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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收入 4万多元，养羊收入 1万多
元，公益性岗位收入 8400 元……盘点去
年的收入，家住上栗县长平乡明星村的
彭心开夫妇脸上笑开了花。4年时间，他
俩不仅摆脱了贫困，还住上了两层砖混
结构新房。

2016 年，彭心开因类风湿关节炎发
作卧床半年。同年，妻子谢友兰也患病
住院手术。支出骤增，彭心开一家的生
活陷入困境。2017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
彭心开会酿酒，可是没资金买设

备。得知这一情况，2018年 5月，驻村扶
贫工作组帮助彭心开申请了小额贴息贷
款。添置酒甑、酒缸等设备，采购稻谷、
高粱等原材料……彭心开的酿酒作坊开
业了。凭借祖传的手艺、精益求精的品
质和公道的价格，短短几个月时间，彭心
开就酿酒1500余公斤，销售一空，获纯利
2万余元，当年实现脱贫。

“去年我增加了糯谷酒、高粱酒、红
薯酒，销路很好。虽然年底类风湿发作，
停酿了 2 个月，但纯利润还是有 4 万多
元。”谈及酿酒收入，彭心开很满足。

现在彭心开正在为实现两个心愿而
努力。一个是攒点钱买一辆面包车，方
便大订单送货。还有一个是建酒窖，扩
大酿酒产量，不用等来了订单再酿酒，陈
年老酒更值钱，经济效益会更好。

不仅酿酒手艺好，彭心开还是养殖

能手。2018 年，帮扶干部给彭心开家送
来4只黑山羊，两年养殖下来，每年约有1
万余元收入，现在羊栏里还有9只羊。

到公益性岗位责任路段打扫卫生，将
山羊赶到后山吃草，酿酒或送酒……每天
早上 6时开始，彭心开就有忙不完的事。
经济条件好转的他还会装上一些谷酒送
给村里的困难老人。“政府帮助了我，我也
想帮助别人，没有其他能力，送老人家一
些酒还是送得起的。”彭心开说。

南昌做好清明节祭扫
服务保障工作
瀛上墓区周边上千个车位免费开放

本报南昌讯 （记者卞晔）清明节即将来临，记者从南昌市
民政局获悉，为保障群众安全、有序祭扫，南昌市提前谋划部
署，已组建一支 100多人的交通引导员队伍，并将瀛上墓区周
边 1000 余个车位全部免费开放，全力做好清明节祭扫服务保
障工作。

智慧安保是今年南昌清明节祭扫服务保障工作的一大亮
点。该市已在瀛上墓区公共区域安装 179 个天网视频监控探
头，并启用 3台无人机，对整个墓区进行无死角监控；设置 9个
高空瞭望点，并加装烟感检测系统和红外线报警装置，可对扫
墓人员燃放爆竹、燃烧纸钱等情况进行自动识别和监控报警，
第一时间掌握和处置突发情况。同时，该市加强网格化管理，
建立“纵向指挥部—网格长—网格员”的立体指挥体系。瀛上
墓区划分为 3个区 17个网格，每个网格安排 1名网格长，公安
民警、民政干部、保安等 10余人为网格员，落实精细化保障管
理工作。

疫情防控同样不松懈。为暖心服务群众，该市已在瀛上墓
区入口处设置6个智能测温门和60余块健康码展板，在墓区范
围内设置了2个实名登记绿色通道、2个平价口罩销售点、11个
免费饮水服务点、6个免费休息服务点，投放30余把轮椅，调配2
个移动公厕，并设置医疗和消防执勤点，开通祭扫公交专线，保
障市民有序出行、文明祭祀。

装电梯 有新招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筹措

资金往往是大难题，因为在费用分摊上，业主难以达成
统一。不过，这种局面将在南昌得到缓解。3 月 31 日，
中铁信达建设（天津）有限公司、上海婷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江西龙抬头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三方共同签约
合作，推出“免费安装、有偿使用”加装电梯新模式，助推
南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

2019 年，南昌市政府办公厅出台《南昌市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按照“谁受益，谁
出资，谁所有”原则，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所需资金由所
有受益业主承担。截至 2021 年 3 月 25 日，南昌加装电
梯累计受理申请数 102 台，其中审批通过 89 台，35 台正
在施工，累计有 25 台电梯完工，不少家庭享受到了加装
电梯带来的便利。不过，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还面临一些问题。老旧小区在设计时均没有
预留电梯井，如需加装电梯，多以外挂式电梯为主。目
前市场上安装一部外挂电梯，综合费用动辄数十万元，
业主意见难以统一。

据介绍，按照“免费安装、有偿使用”加装电梯新模
式，加装的电梯由江西龙抬头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出
资设计、建造，前期所有手续费由企业承担，政府提供资
金补贴。电梯完工后，该公司全权管理经营 30 年，电梯
电费、维护和保养费、保险费，以及所有修理费都由企业
承担，居民只需承担使用费即可，即每次乘坐电梯刷卡
付费 0.5元。

提颜值 换新貌
本报南昌讯 （记者朱雪军 通讯员程祈才）“楼顶防

水、墙面加固、更换管网，老旧小区改造后，环境变美了，
旧房子变新了。住在这里，感到很幸福。”3月 29日，南昌
县莲塘镇王家社区居民王新华高兴地说。

老旧小区改造是民生工程，能改善市民居住条件、提
高市民生活品质。2020年 12月开工的南昌县老旧社区综
合改造工程，涵盖王家社区、澄湖中路社区、农贸街社区、
王家村委会等4个老旧社区，改造内容包括道路“白改黑”、
线路“上改下”、立面“绿改彩”、管网“阻改通”、路灯“暗改
亮”、丰富社区绿化层次感、完善配套设施及功能。记者在
施工现场看到，铝合金窗更换、空调移机有条不紊，外墙贴
砖井然有序。南昌市政开发集团凯华公司南昌县老旧社
区综合改造工程项目部负责人介绍，小区改造突出人性
化、宜居化、便民化，融入中华传统文化，让“脏乱差”变“净
齐优”，在提升小区颜值的同时，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目
前，外立面改造已完成65%，预计6月底完工。

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方做到围挡率、进出道路硬化
率、工地物料棚盖率、场地洒水保洁率、车辆密闭运输率、
出入车辆清洗率“六个 100%”，确保扬尘防治措施落到实
处，减少对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画眉站里曲声悠
本报记者 吕玉玺

丝竹声声入耳来，京腔京韵动心怀。3月 25日 14时许，循
着悠扬的京胡演奏声，记者来到上饶市信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水南画眉站，戏曲票友协会的20多名票友正兴致勃勃地表
演节目，台下听众聚精会神、兴趣盎然。

“我们这里最大的83岁，平均年龄超过65岁，大家有共同兴
趣。我们利用自己所长，为传承国粹尽绵薄之力。”76岁的盛英
童告诉记者，他退休前是上饶市京剧团专业演员，社区成立戏
曲票友协会后，他坚持每周参加活动，还收了好几名徒弟，现在
协会成员越来越多，老年人的休闲生活多了一个好去处。

画眉站位于信州区水南街道金山社区，是信州区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重点打造的站点。本着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
化人、成风易俗的理念，该站依托讲堂、书画室、活动区等场所，
开展宣讲、文娱、健康讲座等活动。65岁的郑意桢是信河道情
表演队队长，也是画眉站里的常客。她告诉记者，通过信河道
情这种地方曲艺说唱形式来弘扬革命精神，传递红色文化，并
让地方文化得以传承。

画眉站成立以来，开展线下活动600余场，参与人数1万余
次；开设文明实践公益课堂，学员达 1400余人。该站成立时间
不足一年，就成为社区居民每天必到的“打卡地”。

据信州区水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何钰瑶介绍，水南街道将
文化水南与幸福家园建设相结合，围绕让群众生活“活”起来，
街道建设了像画眉站这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22个，成为引导
群众、凝聚群众、引领文明新风的中心。

放学了，胡诗琪不再像上学期一样，
步行六七百米就可到家，而是乖乖地守
在新校门口，等待奶奶前来接她。

胡诗琪家住婺源县溪头乡龙尾村呈
川村组，曾是呈川小学（教学点）一年级
学生。春季开学时，该校被撤并，包括她
在内的3名学生被转移到离家4公里外的
龙尾小学（完小）入读。胡诗琪的父母常
年在外务工，奶奶在新校附近租房陪读，
体弱多病的爷爷则独守家中。

婺源系山区大县，全县曾设有262个
教学点，解决了偏远山村低龄孩子在家门
口上学的难题。然而近年来，农村家长不
满足于教学点，渴望让孩子“上好学”的愿
望越来越强。为此，今春该县尝试撤并
125个教学点，将1266名学生就近转移到
规模学校入读，但同时也引发家长接送
难、学校压力加重等问题，亟待破解。

喜：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3月24日，婺源县溪头中心小学校长

邱烈辉向记者介绍，该乡曾有19个教学点，
根据县里统一部署，目前暂撤并15个、保留
4个。呈川小学等7个被撤并教学点的55
名学生，就近转移到龙尾小学入读，其他8
个被撤并教学点的30名学生则被就近转移
到乡中心小学入读。这两所学校学生人数
因此分别增至255人、204人，加上4个教学
点学生，全乡小学生人数近500人。

课间休息时，记者在龙尾小学看到
胡诗琪等来自不同教学点的“新生”，与

“老生”一同聚在操场上跳绳、玩游戏，十
分开心。他们告诉记者，新校老师多、学

生多，还能上音乐、体育、美术课。
据了解，婺源县 262个教学点系“一

校一师”或“一校两师”学校，设有一、二
年级及学前班，教学点学生人数多的有
十几人，少的仅两三人。教学点将两个
年级及学前班组成复合班进行教学。在
同一节课中，一名老师需同时上两个年
级的语文或数学课程。目前被撤并的呈
川小学等 125个教学点暂时只保留学前
班，由留任的编外老师教学。

溪头、段莘等乡镇多名受访家长表
示，教学点与规模学校的教学环境及教
育质量差距较大，近几年，有条件的农村
家长纷纷将孩子送进城里上学，经济较
弱的家长则趁“撤点并校”之机，让孩子
就近入规模学校就读，像集镇孩子一样

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忧：家长接送难，学校压力大
对家长和学校来说，“撤点并校”喜

中也有忧。
据了解，婺源县此次转移就近入学的

1266名低龄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新校
距离他们的家有 3至 5公里路程，且偏远
山区乡镇公路难以开通公交车及校车，每
天需由家中老人接送孩子，这成了家长们
一大难题。不少家长考虑到孩子年龄小，
寄宿学校不方便，老人接送孩子又辛劳，
便在学校周边租房陪读。为此，他们每学
期需额外支付800元至1000元房租费。

对承接教学点低龄学生入学的规模
学校来说，安全管理难度加大、工作压力

加重。目前，溪头中心小学、龙尾小学的
寄宿生分别为 114人、132人。包括这两
所学校在内，全县 15个农村乡镇的中心
小学及村完小基本上都不缺在编任课老
师，但专职生活老师紧缺。大部分学校
由班主任及值日老师义务兼任生活老
师，轮值校领导则24小时巡查安保工作。

婺源县教体局总督学郑清源说，上
级部门尚未明确要求该县“撤点并校”，
而农村家长对孩子“上好学”的呼声越来
越高，经县教育部门反复调研，征求社会
各界意见，县里才尝试“撤点并校”。全
县目前撤并的125个教学点是暂时性的，
如有必要，随时按需予以恢复。

据了解，“撤点并校”现象并非仅婺
源存在，我省多个山区县近年来均对当
地利用率不高的教学点进行撤并，同样
也面临一系列困惑。

省教育厅基教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在农村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孩子随
迁，大量教学点未发挥应有功能，甚至校
舍闲置，由此引发各级政府部门对城镇
化浪潮下教育资源布局调整的思考。去
年，省教育厅先后三次组织人员开展专
题调研，针对撤并相关教学点后，该如何
保障学生远途上学、放学安全？低龄学
生住校后，学校该如何应对饮食、寄宿管
理及陪护、心理教育等问题……逐一进
行分析，寻找解决办法。

该负责人表示，本着“乡村振兴，教
育先行”理念及教学点“应撤尽撤，应留
尽留”原则，当前省教育厅正酝酿制定相
关措施，拟从省政府层面出台相关政策，
引导全省各地稳妥有序撤并教学点，科
学合理调整教育资源布局，落实财政资
金，加大对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
校的建设和管理力度，并解决相关专业
教师紧缺及后勤人员岗位购买服务等问
题，减轻农村学校压力，满足人民群众对
优质教育的需求。

彭心开真开心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老旧小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

由“有学上”到“上好学”
山区“撤点并校”有喜有忧

本报记者 童梦宁 实习生 邓宇航

课间休息时，被转移到龙尾小学的“新生”在操场玩耍。 本报记者 童梦宁摄

3月26日清晨，彭泽县芙蓉墩镇柘林村美丽如画。该镇拥有水域面积4万余亩、山林面积2万余亩，森林覆盖率达
60%，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长江岸边。 本报记者 燕 平摄美丽乡村入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