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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服务助推项目落地
本报讯（通讯员黄乐勇）“桃香大妈，这是您家田地的流

转协议，我给您念下，您听好了……”“勇子，现在你可以安心
做生意了，村里引进了土地流转项目，这是协议。”

当前，南昌县银三角敷林村正积极推进土地流转项目，
该项目是南昌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项目的一部分，
投资 7000 余万元，面积约 60 亩。为加快项目进展，银三角
管委会利用“转作风优环境”活动年契机，建立项目跟踪服
务机制，敷林村挂点领导、村“两委”干部以及管委会人大
办、纪委等帮扶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企业，及时收集
项目动态及建设单位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截至目前，项目
涉及土地流转的 103 户已签约 81 户，剩余 22 户也将于近日
签约。

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揭晓

江西两人获评入选作者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3月 28日从省书法家协会传来喜

讯，第七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奖工作在浙江省绍兴市结束，
评选出获奖及入选作者共70名，中国书法家协会向社会公示
后，正式确定获奖及入选作者，入选作者包括江西书法家欧
阳荷庚、蒋卫平。

欧阳荷庚是万载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宜春市书法
家协会主席。蒋卫平是乐平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省书
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主任。

据了解，中国书法兰亭奖是中宣部批准，中国文联和中
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综合性书法专业奖项，是授予
在书法艺术创作、理论研究、书法教育、编辑出版等领域有重
大成就和突出贡献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教育家和书
法工作者的最高奖项和荣誉。

“得知夏森奶奶获‘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荣誉称号，我们激动不已。
在上犹，就有 42 名贫困大学生受到
她的资助。”近日，上犹县教育科技
体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刘宗
文告诉记者。

“扶贫先扶教，治穷先治愚。不
能让孩子在教育上吃苦。”这是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中国社会科学院原
外事局研究员夏森的信念。夏森心
系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累计捐出靠
省吃俭用攒下的 203.2 万元，用于改
善上犹县、陕西省丹凤县贫困乡村
学校教学条件，其中 100 万元设立

“夏森助学金”，目前已资助182名贫
困大学生。

上犹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罗霄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
贫攻坚县。中国社科院自2015年起
对接上犹县实施定点扶贫。夏森是
中国社科院一位老干部，始终深深
牵挂着上犹学子。“2016年成立了上
犹‘夏森助学金’，同时建立一套完
备教育资助体系，资助标准为每人
每年 5000 元。五年来，累计资助上
犹县贫困大学生 42 人 88 人次，资助
金达44万元。”刘宗文说。

3 月 5 日，记者来到大山深处的
上犹县平富乡上寨村，受资助学子、
西南林业大学学生刘芃正和父母一
道清扫蜂箱。刘芃告诉记者：“助学
金让我圆了大学梦，夏奶奶的善行
更是给了我奔向未来的勇气。我将
努力学习，用行动回报国家、回报社
会。”

恰逢开学季，毕业于上饶师范
学院的上犹籍援疆教师赖厚芳忙得不可开交。就读大学期
间，赖厚芳一直享受“夏森助学金”的资助。2020年毕业后，
他选择到新疆教书，希望把夏森的大爱延续下去。“从第一次
接受夏森奶奶的资助，我就暗下决心，要以奶奶为榜样，传递
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精神。”

夏森心系学子，也关注老区教育设施建设。2016 年，当
得知上犹县社溪中学因经费拮据，广播站设备陈旧、影响正
常播音时，夏森奶奶毫不犹豫捐出 6.3 万元，为社溪中学安
装、配置了教学广播设备，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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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馆里感党恩
聂 罗 本报记者 邹海斌

煤油灯、土布衣、旧农具……3月 21日，宜丰县黄岗山
垦殖场炎岭村村史馆内，孩子们被展柜上的老物件所吸引，
为炎岭村的发展变化而骄傲。

炎岭村曾是一个环境脏乱、发展落后的小村庄，村民们
以种田为生，收入微薄。从 2017 年起，该村全面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日新月异，还发展了水果种
植、特色养殖等产业。这几年，炎岭村变美了、游客多了、产
业旺了，更具魅力了。

“我以前在外面务工，虽然能挣不少钱，但现在家乡变
得这么好，还是选择了回来创业。”村民彭淑锋说。他辞掉
了深圳的工作，回到家乡创办了“七彩缘”家庭农场，种植特
色水果。近几年，炎岭村乡村旅游风生水起，被评为全省
5A级乡村旅游点。彭淑锋开心地说：“现在的日子一天比
一天红火，这些都要感谢党的好政策。”

一部村史，就是一部党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奋
斗史。“吃水莫忘挖井人，娃娃们一定要记住，如今的幸福生
活，都是党领导老百姓干出来的，要一辈子感党恩、跟党
走。”62岁的彭耀辉向前来村史馆参观的孩子们说。

村史馆、初心馆、廉政文化馆……宜丰县依托这些基层
文化阵地，通过实物展示、图片对比、影像资料展播等形式，
让广大干部群众直观感受沧桑巨变，深刻体会党带领群众
拔穷根、奔小康、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光辉历程，激发知党
恩、感党恩的热情。

大学生红色故事会
本报记者 胡光华

3月25日上午，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在位于新余市的赣
西科技职业学院政法学院 2020 级法律事务专业 3 班进行。

“今天的课前大学生红色故事会，由 201 宿舍的汪成青等 6
名同学带来‘绣红旗’的故事。”思政老师开场白之后，6名同
学精神抖擞走上讲台。

随着 PPT 课件的播放，夏风清同学开始讲述绣红旗的
故事背景，罗静、吴婧、盛丹风、扎西求措四名同学拿着一面
红旗，同时进行绣旗表演。最后，汪成青同学的《绣红旗》歌
曲在教室里响起……

这样的思政课，每天在赣西科技职业学院进行。该校
探索创新思政课教学方式方法，结合本学期相关课程，推出
了思政课前 15分钟“大学生红色故事会”，要求学生利用这
15分钟，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采取讲故事、舞台短剧、朗诵等
形式，轮流讲述革命历史和红色故事。红色故事会结束后，
由教师进行简短点评。

对于大学生红色故事会，学生汪成青感慨颇深：“学校
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参加，通过参与，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了
提高，对革命历史理解也更深了。”

学校思政部主任黄小芬告诉记者，把大学生讲红色故事
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当中，增强了思政课的实效性，让课堂
更加鲜活起来。学生参与讲课，更能够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
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坚定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
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省儿童医院实现对原癌基因
突变位点精准检测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3 月 24 日，记者从省儿童医院获
悉，该院医学研究所中心实验室日前开设的“BRAF 基因
V600E突变检测项目”，可确定肿瘤患者基因突变的位点，从
而指导临床采用靶向药物进行个体化治疗，并能监控病情进
展，及时干预复发，从而提高肿瘤治愈率，让肿瘤患者的全程
管理成为可能。

据悉，BRAF 是一种原癌基因，大约 8%的人类肿瘤发生
BRAF 突变。BRAF 绝大部分突变形式为 V600E 突变，尤其
在儿童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患者中 BRAF、V600E 突
变超过50%。目前，基因检测属于儿科检验领域的“黑科技”，
我省患儿以往需要远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才能完成。
而现在，伴随省儿童医院医学研究所中心实验室的成立，省
儿童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合作设立了“儿童精准医
学联合实验室”，使我省患儿不出省就能受益于国内先进的
诊断技术。

“谢谢你老师，你就是一盏灯，照亮了
我前行的路。”这是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支教团结束在宁都县对坊中学的支教任
务时，一名贫困生写下的临别赠言。

2002 年起，江西师大积极响应共青
团中央、教育部号召，组建了我省第一个
研究生支教团，赴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开展扶贫支教活动。
此后每一年，江西师大都要选拔招募一
批具备保送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
生或在读研究生，开展支教志愿服务。
2013 年起，支教团又先后新增了我省宁
都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两个

支教点。
20 年来，江西师大累计派出 202 名志

愿者，承担了三地10余所中学、1.6万余名
学生的教学任务。从云贵高原、赣南山区
再到祖国大西北，都留下了支教团成员的
足迹。一批批朝气蓬勃的志愿者，不辞辛
劳、不计回报，带着热情和理想来到革命
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支教点，将自
己的学识和梦想传递给孩子们。

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是支教团的首
要任务。到达支教服务地后，江西师大研
究生支教团成员倾心教学、恪尽职守，努
力做好传道授业的师者。在宁都县对坊

中学，支教老师担任班主任的班级，成为
最受当地学生和家长欢迎的班级，学校教
学质量也成为当地农村中学的排头兵。
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江西师大研究生
支教团还依托学校资源、调动社会力量，
开展力所能及的公益志愿服务。据统
计，共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1700 余次，走访
贫困家庭 1700 余户，募集发放公益资金
700 余万元。在望谟县，支教团的“微心
愿”征集、七彩假期、正大拼音班、扶贫眼
镜等活动已成为当地的公益品牌，群众甚
至用“江西白求恩”来形容这群可爱的志
愿者。

“一年的时间很短暂，但只要能给他
们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一点点积极的改变，
我都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很有价值。”虽然
已经离开支教点半年多，但江西师大研究
生支教团支教老师占玉婷仍然不时收到
孩子们的来信，她对这段经历感触良多。

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自己终生难忘
的事，这是每届支教团出发前自我激励的
话语。20年来，江西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用
自己的行动，踏踏实实把扶贫支教这项不
简单的任务做好做实，在一个个孩子的心
中撒播下希望的种子，为国家的教育和扶
贫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种植油茶不仅效益好，政府还有补贴，我们把
可以利用的林地资源全部利用起来。”3月18日，在鄱
阳县金盘岭镇茶园村村委会，村民雷志泉拿着林地
流转同意书交给村主任程中仔：“我们组里15户村民
共有林地700余亩，大家商量决定以土地入股村里的
合作社，全部种上油茶。”

金盘岭镇位于鄱阳县东北部，离景德镇市区仅
20 公里，镇里有林地 19.5 万亩，水面 2800亩，生态资
源丰富。依托现有资源，该镇顺势提出打造“五彩金
盘岭、瓷都后花园”的发展思路。在前期充分调研、
外出考察学习后，金盘岭镇 15个村（社区）分别召集
致富带头人、村小组长、群众代表集思广益，商议产
业发展之路，选准“十四五”产业发展方向。

“茶园村林地多，目前已经种植油茶500余亩，有
近400亩进入了丰产期，不仅效益好而且解决了不少
群众的就业问题。”程中仔说，大家共商决定依托现
有的基础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在技术员的建议下，
合作社决定在油茶基地套种 100 亩芝麻、花生，增加
基地的经济收入。

人勤春来早。在汪桥村江西省金盘岭葡萄种植
专业合作社葡萄种植基地内，工人们忙着给200余亩
葡萄装上大棚。“汪桥村是集镇所在地，离景德镇近，
村里有古樟树1000余株，村内的碾米、传统油坊等农
耕文化的旧址保留完整，我们村里的定位就是大力
发展乡村生态休闲游，为游客提供休闲采摘一条龙
服务。”汪桥村党支部书记岑国发介绍。

本报新余讯（记者徐国平 通讯员黄文清）新余
高新区多措并举，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脱贫家庭
不返贫。截至目前，全区 1130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
业，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全部有岗位。

园区企业转移一批。该区广泛收集园区企业
最新用工需求信息，依托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等线
上平台发布招聘信息。去年以来，已在线上发布
154 期招聘信息。就业培训提升一批。有针对性地
组织开展家政服务、种植、养殖等实用技能培训和
创业培训，提高贫困群众就业技能，对参加培训的

贫困群众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和生活费补贴。专
场招聘对接一批。通过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等形式，帮助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问题。2020 年共
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 2 场，送岗下乡招聘会 2
场。此外，对暂时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群众，结合
防疫消杀、巡查值守、宣传疏导等安排临时性岗
位实现增收。新余高新区还充分利用新型农村产
业合作社、扶贫车间、非正规就业组织等各类就业
载体，为贫困劳动力提供就近就地就业机会，实现
增收。

东乡区“清风微视频”
让纪法教育活起来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刘木其、张琼芳）“纪法教育有‘微
视频’了，通过‘清风课堂’，可以聆听专业人士对党纪法规进
行答疑解惑，太方便了……”近日，抚州市东乡区政务服务中
心大厅一名工作人员在看完《清风东乡》微视频后说。

去年以来，东乡区纪委区监委创新传播载体，开办《清风
东乡》在线栏目，打造融合“清风行动”“清风课堂”等子栏目
为一体的纪法教育平台。该区先后创作推出《公务员下班跑
滴滴是否违纪》《党员干部可以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奢侈
品吗？》等系列“清风微视频”，同时开设“清风课堂”，从一问
一答中让纪法知识深入党员干部群众心中。

照亮山里娃的前行路
——江西师大研究生支教团连续20年开展扶贫支教

本报记者 朱 华

春到金盘暖意浓
本报记者 吕玉玺

新余高新区多举措助贫困群众就业

3月23日，上高县田心镇中心小学操场上，孩子们骑着独轮车你追我赶。该校将独轮车运
动引入高年级体育课，激发孩子们的运动兴趣，打造校园特色体育。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3月28日，金溪县象山公园，天蓝水碧，绿树成荫。近年来，金溪县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锦绣金溪、美
丽花园”，既扮美了城乡，又促进了县域旅游蓬勃发展。 特约通讯员 邓兴东摄一城春色半城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