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5 日，赣
州市章贡区第十
五保育院举行“过
腊八 品年俗”主
题活动，让小朋友
们了解腊八节的
相关知识，感受传
统民俗节日氛围。
通讯员 胡江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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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经营时间刚过半，没人招呼一声，果园就全部
被毁。”1 月 14 日，望着一片废墟，果农刘冬平欲哭无泪。
2000年4月，刘冬平与他人合伙从宁都县刘坑乡（现已并
入梅江镇）拍得高坑村脐橙场的 36 年经营权，然而 2019
年底，果园里3000余棵脐橙树被毁殆尽。有同样遭遇的还
有果农曾保生，他手持《林权证》《果茶经营土地使用许可
证》质问道：“合法拍得的是36年经营权，两本证件还未收
回注销，且特别注明林地使用年限为36年，结果经营权被
提前终止，还没得到1分钱补偿。一两天时间内，挖土机将
一棵棵脐橙树连根拔起，损毁的果园一片狼藉。”

回忆起果园被毁，刘冬平、曾保生连连叹气。2019年
12月10日至11日，刘冬平在给另外一处果园喷洒防虫农
药，次日回到高坑村脐橙场时便傻了眼，原来绿油油一片
的果园变成了黄土坡。于是，刘冬平赶紧报警，民警赶到
现场了解情况之后，再无下文。此次，刘冬平、曾保生分
别被毁掉果园58亩和90多亩。

“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开发商趁着果园无人照看
时把果树全部挖掉，令人心痛啊。”刘冬平、曾保生一边介
绍情况，一边引着记者来到黄土坡转了转，此时还能看见
许多脐橙树枯死在土堆里。近在咫尺的是东投集团开发
建设的辉翠檀悦府楼盘，工程车、塔吊机正在这片被毁的
果园中紧张施工。刘冬平、曾保生说：“后来我们找到了毁
坏果园的肖文凯，他说是东投集团宁都辉翠檀悦府项目部
让他挖的。找到项目部，结果又要我们去找梅江镇。找到
梅江镇，又让我们去找高坑村。找到高坑村，又让我们去

找项目部。这样绕来绕去，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事实真如刘冬平、曾保生所说吗？记者找到毁坏果

园的肖文凯，他承认挖掉了脐橙树，不过这是东投集团宁
都项目部请他挖的。东投集团宁都项目部负责人曹大斌
则称，他们通过招拍挂获得该块地的开发权，公司处理自
己的地块理所当然。“拍卖款已经上缴至宁都县财政局，
青苗补偿款、经营权补偿等应该找梅江镇或者高坑村。”
曹大斌说。

梅江镇党委书记刘晓宝了解记者来意后，感觉很诧
异：“这地块早在 2015年就征收了，村民征地、青苗、地面
附属物补偿款早已补偿到位了。刘冬平、曾保生的补偿
款也到位了。”刘晓宝向记者提供了两人在赣州银座村镇
银行宁都支行开户存折：补偿金额刘冬平是35万多元，曾
保生是90多万元。“存折还保存在高坑村会计那里。”刘晓

宝说。
“这些只是青苗补偿款，并没有计算经营权补偿，所

以我们一直没有去领。领了这笔钱，意味着放弃经营权
补偿，要知道我们上缴的是 36年经营权的拍卖款。”刘冬
平说。“应该按照现在果园的效益，对后续没有经营的年
限测算补偿。”面对采访，曾保生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刘坑乡脐橙场拍卖合同》显示，2000年4月，刘坑乡
将高坑村脐橙场经营权、所有固定资产一次性拍卖，由曾
保生、刘冬平等4人共同购买，经营权限为36年，期满后，
刘坑乡将果园土地还给高坑村委会。

像曾保生、刘冬平这样的情况是否需要经营权补偿
呢？记者就此咨询相关人士。“遇到政府职能部门征收土
地，这是强制性的。因此，甲乙双方签订的《刘坑乡脐橙
场拍卖合同》不属于违约，而是提前终止合同。这不是零
补偿，而是要适当补偿。”北京市中银（南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巍解释道，经营权补偿应该由签订合同的甲乙双
方协商解决。

“可是至今没有人找我们协商。”曾保生、刘冬平说，
“只是通知我们去领补偿款，一问才知道是青苗补偿款，经
营权补偿根本没有计算，因此我们拒绝领取这笔补偿款。”

对经营权补偿，刘晓宝认为这样测算会很复杂，没必
要。不过，记者调查了解到，没有经营权补偿分歧的高坑
村村民，每棵脐橙树也享受到曾保生、刘冬平同样的青苗
补偿费。

“我们是按照每棵脐橙树100元至150元不等的价格
进行补偿的，土地是属于村集体的，如果曾保生、刘冬平
提出经营权补偿，需要召开村民大会，村民肯定不会同意
的。”高坑村党支部书记朱长生说。

闻听此言，望着从被毁果园中竖起来的一栋栋高楼
大厦，曾保生、刘冬平问：“那我们果农的利益谁来维护
呢？”

从宁都县刘坑乡拍得一个脐橙场，经营权限刚过半，被提前终止合同，
果农提出——

经营权补偿应协商解决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文/图

▲1月14日，项目工地还能看到许多枯死的脐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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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 日，地处山区的乐安县寒风凛冽，天气似乎格
外冷。

此时，瑞湖美酒坊新扩建的生产车间灯火通明，温暖
如春。走进车间，一股浓郁鲜香的气味扑面而来，记者看
到几口大锅正在烹制双孢菇。“看，这是刚从种植基地收
购来的。”老板王奇辉拿出一朵小笼包大小、圆润洁白的
双孢菇对记者说。正是这款用本地种植的双孢菇加工而
成的双孢菇辣酱，最终解了王奇辉瑞湖美酒坊的围。这
款味道鲜美、甜辣适度的新产品去年底投入市场不到两
个月，销量就突破 10 万瓶，创产值 100 万元、利润 9 万多
元。而 2020年全年，瑞湖美酒坊辣酱系列产品的产销量
是 70 万瓶，产值 500 万元。“双孢菇辣酱功不可没啊！”王
奇辉连声感叹说，“现在，超市、特产店发来的订单特别
多，以现有的生产能力都忙不过来了，昨天我和工人们一
直忙到深夜。”

的确，企业取得的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去年疫情期
间，王奇辉瑞湖美酒坊的大量货物积压在仓库里。“那段
时间确实太艰难了！去年年初的3个月，我们的产品动都
动不了。我都以为企业这下要倒闭了。”王奇辉说，那时
他备了 100多万元的货，因疫情快递出不去，超市和特产
店进不了，客户不敢上门，经销商纷纷终止签订的合同。
工人不能来上班，原材料进不来，企业自然也停产了。

复工复产后，王奇辉迅速开展自救，他带着方便面开
车出去销售积压的产品。“近的到崇仁、宜黄，远的去吉
安、赣州。超市、商场、特产店，一家一家地问。一天最多
的时候开车跑了600多公里的路。累了就在车上眯下眼，
渴了就到服务区喝口水。”

不久，省邮政集团乐安分公司得知王奇辉的困境后，
主动找上门，通过邮乐购电商扶贫平台和集团消费扶贫
的方式，帮他销售产品。“社会各界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努
力，积压的100多万元产品全部销出去了。”王奇辉满怀感
激地说。此外，省市县相关部门积极帮扶，把瑞湖美酒坊
的产品推荐到全国贫困地区网络销售平台，以及省市县
消费扶贫馆进行销售，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逐步恢复到往
年同期的正常水平。

厂里恢复正常生产销售后，王奇辉赶紧将一些贫困
户请来做事。记者来到分切车间，只见 6名穿着工服、戴
着工帽和口罩的工人正切着双孢菇，王奇辉说，他们都是
请来做工的贫困户。对于王奇辉，当地群众特别是贫困
户都交口称赞。据了解，今年 52岁的王奇辉从事辣酱研
制生产十多年，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辣酱大叔”。他利
用当地的辣椒、糯米、红李、牛肉等农副产品，开发生产红
李酒、忆师辣酱、酒糟鱼等50多种产品，带动30多户贫困

户就业和200多户群众增收。
挺过去，前面一片天！去年 6月，王奇辉在乐安县城

开了一家瑞湖美酒系列产品的实体销售店，成为瑞湖产
品的线下销售和展示窗口。“现在，我们线上线下同时出
击。大一点的订货合同，我们带着经销商在县城的实体
店里谈。”

王奇辉总有一股子闯劲，他在辣酱王国里不断创新，
说是要给人们创造更多的美味。去年 10月底，看到全县
100多万平方米大棚双孢菇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他便琢
磨起加工双孢菇来。从配方到双孢菇材质的选取，再到
加工生产和销售，一个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于是就有
了一炮打响的双孢菇辣酱，并获得第二届江西“生态鄱阳
湖·绿色农产品”博览会金奖。王奇辉告诉记者，今年他
还想在镇工业园新建一栋厂房，提升双孢菇辣酱的产
能。同时，扩大生姜和糯稻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

“辣酱大叔”创造美味传递幸福
挺过难关后，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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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南昌县三江镇纪委对辖区内各商超冬季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方面督查，督促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
落细，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通讯员 袁涛涛摄

40个乡村入选第二批江西省
乡村旅游重点村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1月18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
悉，第二批江西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公布，南昌市新建区溪霞
镇石咀村、九江市武宁县澧溪镇北湾村、新余市分宜县双林镇瓦
屋村等 40个乡村入选。加上此前公布的首批 19个乡村旅游重
点村，我省现有59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遴选工作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发改委联合开展。我省将把这 59 个村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培育预备单位给予支持，各地将在政策、资金、市场、人才等方
面加强支持。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两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单，我省 37 个乡村入选，列入名录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优先
享受国家有关政策支持。

本报讯（记者杨静）近日，省高级人
民法院召开司法救助案件办理情况新闻
发布会。据介绍，2015年以来，全省法院
共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 8676 件，发放
救助金2.77亿余元，帮助10779人摆脱生
活困境，防止因案致贫、因案返贫。

据介绍，国家司法救助，是对遭受犯
罪侵害或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
有效赔偿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济
措施，是国家为了解决涉法涉诉当事人
生活困难给予的一种经济上的特殊救
助。目前，江西各级法院已将司法救助
案件纳入审判管理流程。

“我们秉持‘扶危济困’的司法理念，
将司法救助资源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倾
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努力做到凡
困必帮、有难必救。”据省高院有关负责
人介绍，江西司法救助重点对象主要集
中在贫困人口、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及
其近亲属、因交通事故致伤致残受害人
等特殊困难群体。

其中，救助本省建档立卡贫困户
1355人，占救助申请人总数的12.57%；针
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救助，省高院专门制
定《关于对未成年人发放司法救助资金
的相关要求》，救助未成年人对象的救助
金超过了1亿元。同时，还救助了一大批
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交通事故致
伤致残的受害人等困难群体。此外，还
重点就退役军人、受疫情影响的救助申
请人开展专项司法救助工作，激励他们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省法院将
促进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社会救助等
机制的有效衔接，逐步建立以经济救助为主，辅以法律援
助、心理疏导、社会帮扶的全方位、立体式救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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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超九成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记者近日从南昌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目前，南昌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总量为 163 万吨，利用
率达到91%以上。

农作物秸秆是农业生产的副产品、边角料，处理不好可能会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利用好了则能创造价值、改善生态。南昌
市通过抓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高，
农村火灾隐患明显减少。据统计，在全市所利用的秸秆里面，按
照五个不同利用方式分类，具体占比分别为：秸秆肥料化占比
90%、饲料化占比 2.5%、燃料化占比 6.97%、基料化占比 0.5%、原
料化占比 0.03%。在利用方式上，除了直接还田利用，去年该市
还建立了 3 个秸秆有机肥料项目。同时，秸秆饲料化、燃料化、
基料化、原料化利用项目也在不断增加，全市已建立秸秆饲料化
养牛项目4个、秸秆燃料化项目3个、秸秆果园铺垫项目7个。

此外，近3年，南昌市财政安排610万元专项资金，建立秸秆
集中收储中心 6个，年收储秸秆能力达 7万吨，利用方式更加多
元化。

1月18日，游客在萍乡市安源区青山镇下柳源红果奶油草
莓基地采摘草莓。近年来，安源区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的深度
融合，涌现出乌石印象、十里花溪、金丝楠木等精品休闲农业景
点，吸引市民前来游玩、采摘。 通讯员 彭清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