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5 日，吉
安市吉州区曲濑
镇瓦桥村，高铁
飞跃金黄色的稻
田，风光旖旎如
画。近年来，该
区以乡村振兴战
略为契机，推行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引进农业科
技，促进农业发
展、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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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全线轨通的实现，南昌
地铁 4 号线正在全面进行站内装修和
风水电施工，以确保今年底全线开通试
运行。作为城市重大民生工程，安全始
终是南昌地铁建设的头等大事。记者
了解到，4 号线从 2017 年 12 月开工以
来，得益于南昌轨道交通集团和施工单
位在安全管理方面的多项创新技术和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了安全生产

“零”事故的目标。
“每天安全生产，每天从零开始。”7

月 5日，南昌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质安
部部长李垂忝来到 4 号线灌婴路站进
行安全检查。

李垂忝告诉记者，南昌轨道交通集
团高度重视和推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在压力传导上下功夫，从领导班子
到各个部室、从总经理到基层职员，均
逐一明确了安全生产职责，并层层签订
质量安全生产责任书。“每个人按照岗
位特点来确定具体要求，绩效、晋升等
都与安全生产挂钩，完成不了就要被

‘一票否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
安全意识和责任传导至地铁建设的神
经末梢。”

“螺旋机闸门控制失灵，闸门口有
渣土外溢现象，上部土压传感器显示数
值持续降低。”去年4月18日0时40分，
南昌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接到 4 号线
丁公路站-观洲站区间异常情况的

报告。
5分钟后，现场项目经理立即启动

项目部应急预案，地面采用临时围挡封
闭，并对刀盘前后 30 米范围加密监
测。1时30分，盾构总工及管线工程师
到达现场，根据风险平面布置图内的管
线信息，再次核查盾构机刀盘位置及周
边管线情况，很快发现问题症结，顺利
化解风险。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发现并解决问
题，靠的是南昌地铁在 2019 年发明的

‘三图’安全技术。”李垂忝向记者介绍，
基坑和盾构作业是地铁建设的两大关
键风险，特别是老城区施工情况更为复
杂，面临的困难更多。在总结前几条线
路建设经验后，南昌地铁项目管理分公
司在基坑作业方面设计了基坑渗漏展
开图、土方开挖图、监测点平面布置
图。“这三张图相辅相成，可随时掌握基
坑地连墙的渗漏情况、挖土数量和时
间、周边地面和房屋的变形情况等。”

2020年，以盾构土压、出渣量、注浆
量为核心参数，南昌地铁进一步创立

“盾构三图”，包括风险平面布置图、异
常情况处置记录图、监测点平面布置
图，形成了两大关键作业全覆盖、全过
程、系统性的安全施工防控体系。2020
年，南昌地铁建设预警次数同比减少
93%。

做好了地下施工安全，百姓出行安
全、地面房屋安全等如何保障？

4号线途经人民公园、坛子口、绳金
塔等多个片区，人口众多，房屋密集。
在总结之前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南昌地
铁项目管理分公司要求施工方只对基

坑一侧围挡，采用长臂机械设备进行远
距离施工，最大限度还路于民。

在房屋安全方面，由于基坑与房屋
之间距离最短只有 2米，南昌地铁改良
工程技术，在房屋与基坑中间增设隔离
桩，加强支撑保护，保证房屋地基不受
基坑作业影响。

除了业主单位的安全保障体系，施
工单位作为现场作业的第一责任人，其
安全生产措施同样重要。7月 5日，记
者深入灌婴路站地下施工现场，只见工
人们头戴安全帽，身穿反光马甲，正在
紧张地进行站厅装修和风水电设施安
装。同时，一些佩戴“群众安全生产监
督员”和“青年安全监督岗”袖标的管理
人员也不时出现。

“这是由项目部工会和团支部专门
组织的安全监管队伍，负责现场的安全
隐患排查。”南昌地铁 4 号线风水电装
修 01 标中铁四局项目经理孙卫红介
绍，自去年 10月进场以来，项目部始终
坚持隐患排查治理、重大风险管控和现
场安全检查相结合，并贯穿整个施工过
程。“我们有一个专门的APP用于排查
安全隐患，从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项目
经理到普通管理人员，人人都要定期上
报安全隐患。”

去年 10 月至今，项目部累计发现
安全质量隐患 370余条，下发安全质量
罚款通知书 20 余份，未发生一起轻伤
及以上安全事故，项目施工安全整体实
现有序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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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还是村里的贫困户。
如今，我脱了贫，日子越过越好。”近
日，樟树市张家山街道喻张村脱贫户
王昌高兴地说。

今年 37 岁的王昌曾是村里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2015年，驻村干部经
常到王昌家帮扶慰问，帮助他制定脱
贫计划，寻找致富路子。2016年，王昌
用政府帮扶的产业到户奖补资金买了

两头牛，之后卖了牛又买了母牛。“就
这样，不停地滚动发展，到如今养了36
头牛，每年养牛的收入也越来越多。”
王昌告诉记者。

这几年，王昌也为养牛付出了很多
心血。每天早晨，他5时多就起床，划船
到位于赣江中间的洲里，牵牛饮水、为牛
添草，一天跑好几趟。“养牛说起来简单，
其实要特别细心，要调配好饲料，要及时

喂养，有异常情况还要及早发现。”为此，
王昌利用农闲时间在网上学习养殖技
术，向兽医专家请教养牛知识。

2017年，王昌全家脱贫。凭借自
己的努力，他还盖起了一栋舒适宽敞
的楼房。“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让我圆了脱贫梦。今年我准备继续扩
大养殖规模，过上更好的日子。”说起
未来的打算，王昌信心满满。

南昌市政法系统
推出系列便民利民举措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珊珊）日前，记者从南昌市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获悉，该市政法系统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措施。

这些便民利民举措包括，开辟绿色通道为重点企业提供
“一对一”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申请服务；推行监管场所节假日律
师会见“网上办”“延时办”“绿色通道”举措；设立物业合同纠纷
巡回审判点，多元化解物业合同纠纷等。在简化程序方面，即
日起，当事人在该市两级法院申请执行立案时，无须再提供法
律文书生效证明；退诉讼费当事人无须提交退费申请书、收据
等材料；在原有的 39项“最多跑一次”涉外公证事项基础上，房
产证公证、完税证明公证等11项公证事项推行“最多跑一次”。

紧扣节点 攻克难点 打通堵点 抓好要点

吉安市“四点”发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本报吉安讯 （记者刘之沛 通讯员蔡仕博）青原区铁建小

区是建设年限较长的小区，以前因基础条件差、外来人员多、管
护主体不明确等原因，小区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状况差，居民改
造意愿强烈。根据吉安市统一部署，经过一系列改造，如今该
小区道路平整、设施配套、干净整洁，居民都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以来，吉安市针对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堵点”对症下药，“四点”发力加大改造力度，积极探索老旧小
区改造的新路径。

加密工作进度，紧扣工作节点。该市简化前期及报建手
续，审批手续按管辖权限由属地县（市、区）采取一次性会审联
批方式，开通绿色通道办理，办理时限不超过 10个工作日。规
范工程竣工验收和项目审计等，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社区和
小区业主代表进行联合验收。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手续
简化，从申报到开工最快可缩短至1个月。为确保如期完工，中
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每半月一调度一通报。指
挥部各指挥长至少每半月一次现场调研，各区工作组对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实行每周一调度。

开展环境整治，攻克工作难点。该市开展老旧小区违法建
设拆除攻坚行动，对小区内各种私搭乱建的违章违法建筑依法
进行拆除，腾出小区公共空间。对电信、移动、广电等各类弱电
管线进行清理、归整及下地，更换老化线路。对影响建筑立面
效果的防盗网等构件予以拆除、规范。对居民实施油烟管道改
造意愿进行全面摸底，根据居民意愿选择油烟管道改造类型。

推进管线改造，打通工作堵点。该市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推进指挥部专设管线协调部，专门负责管线迁移的沟通
协调工作，出台有关文件明确了管线改造、迁移的范围，以及种
类、政策和标准、资金筹措方式。将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的管
线改造、迁移，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设计范围和施工预算。

跟进后续管理，抓好工作要点。该市按照常态长效管理的
要求，做到“改造一个、管好一个、示范一个”，将后续管理纳入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验收考核重要内容。对有条件的小区，引入
专业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对不具备条件的，采取保安保洁准物
业管理或业主自治管理等方式管理小区。

据了解，该市累计完成 482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 6.8
万余户，今年还将改造4.34万户。

柴桑区交警柔性执法获市民认可
本报九江讯 （记者曹诚平 通讯员张婕妤）“因交通违法，

受到交警口头批评教育，望各位好友以我为戒，爱护自己爱护
家人，遵守交规文明出行。”近日，在九江市柴桑区柴桑北路，一
市民因骑电动车超员载人被交警拦停，他将自己的交通违法行
为发到微信朋友圈，提醒大家文明安全出行。在收集到 20条

“遵守交规文明出行”评论后，交警将他放行，未进行其他处罚。
本着“处罚不是目的，宣教纠违才是根本”的原则，柴桑区

公安局交管大队近日出台柔性执法规定，对非机动车超员、非
机动车不走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头盔
3 种交通违法行为，当事人可在以下两种处理方式中任选其
一。一是把自己的交通违法行为发到微信朋友圈自我“曝光”，
邀请好友进行评论；二是和交警一起维持秩序，当半天交通志
愿者。完成上述事项后，交警可不对其进行扣车、罚款等处
罚。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和态度恶劣，拒不改正的交通违法行
为人，交警仍将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处罚。

这一措施自6月24日实行以来，已有50余名交通违法当事
人被免予罚款等处罚。“交通违法之后，发朋友圈自我‘曝光’，
对自己和他人都是一种警示，这种柔性执法方式比罚款、扣车
更温和，也更能教育人。”一名交通违法行为人说。

养牛托起致富梦
卢海乔 本报记者 蔡颖辉 7月5日，江西青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义坊村纪检监察联

络员主动上门，对辖区内80岁以上老人享受高龄补贴的情况进
行督查，确保高龄补贴政策落实到位。 本报记者 陈化先摄

南昌地铁4号线正在进行区间支架安装。

南昌地铁4号线风水电装修01标中铁四局青年安全监督员正在排查配电箱
安全隐患。

十余只水雉现身湖口江桥村
本报湖口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余祖德）7月5日，在湖口

县均桥镇江桥村鹅毛堰芡实种植基地，1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水雉或展翅嬉戏，或在芡实叶上栖息、孵蛋，构成一幅生态和
谐的乡村美景。

近年来，湖口县不断加大湿地与候鸟保护工作力度，通过
加强日常巡护、建立长效机制、健全保护网络、实行联合执法等
举措，加上湖区农民种植芡实等湿地植物，每年吸引近 10万只
候鸟来此越冬或度夏。水雉被称为“淡水湿地上姿态最优美的
鸟”，它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高，常栖息于塘堰及湖泊旁。因其
有细长的脚爪，能行走于荷花、芡实等浮叶植物上，体态优美，
羽色艳丽，人称“凌波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