护人员在陪
护期间需要出示健康
码、身份证、纸质陪护
证、核酸检测报告等，

程序繁琐。为此，该院
推出“电子陪护证”，利
用信息系统，将纸质陪
护证、身份证、核酸检
测报告三证合一，切实
方便广大群众。

住院陪护家属在
完成核酸检测后，可通
过医院微信公众号或
扫描陪护证二维码进
入申领界面，绑定患者
及陪护者身份信息即
可成功注册电子陪护
证，申领成功后家属进
出医院或病区只需扫
描二维码就能调出本
人的电子陪护证。

省妇幼保健院推行电子陪护证

本报九江讯 （记
者余红举）11月24日11
时 45 分，经过 300 多人
近 4 个小时的紧张施
工，由中铁四局施工的
安（庆）九（江）高铁改
移武（汉）九（江）铁路
上行线拨接顺利完成，
标志着安九高铁江西
段施工通道全部打通。

当天 7 时 50 分，随
着现场总指挥一声令

下，作业人员迅速进入
施工现场，进行既有钢
轨切割、扒碴、线路拨
移、回碴、大机整道、钢
轨焊联等工作，最终顺
利完成了线路拨接。安
九高铁起于安徽省安庆
市，止于九江市庐山站，
江西段正线全长 15.69
公里，预计 2021 年底建
成通车。届时，合肥至
九江仅需1个小时。

安九高铁江西段施工通道全部打通

为从源头上强化管理，减少执法纠纷，
近日，瑞昌市出台柔性执法规定，开设“城市
管理教育课堂”，对违反城市管理相关规定
情节轻微者，采取以教代罚、以教促学、以教
促改的方式予以教导，从而引导市民自觉维
护城市环境。

首次轻微违法违规不处罚
瑞昌市城管局局长曹茂槐告诉记者，柔

性执法是指在城市管理执法中，对出店经
营、占道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乱堆乱

放、乱披乱挂等影响市容市貌，情节轻微、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采取“首次口头告
知、二次培训教育、三次依法处罚”的措施，
即对首次违反城市管理相关规定者，一般进
行口头告知和劝离，并建立信息档案；对第
二次违反者，组织其参加培训教育，并在城
管人员的带领下，上街从事两小时的志愿服
务活动；对第三次违反者，按照相关规定，给
予行政处罚，并在一年之内将其列入重点管
理对象。

为使柔性执法落到实处，达到效果，瑞

昌市城管局专门设置了一间宣教室，制定了
课程表。学员完成“培训教育+志愿服务”课
程后，城管人员根据其表现，作出合格或不
合格的评定。合格者免予经济处罚，签下承
诺书后，即可领回被暂扣的物品。

换位思考赢得市民理解
“昨天听了一天的课，今天又到街上跟

城管人员一起执法，亲身体会到了他们工作
的辛苦和城市管理的不易。通过这次学习
教育，我明白了自己违规占道摆摊是不对

的。我承诺，今后不再占道摆摊，如再违反，
自愿接受处罚。”11 月 20 日，市民刘某在写
下承诺书后，没有受到任何经济处罚就领回
了被暂扣的物品。“以前，按照规定，像我这
种行为会被处以罚款。今后我一定会遵守
规定。”刘某感慨地说。

瑞昌市“城市管理教育课堂”从 11月初
开设至今，已开办 3 期，共计 40 余名轻微违
法违规当事人参加学习培训，签下承诺书后
全部免予经济处罚。

曹茂槐告诉记者，在城市管理中，对违
法违规者常用的处罚方式有罚款、暂扣、收
缴、取缔等，有的当事人受到处罚时，会产生
抵触心理和不满情绪，甚至会发生暴力抗法
等过激行为。通过在执法中融入更多人性
化操作，实行换位思考，让市民亲身体验城
市管理工作的难处和意义，加强沟通理解，
有利于减少执法中出现的矛盾纠纷，进一步
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

11月19日，宜春市袁州区寨
下镇中心小学校园里，绽放出一
片绚丽花海。

寨下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前，
曾 经 是 一 大 片 长 满 杂 草 的 荒
地。今年 8 月，新到任的校长殷
大福带着老师们一起平整荒地，
种下百日草的种子，开辟出 1 万
多平方米的花田和草坪。

本报记者 邹海斌摄

柔性执法替代经济处罚

瑞昌开设“城市管理教育课堂”以教促改
谢丽丽 本报记者 曹诚平

绚丽花海

本 报乐平讯 （记
者徐黎明 通讯员陈光
清）连日来，位于乐平
市后港镇新田村的乐
安河支流磻溪水河畔，
迎来不少游客观景拍
照。昔日水体黑臭、蚊
虫乱飞的磻溪水，经过
生态治理修复后，重现
河水清澈、水草摇曳、
鱼虾穿行的美景。这
是乐平市深入推行河
长制，大力实施水生态

综合治理的一个缩影。
据悉，乐安河治理

及生态修复工程总投
资 25亿元，在保障行洪
安全的前提下，对乐安
河 13 个洲岛实施形态
重构、岸坡守护、植被
恢复，并对岸线采取生
态护坡、新建水保和景
观绿地，构建乐安河干
流防洪保障体系，加高
加固未达标的联圩，恢
复河流生态景观功能。

乐安河重现生态美景

◀廖华玉指导“采茶戏进校园”
活动试点班的学生排练采茶戏。

通讯员 廖 敏摄

11月24日，葛山农民剧团演员排练采茶戏《两个柚子》。通讯员 廖 敏摄

11月24日，广昌县旴江镇“慧育希望”早教中心，
一名幼儿正在上早教课程。今年以来，该县建成11
个公益性早教中心，探索适合农村地区儿童的早教
干预模式，助力教育精准扶贫。 本报记者 李耀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