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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有两个属性：一是“区域”，二是“观
察”。“区域”划定了该版报道的宽度，即聚焦我
省县（市区）层面，涵盖区域性合作区及乡镇
（街道）、村（社区），辐射我省边界地域；“观
察”则界定了该版报道的深度和力度，即以观
察性的深度报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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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
景德镇召开，靖安县获颁全省旅游产业发
展先进县（市、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奖
牌，并作为全省唯一县级代表作旅游产业
典型经验发言，进一步唱响“有一种生活叫
靖安”。

“靖安生活”是什么？是干群安居乐
业！

“靖安生活”缘何而来？来自干部的奋
勇拼搏，来自全县的高质量发展！

改善环境 群众安居乐业

远处青山苍翠，云蒸霞蔚；近处碧水
环绕，鱼游虾戏；其间乡村红墙黛瓦错落
有致，果蔬飘香枝横影斜，彩色公路蜿蜒
飘逸，构成一幅极富意境的山居图。只
是，县城拥挤破旧，与全域旅游很不搭调，
怎么办？

改！建设美丽县城大景区。
治脏、治乱、治堵，修补城市功能，修复

城市生态。
通过文明劝导，不断提升市民综合文

明素质，改变乱扔垃圾、乱搭乱放的习惯，
让道路、街巷、小区变得干净、整洁、有序；
完善城市功能，建设综合大市场，让全部商
家都有去处，彻底改变占道经营的乱象；新
建 14个停车场 2827个停车位，新修 9条道
路，对26条背街小巷进行黑化绿化亮化，让
全县居民舒畅行、舒心停；新建 1个森林公
园、1个湿地公园、6个小游园，修复西门古
街，让市民出门见景，赏心悦目。

“整个县城变得非常敞亮，我家这里更

是成了‘风水宝地’，前面是靖安一小，后面
是广场，左边是商场，右边是古街，还有地下
停车场，上学、购物、休闲、停车都很方便！”
住在西门古街旁的居民胡华英乐呵呵地说。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发展要低碳环保高质，青山蓝天碧水

净土不能碰，而百姓发展民宿资金不多、运
营经验不足，该咋办？该县出台《靖安县促
进旅游民宿业高质量发展二十条》等奖励
扶持政策，同时，策划旅游营销活动，支持、
鼓励当地群众抓住全域旅游发展的良好态
势发展民宿产业。仅在 2020年，该县就投
入 3 个亿建设中源避暑小镇，帮助该镇完
善市政设施，美化庭院，新建游园、游步道、
公园、广场等，助力当地群众发展民宿产
业。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中源、三爪仑、
宝峰 3 个特色旅游小镇，奖补、扶持民宿
200多家，扶持资金 1000多万元；全县民宿
达 710家，仅 2020年就增加 120家，人均增
收2000元。

保质保量 干群奋勇拼搏

11 个月零 14 天是多长时间？一年不
到。而在靖安干群眼里，是 66 个城市建
设项目的开工与竣工，是 2834 户棚改户
的征迁与安置，是 34 个重大项目的引进
与落地……

在该县“奋战100天，项目再提速”微信
工作群里，群员在工地实时打卡的照片背
景，变化的是从早上晨曦微露到晚上照明
灯高悬，但始终不变的是工人们在辛勤工
作或党员干部在现场解决实际问题。

全县干群扎实苦干，只争朝夕。
2个月内，该县南门外社区 613户房屋

全部完成征收、拆除；3个月内，一条长 845
米、宽 20 米的南外路修好了，两旁的人行
道、路灯、绿化带全部配套。靖安居民奔走
相告：“南外路能过车了，而且能同时过好
几辆车！”与此同时，路旁建筑面积 2300平
方米的旧楼也完成了改造，成为南门社区
居民办事、生活、娱乐、休闲的最好去处。

谈及这些，高湖镇党委书记彭朝新说：
“累，非常累！但是看到我们靖安加速度发
展，成效令人备受鼓舞，累也是值得的！”

守牢底线 项目高质发展

“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否定高耗能、
高污染投资项目120个，投资总额达240亿
元；关停并转了200余家资源型粗加工企业
和17座涉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小水电
站。”谈起企业准入联审制度，该县生态环
境局党组成员赖维磊介绍道。

“一产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三产
保护生态”既是靖安历年发展模式的一个
归纳总结，在 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总
结大会上获得高度肯定，更是靖安近年来
经济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为更好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进一步
践行“两山”理论，2021 年 3 月，该县启动

《靖安县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负面清单》修订
工作，实行更严格更高标准的管控，进一步
提高企业准入门槛。

门槛高，会不会影响靖安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

回答是否定的。
2020年，该县先后印发《靖安县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靖安县关于推行
“六多合一”审批服务模式的实施方案》《关
于建立“营商办+营商专员”工作架构实施
方案》，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着力简化企
业办事程序，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今年2月2日，江西新星精铸机械公司
电话反映：由于公司发展货车进出量增多，
其大门前的绿化带有碍货车进出，该县工
业园区管委会立马投入 3万余元资金为其
改造绿化带，并于2月9日完成施工。

一手抓生态保护，一手抓项目发展；一
手严把准入门槛，一手抓实惠企服务。上
海高科、龙泰洋健等一批高、精、尖产业先
后入驻，靖安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2013至 2017年，连续 5年获评全省科学发
展综合评价先进县，2018年获评全省高质
量发展考核评价先进县。

自去年以来，该县共引进项目 103个，
签约资金 431.04 亿元。其中，已开工建设
36个，签约资金139.96亿元 。

2020年，靖安县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授予“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同年，“一
产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三产保护生
态”绿色发展“靖安模式”列入国家发展改
革委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举措和
经验做法推广清单》。

“有一种生活叫靖安”缘何而来？
朱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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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溪县深化中小学校党建工作助力留守学生全面发展
肖遥 本报记者 李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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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村史馆等
乡村文化设施如雨后春笋般纷纷
建成。村史馆承载着一个村的历史
与文化，安放着村民们的乡愁记忆，
是村民们的共同精神家园。

笔者在一些乡村采访时，看了
不 少 村 史 馆 ，其 中 也 不 乏 印 象 深
刻的，鹰潭市余江区平定乡蓝田宋
家村的村史馆就颇具特色。该村的
村史馆并不大，却挖掘了大量丰富
的村庄历史和代表人物，如荣获五
次省劳模的姜季万、党的十一大代
表刘金元、空军特级飞行员张国栋
等。该村村史馆另一大特点就是记
录着宋家村民同血吸虫病奋勇斗争
的历史。蓝田宋家村曾是血吸虫病
的重灾区，“有女不嫁蓝田郎，头年
做新娘，次年守空房。”当时流传的
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血吸虫病曾
经给蓝田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在
村史馆，存放了血吸虫标本、消灭血
吸虫的锄头器具、血防歌谣手册等
相关资料和实物，再现了蓝田百姓
在党的带领下，与血吸虫病进行的艰
苦卓绝的斗争。

蓝田宋家村的村史馆不仅收藏
着村民们的乡愁，同时也成为位于该
村的鹰潭市红旗干部学院的现场教
学点之一，是学员们近距离感受血防
精神的场所之一。

像这样的村史馆，既建得好，又
用得好，确实发挥了村史馆特有的功
能，但并非所有的村史馆都能如蓝田
宋家村的村史馆这样。今年3月，《半
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就发现，“一些新
建村史馆不接地气，甚至‘变味走样
’：老百姓去看的少，干部看的多；展
品中，本村特色的少，全国通用的多；
展板上，本村内容少，领导照片多
……一些村史馆不仅缺少‘乡土气’

‘文化味’，甚至劳民伤财，滋生形式
主义。”

如何破解这些问题，笔者以为，
余江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村史馆，建，还是不建？这是首
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村史馆建
设不应该成为政府的“规定动作”，而
应该成为各村的“自选动作”，体现村
民的集体意愿。也就是说，村史馆的
建与不建，不仅要因村而异，更要由
老百姓自己说了算。各村在做“自选
动作”的同时，一定要克服盲目跟风
的心理。说直接一点——并不是每
个村都需要建村史馆。对于一些文
化特色不够明显、历史积淀不够厚重
的村，建村史馆的意义并不大；反之，
对于那些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独特文化韵味的村，或者
村史可以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的，则应该高质量高标准
予以规划建设。

其次，村史馆如何建？关键要突出一个“特”字。这
一点在余江体现得很明显。余江的一些村庄坚持因地
制宜，突出特色，避免了“千村一面”，充分展示了村庄的
独特气质。近年来，余江区平定乡洪家村发生了巨大变
化，这些变化主要源于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为此，洪
家村把村史馆建成了“宅改纪念馆”。馆内除了展示宅
改前后的对比图片，还专门展示了当地的宅改故事、宅
改书籍、宅改特色做法等。2019年，在村党支部提议、理
事会推动、村民响应下，洪家村的宅改纪念馆落成。纪
念馆所需建设资金28万元全部自筹，用于建馆的房屋则
是村里两兄弟无偿捐献出来的。杨溪乡管溪村是江州
义门陈氏的一个分支，居于此地已有近千年的历史。该
村村史馆重点弘扬义门陈氏忠义、和谐、文明之风气，注
重对家人、子女“修身、齐家”教育，并将各家的家训悬挂
于村史馆内。洪家村的宅改故事、管溪村的忠义传承、
蓝田宋家的血防历史，都体现了各自的特色，留下了深
刻的本土印记。这样的村史馆，才真正具有文化品质和
历史厚度。

再者，村史馆建成后如何充分利用？用好的前提不
仅要“大门常开”，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愿意走进去，停下
来，在场馆设计上善于创新。当前，有些村史馆展品单
一雷同，无非是墙上挂着蓑衣、斗笠，墙角摆着石磨、独
轮车，很难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另外，趣味性、参与性
不足，也影响了大家走进去的积极性，从而最终沦为“盆
景”。同时，我们也不能将村史馆作为一个孤立事物来
看待，而要将村史馆的功能与发展乡村旅游、传承传统
工艺等进行有机结合。

村史馆里藏着乡愁，但不能只藏着乡愁。其最终落
脚点，应该是让村民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增强自豪感
和归属感，既让村民知道“从哪里来”，又让村民知道“向
何处去”，让村史馆真正成为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文明乡
风的阵地之一，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之一，成为
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乡村振兴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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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留守学生感受“父母”式关爱

“金溪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有 6万
多人外出务工，留守学生较多，在部分学校
占比甚至超过三分之一。”金溪县教体局二
级主任科员吴小平向记者介绍，为摸清全
县留守学生基本情况，2014年，金溪县教育
局组织了一次调研，数据显示，仅县城留守
学生人数达3521人。而部分留守学生因长
期缺少父母全天候式的关爱、照料，导致一
些安全、心理问题发生，这成为当地教育系
统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2014年底，金溪县出台方案开展校园
党建活动，着眼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规定每个党员教职工和 3 至 4 名在校
留守学生结对，教育系统党员干部结对 2
至 3 名留守学生，让党员教师充当孩子们
的“党员爸爸妈妈”，结对帮助解决留守学
生自主管理能力培养、情感缺失、学习生
活动态监管等问题，给予留守学生全方位
的关爱。

金溪第二中学曾经有一名学生小刘
（化名），学习成绩不好，他的结对老师观察
后发现，这个孩子比较热心班级公益，经过

与学校沟通，安排他担任班级卫生监督
员。由于小刘认真负责，班级卫生区始终
保持干净整洁，多次受到学校点名表扬。
学期末，学校为小刘颁发了一张优秀班干
部的奖状，而这也是他自小学以来获得的
第一张奖状。在外打工的父母得知孩子的
变化非常高兴，由衷感谢结对党员老师给
予孩子的关心与鼓励。

“‘党员爸爸妈妈’不一定能立竿见影
地提升留守学生的学习成绩，结对的目的
也不是要多一个人溺爱他们，而是引导他
们在相对缺少父母关爱的环境中，体会到
家人般的温暖，逐步培养他们独立的能力，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金溪
县第二中学校长许春梅表示。为此，金溪
二中要求，每个“党员爸爸”“党员妈妈”每
周至少和孩子谈心一次、带领孩子参加一
次社团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该校 70多名

“党员爸爸妈妈”利用课余时间、双休日和
寒暑假对学生进行家访已超 6000人次，并
自主开展留守学生集体生日、红色景点主
题学习、课外辅导等特色活动，给孩子们创
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学习、成长环境。

活动开展以来，老师们的付出收到了回

报。2016年至今，金溪县教育系统未出现重
大安全事故，留守学生初升高的升学率超过
全县平均升学率。

老师与孩子们共同成长

“我真高兴！爸爸在外面辛苦打工，赚
钱养家供我读书，很少有时间陪我，但学校
的‘党员爸爸’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
一天，一名留守学生闲聊中这样对自己的结
对党员教师王富生说。这让王富生欣慰不
已。这个孩子是王富生2015年结对的一名
留守学生。活动刚刚启动时，现为金溪二中
党建办主任的王富生当时在云林中学（现为
金溪县实验中学）任教。没有先例可以借
鉴，他就经常深入学生公寓和食堂，和孩子
们一起聊聊家常，辅导孩子写课后作业，解
决思想情感上的困惑。一声“党爸好”，让王
富生感觉和孩子们越走越近。自党员教师
结对留守学生以来，他一直积极参与，至今
已经先后结对了46名学生。他的爱心和付
出也传递到孩子心中，王富生的一个学生，
工作后坚持每学期资助贫困学生，已累计捐
助金额8万元。

走进金溪二中学生社团书法课堂，“党
员爸爸”喻明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书法课，
他告诉记者，“上课佩戴党徽，老师们亮出自
己的身份，作好表率，这是对一个党员的基
本要求，何况我们还是‘党员爸爸’，更要给
孩子们树立好榜样。”在党员老师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该校初三英语教师邓菁就从一名优秀的团
干部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并主动对接了4名
留守学生，提前成为一位“党员妈妈”。目
前，该校所有团员教师都加入到此项活动当
中，受益的留守学生达到3600多人。

基层党组织凝聚向善的力量

“曾经一段时间，学校党组织战斗堡垒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凸显，学校党建不
能与学校教育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存在重
业务轻党建的两张皮现象，主要问题就是
缺少一个抓手。”王富生觉得，校园党建活
动的开展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金溪县教体局在开展校园党建活动
伊始，要求全县党员教师必须佩戴党徽进
入校园，树立党建品牌意识，培育一批中
小学党建品牌项目和创新案例。活动开
展中，除了确定结对人数、开展活动频次
外，各校可自主开展主题关爱活动，释放
了各校党支部的自选动作活力。

金溪县实验中学，是当地初中生最多
的学校，现有100个班，共5437人。为激发
全体教师特别是党员教师的责任心，该校
由党支部牵头，自2019年开始，开展为期三
年的“用父母心，做教育人”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教师通过学业督促、生活指导、心理
疏导、课余陪护等各种方式，关爱留守学生
或精准扶贫学生，让他们感受校园“家”的
温暖，排遣孤单，促进身心健康。

留守学生问题也得到了社会更多的关
注，学校所在地社区与校支部建立共建关
系，联合开展实践活动；县公安局、县检察
院等执法部门与学校建立校园周边环境整
治共建工作关系，携手织牢安全保障网
……社会多方力量的加入，让关爱留守学
生的队伍不断壮大，关爱活动的层次也愈
加丰满。

夏天到来，小龙虾渐渐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成
为备受欢迎的“爆款”美食。随着小龙虾走俏市场，
养殖户逐渐增多。在新余市仙女湖区河下镇浒溪村
稻虾养殖基地，农户们正在撒网捕虾。该基地采用

“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方式，通过“稻虾共作”绿
色种养模式，充分发挥稻虾共生带来的除草、肥田等
作用，实现“一田两种、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增加亩
产效益。目前，该基地亩产水稻500余公斤、小龙虾
150余公斤，每年产生经济效益50余万元，带动了16
户农民入股分红和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邹宇波摄

稻虾共作 一田双收

留守学生是社会关注的群体。
为解决留守学生在教育、全面发展及
健康成长等方面遇到的问题，近年
来，金溪县各级中小学校党组织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以党员教师为骨干，
将学校党建与教育教学中心工作结
合起来，让党员教师与在校留守学生
结对，提供“父母”式的关爱，不仅解
决了留守学生的现实问题，也提升了
全县中小学校党建工作水平。该做
法被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评为全国中
小学德育教育工作优秀案例。

5月25日，记者走进金溪校园，
聆听“党员爸爸妈妈”与留守学生们
的幸福故事。

“党员爸爸妈妈”带领留守学生到后龚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活动。金溪二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