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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芦溪县芦溪镇巾帼护河志愿服务队在袁河开
展“保护美丽河湖，建设美好家园”主题志愿护河活动。活动
中，志愿者通过捡拾垃圾、清扫枯枝落叶、向群众发放倡议书
等方式，呼吁群众投身美丽乡村建设，人人争当“河长”，加
入到水环境保护治理队伍中来，同心协力推进河长制工作，
共同保护好母亲河。 （李卜茜）

7 月下旬，河南省郑州市遭遇强降雨
天气，电网受损严重，导致大面积断电，部
分居民生活无电可用。为支援河南防汛
抢修保供电，根据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统
一部署，国网萍乡供电公司迅速行动起
来，选派现场作业经验丰富的抢修人员及
技术过硬的驾驶员组成应急供电小组，紧
急驰援河南郑州。

7 月 22 日晚上 7 点，萍乡城南供电中
心六级职员、配电班班长何建军及班上三
名同志，携发电车及所需施工器具、仪器、
材料、物资和各类药品，连夜奔赴900公里
外的保电战场。

“专门带孩子过来，让她记
住帮助我们的人”

经过1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应急供电
小组于 23日上午赶到郑州。他们顾不得
旅途劳累，车一停稳就投入工作。他们的
第一站是黄委会凌云路6号院。洪灾破坏
了电力设施，6号院200多户居民断电断水
断手机信号已达四天。暴雨过后郑州气
温迅速上升，大地像蒸笼一样，热得喘不
过气来，居民们生活苦不堪言。上午 10
时，应急发电车开始运转，刹那间，小区里
光明四起，欢呼声一片。

为保障发电车高效工作，何建军和三
名保电人员轮流值班，24小时守在发电车
旁，不时检查设备运行情况，监测油表油
位、机油卡尺油位等，不敢有丝毫松懈，他
们每天睡眠不足 5小时，一日三餐均在车
上解决。

在黄委会保电的三天，居委会宋主任
每天早上6点不到就骑着电动车给保电人
员送早饭，每次都带着 11岁的女儿，“我
是专门带孩子过来，让她记住帮助我们的
人。”

除了三餐，每天晚上，总是有居民来
送夜宵，他们说：“一日三餐是居委会的，
这是我自家的，千万要收下。”让何建军记
忆深刻的是有位大妈每天晚上 11点端一
碗羊肉汤来，“全是肉，端来时还冒着热
气，河南人民真实诚。”

“这电你们放心用，我们的
发电车承受得起”

为了最大程度提供稳定、可靠的用
电，国网萍乡供电公司调派了一辆 330千
瓦的应急发电车，然而小区居民担心发电
车超负荷，自觉将家中电器用电调整到最
低水平，关了空调、电视机、热水器，有的
甚至连冰箱也关掉，只留下照明用电、手

机充电，最后数据显示，整个小区 200 多
户，每小时用电量约 40千瓦时，占整个发
电车负载率不到15%。

这个情况让供电小组同志又感动又
着急，何建军找到宋主任，一再请他转告
居民们：“大家放开来用电，我们的发电车
承受得起，天气这么热，不开空调不用冰
箱怎么行？”

宋主任说：“够了够了，我们能照明充
手机就够了，大家都舍不得用，担心用多
了影响设备，你们这么远跑过来，不能多
给你们添麻烦。”

“保障每一位客户安全可靠用电是供
电工人的职责，我们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河南人民的热情、善良让我感动不已，自
然灾害打不倒河南人民。”保电小组成员
李正发感慨地说。

“撤离时居民扔了一车吃
的，我们让司机赶紧发车离开”

7月25日下午6点，黄委会凌云路6号
院线路恢复正常供电，萍乡应急发电车迅
速开往下一站——黄委会顺河路 45 号
院。在这里，保电人员坚守了 3天 3夜，为
这里 300 余户居民 24 小时不间断提供了
电力供应，直至郑州当地供电抢修工作全

面完成。
7月 28日晚，萍乡应急供电小组圆满

完成援豫保电任务，根据省公司安排，连
夜驱车返回江西。

得知何建军他们要走，闻讯赶来的居
民把车子围了起来，他们用最纯朴最真挚
的方式表达对保电人员感激，就是送吃送
喝。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箱一箱往车上
搬饮料，孩子们扔下旺仔牛奶就跑，大妈
们直接扔火腿肠鸡腿。

“老兄，太客气了，你们刚遭了灾，物
资紧张，留着自己吃。”不管何建军怎么推
谢，热情的群众来了一拨又一拨，东西越
送越多，盛情难却的何建军只好叫司机发
动车子赶快离开，车子开出一段距离后，
何建军仍能听到“谢谢你们，江西老兄”的
感激之声。

“老兄”，是保电人员和当地居民之间
共同的称呼。一声老兄拉近了彼此的距
离，一声老兄道出了我们中华儿女亲如一
家的同胞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患难
中见真情。

从7月22日至28日，萍乡供电应急小
组队员肩负光荣使命，累计保电120小时，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电力铁军，用鱼水情深
践行了“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向云星）

千里奔驰送光明
——国网萍乡供电公司援豫保电侧记

“镇廉政教育展厅内容陈旧，作用发
挥有限，镇纪委计划对展厅内容进行更
新，新增智能屏等互动性强的设备，提升
廉政教育质效。”近日，龙南市杨村镇纪委
相关负责人向该市纪委监委调研组提出
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为推动乡镇新一届纪委尽快进入角
色、履职尽责，龙南市纪委监委已派出调
研组深入17个乡镇开展调研，为新一届乡

镇纪委“把脉开方”。
调研主要采取现场座谈方式进行，旨

在充分听取乡镇纪委书记对未来工作的
打算、履职存在的困难及对市纪委监委
的意见建议。调研组现场解答工作疑
问、指出存在问题、明确工作方向，并对
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调研组还走
访了各村（社区）纪检委员，了解村级监
督工作开展情况，推动村级监督试点工

作走深走实，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
公里”。

据了解，在乡镇党委班子和村“两委”
班子换届过程中，龙南市纪委监委对全
市 17 个乡镇纪委书记进行优化调整，充
实了 34 名乡镇纪委副书记、纪检干事。
同时，将村级纪检委员纳入定补干部行
列，实现村（社区）纪检委员全部兼任村
（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换届后，乡镇

纪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下降两岁，村（社
区）纪检委员平均年龄下降三岁，为乡镇
纪检监察和村级监督队伍注入了“新血
液”，带来了新活力。

统计数据显示，此次调研共走访 17
个乡镇107个村（社区），收集基层意见37
条，向乡镇纪委提出工作建议27条，推动
解决实际问题11个。

（赖文婷）

龙南市：深入基层为乡镇纪委“把脉开方”

立秋过后，赣南依旧是热浪翻滚。8
月 9 日，走进寻乌县南桥镇南龙村，村民
温燕军的果园生机盎然，清凉绿意扑面
而来。“我的果园有今天的规模，寻乌农
商银行功不可没。信贷从最初的 2 万元
增加到现在的 30 万元，有了他们的支
持，我的果园面积迅速扩大。现在，我
不仅种了 10 亩百香果，还种了 400 多株
脐橙，事业越干越有劲了。”温燕军告诉
记者。

南龙村村主任温勇辉介绍：“我们村
的产业以果业和蔬菜种植为主，在寻乌
农商银行的信贷支持下，近两年总体种
植面积明显增加。目前，全村 150户农户
受益于农商银行贷款，全村贷款余额达

1500万元。”
近年来，寻乌农商银行把推进普惠金

融作为全行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
探索服务“三农”的新途径、新思路、新方
法，竭力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便捷度、
获得率，让普惠金融之“花”开遍乡村的
田间地头。该行将普惠金融工作成效纳
入各级支行重点工作考核，提高各支行
落实普惠金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信贷服务中，明确投放重点 1000 万元
以下特别是 100万元以下的贷款，重点用
于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加大支
农支小力度。

普惠金融重在惠及面。该行在“三
农”片区网点持续开展整村推进，把年轻

客户、未授信农户及外出经营农户作为扩
面重点对象。同时，充分利用农户小额信
用贷款产品办理简单、速度快、额度灵活
等优势，全面对接农户。

为了消除农村偏远地区金融服务
“盲区”，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寻乌农
商银行在持续提升县域物理网点服务能
力的同时，针对农村偏远地区金融服务
供给相对不足的现状，先后在偏远乡镇
设立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使当地村民

“足不出村”即可办理支农惠农补贴支
取、小额现金调剂、用户余额和交易明细
查询、自助缴水电气费、口头挂失等金融
业务。截至 6月底，该行普惠金融服务站
覆盖面达 91%，全年助农交易 11.57万笔，

助农交易金额 5769 万元，惠及全县 15 个
乡镇的农户。

一系列“组合拳”推动寻乌农商银行
普惠金融业务实现快速发展。截至 6 月
底，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56.70 亿元，较年
初净增 5.57 亿元，增幅 10.88%。在贷款
投放中，该行坚持支农支小、普惠金融理
念，至 6 月底，单户 1000 万元以下贷款较
年初上升 4.83 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
86.71%。

下一步，寻乌农商银行将持续强化
“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推出更加丰富
的线上金融产品，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多
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不断提升
县域及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能力。

让普惠金融之“花”开遍乡村
——寻乌农商银行持续加大支农支小力度

凌金波 本报记者 唐 燕

本报讯 （记者李芳）中小学生研学
基地如何建设，研学课程如何开发，研学
效果和服务质量如何评价？7月28日，省
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正式发布了《江西中小学研学旅
行系列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这意
味着，我省中小学研学旅行的“研”和

“学”，都有了明确要求。
《标准》包括基地（营地）认定规范、

课程设置规范、组织实施规范、评价规范
等 4个文件，构成了研学旅行的基地（营
地）、课程、组织实施和评价的闭环。其
中，基地（营地）认定规范用于指导建立
研学旅行的服务场所、完善基本条件；课
程设置规范用于指导结合学生身心特
点、接受能力和实际需要，科学设置课
程，发挥研学旅行的育人功能；组织实施
规范用于指导制定研学旅行工作规程，
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明确安全保障责任，
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安全、有序开展
研学旅行；评价规范用于指导对学校组
织研学旅行、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情况
和成效进行科学评价。

例如，课程设置上，学校每学年可安
排 1 至 2 次研学旅行，分小学高年级（四
至六年级）、初中、高中等三个学段分别
实施，研学旅行课程也相应地按三个学
段单独设置、分别实施。课程类型分为
地理、自然、历史、科技、人文、活动等六
类，根据江西地方建设和文化特色，可以
分为红色、绿色、古色等课程。

省教育厅厅长郭杰忠表示，《标准》
的制定，是我省在研学旅行实践上的有
益探索，接下来，将遴选一批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基地（营地），精心打造一批示
范性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
计划，建立丰富的研学旅行课程体系，逐步加强专业队伍
建设、健全安全责任体系，科学评价学生研学旅行成效，并
将评价结果逐步纳入学生学分管理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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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碧玉 实习生武刚燕、官结影）为加强农村
建筑工匠培养和管理，为群众建房提供专业技术支持，近日，省
住建厅分步骤推进全省农村建筑工匠培训。目前，已经有390
余名建筑技术专业人员参加了培训。

7 月下旬，省住建厅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在南昌设主会
场，在各设区市设分会场，已集中培训一批有一定教学能力，
对农村建房情况比较了解，又具备一定理论知识，并将承担
本地区建筑工匠培训教学任务的建筑技术专业人员。接下
来，他们将分批次地通过专题讲座、案例教学等方式培训工
匠。到2021年底，全省每个行政村至少有2名建筑工匠参加
培训。每个人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30课时，培训内容包括：常
用建筑法律法规、建筑技能和安全知识、新时期防震减灾知
识、钢筋技术与操作等。

按照要求，今后享受各级政府资金补助的农村危房改
造，必须由经培训合格的建筑工匠或有资质的施工队伍承
担。各地在对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时，应着重对
建筑工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复核，以确保农村建房安全。

全面加强农村建筑工匠培训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李诚浪）“本月请各村级纪检委员
紧紧围绕疫情防控、新农村建设项目等开展监督，发现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上报。”这是抚州市东乡区纪委监委 7月
初向村级纪检委员下发的监督工作提示单，并要求月底详细
填写工作月报表，通过“一单一表”强化村级监督，切实打通
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为充分发挥村级纪检委员监督“前哨”作用，帮助他们厘
清工作职责，实现村级“监督网”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
变，东乡区推行“一单一表”制度：一单充分结合当前中心工
作及农村工作实际明确监督重点，一表根据自身每月履职情
况报告问题线索和群众意见等，以织紧织密基层监督网络，
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1至 7月，此举措发现问题线索 14
条，化解矛盾纠纷94个。

东乡区“一单一表”强化村级监督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罗春华）“屋内群众不必惊慌，请按
照消防通道指示箭头有序离开。围观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
消防队员立即接通水枪，对准火点喷射……”近日，南昌县八
一乡举行消防应急演练。按照演练方案，该乡应急办接到火
情报告后迅速拨打119，并立即赶到现场，组织前期扑救。

据了解，为提高全乡广大群众特别是辖区内企业消防安
全意识，增强居民自救常识，使居民牢固树立“全民消防，生命
至上”的理念，营造稳定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近日，八一乡选
取莲溪村开展了一场消防演练，通过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干部
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和检验了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和群众
的自救能力。

积极筑牢消防安全堡垒

7月29日，宜丰县澄塘镇丰产水库的工作人员驾驶着快艇在库区进行巡查和
水质检测。近年来，宜丰县大力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推行“五水共治”，综合管治
河水、溪水、库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
水生态环境。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新时代赣鄱先锋
近日，景德镇市消防救援支队昌江大道特勤站站长助理吴刚的荣

誉表里又增添了一项——“全省优秀共产党员”。39岁的他平日里是
消防指战员们亲切的老大哥；训练场上，他却是雷厉风行、要求严格的

“拼命三郎”。每年全省消防救援队伍的实战化岗位练兵比武竞赛，他
都主动请缨担任参赛员或教练员，和集训队员一起摸索训练规律，悉
心钻研训练的方法和技巧，并多次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

投身消防 20余年，吴刚什么岗位都待过，从新兵到班长，从驾驶
员到装备技师，即使担任了站长助理，也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当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重。当祖国
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哪怕是赴汤蹈火，也要一往无前！”这是吴刚的职
业信条。

从地震救援到抗洪抢险，从厂房爆炸事故救援到车祸现场救援，20
余年的风雨历程，他用敬业彰显了忠诚，用奉献展现了伟大，用坚守一
线、不畏牺牲的“逆火前行”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铮铮誓言。

在特勤站荣誉室里，有一顶特殊的头盔，经过烈火的炙烤已经熔化
变形，这是吴刚在“7·6”煤气储罐火灾中留下的。2020年7月6日，景德
镇市黑猫集团一煤气储罐突发大火。作为增援突击队的一员，吴刚第一
时间到达火场，主动请缨深入火场对罐体进行冷却，并对起火点进行压
制。吴刚克服了高温、浓烟等重重困难，全力扑救，直到罐体泄漏点的火
势完全扑灭。当他出来时，才发现头盔已被烈火炙烤变形。

一顶熔化变形的头盔，是吴刚不畏艰险英勇救人的生动体现，也
是他 20 余年如一日一往无前的见证。他先后参与汶川特大地震救
援、“6·19”抗洪抢险、昌南慧谷火灾等各类救援战斗 1900余次，救助
遇险群众 2300余人。吴刚说：“险情就是命令，作为经验丰富的老消
防员，危急时刻更不能退缩。大火可以熔化我的头盔，但无法战胜我
与险情作战到底的决心。”

多年来，吴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消防人对消防事业的
执着与坚守。勤于钻研、善于思考的他先后发表论文 5篇，发明革新
移车器、多功能可视记录仪、抗震拉动推车等器材装备 15件，创新研
究梭式窑内攻操、老旧民房紧急避险操等操法战术 5种，成为指战员
公认的学术技术带头人。

面对城区巷子深、道路窄、供水难的实际，吴刚和队员们一道日夜操
练、摸索，创新研究出远距离供水操等战术战法和手推式细水雾消防车
等器材装备，在扑救巷子的初起火灾中发挥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吴刚时常对身边的消防员说：“作为消防员，岗位可以平凡，工作
可以普通，但绝不能平庸，更不能落后。只有勇于担当、苦练本领，才
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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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共治五水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