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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赣鄱先锋

本报南昌讯 （记者宋思嘉）提起开发
区，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机声隆隆的
工厂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城乡接合部，然而
在南昌经开区，这样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
破，一排排绿植整齐挺拔，一朵朵鲜花点
缀其中，精致如画的“邮票绿地”、小游园，
以及健康步道、羽毛球场等锻炼场所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

上月底，南昌经开区龙潭公园正式开
园，成为今年继经开中央公园和儒乐湖公
园之后，开放的第三个综合性公园。开放
以来，包含山林回忆区、阳光艺术区、邻里
交往区、生态休闲区等四个绿地活动片区
的龙潭公园，为群众带来了绿色健康生活

的新体验。
“以前，这里杂草丛生，甚至一到下雨

天都走不成路。现在有了家门口的‘诗和
远方’，我们不用出远门就能呼吸新鲜空
气，还能在公园的篮球场锻炼身体，生活
幸福感大大提高。”家住龙潭公园附近小
区的居民李文华感慨不已。

近些年，南昌经开区聚焦打造内陆开
放型经济新高地，做大做强优势主导产
业，保持争先进位跨越发展势头。发展引
擎“转起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园区
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产城融合程度不深
等困境。去年之前，该区没有一处综合性
公园。

面对由“园区”向“城区”转型的挑
战，南昌经开区围绕“加速转型升级，打
造现代产业新城”这一主线，着力补齐城
市建设短板，加速产城融合步伐，大力提
升城市功能品质，充分利用拆违区、废弃
地、边角地带等见缝插绿，补足休闲场
所、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等不足，营造亮丽
的城市风景线，让越来越多的绿意荡漾在
居民心间。截至目前，南昌经开区已建成
辐射全区的 7个小游园、12个“邮票绿地”
和 3 条城市绿道，全区绿化面积达到 318
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为加快打造宜居宜业的现
代产业新城，全面完善城市配套功能，实

现与红谷滩主城区无缝衔接，南昌经开区
进一步推进“邮票绿地”、小游园建设，以
及黄家湖水环境综合治理，计划以黄家湖
为中心打造景观公园。同时，启动31条市
政道路更新改造，目前，筠霁路等 7 条道
路改造提前完工，赤府路、香樟路等 2 条

“断头路”顺利打通，全区路网循环正加快
形成。

“下一步，我们将在持续优化城市‘邮
票绿地’和小游园布局的基础上，打造立
体化的交通网络和生态宜居的城区环境，
不断拓展城市格局，提升城市品位，释放
生态惠民福利，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
色动力。”南昌经开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园区”向“城区”转型“宜业”向“宜居”拓展

南昌经开区提升功能品位推进产城融合
新修订的《江西省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印发

本报讯（记者卞晔）为适应当前突发事件的新形势、新变
化，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今年以来，我省对《江
西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5 版）进行修订。日
前，新修订的《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下简称《总
体预案》）由省政府印发实施。2005年省政府印发的《江西省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同时废止。

《总体预案》是我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由总
则、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准备与支持、预案管理、附则和附
件7个部分组成。其中明确了各类突发事件分类分级，规定了
全省突发事件应对组织指挥体系、工作机制、现场指挥、预案管
理等内容，是指导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规范性文件。

《总体预案》规定，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省政府是全省范围
内突发事件应对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省级专项应急指挥部
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全省相关领域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
省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规和职责分工，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负责主管行业领域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做好主
管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风险防范化解、风险监测预警等工
作，做好部门应急预案的编制与实施、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等工
作。应急管理部门综合协调各类应急预案衔接工作，承担本
级专项应急预案研究办理以及部门应急预案备案工作。

《总体预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群众自治组织、企事业
单位等要按本预案的规定履行职责，制定、完善相应的应急预
案及其支撑性文件，做好对预案演练和培训工作，专项和部门
应急预案演练省级层面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设区市级层面
至少每两年开展一次、县级层面至少每年开展一次。

小区电动车违规停放

景德镇开出首张罚单
本报浮梁讯（通讯员陈记昌）日前，浮梁县消防救援大队

监督执法人员在对辖区内多个小区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发
现，某小区一业主在小区公共门厅处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并
且未上牌。该行为涉嫌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
定》，消防监督员依据《规定》，对违规行为人开出了景德镇市
首张罚单，做出了罚款500元的处罚，并责令该小区物业公司
负责人加强小区内部管理，开展常态化居民消防宣传教育活
动，坚决杜绝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自8月1日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施行。
景德镇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开展高层建筑电动自
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共组织专项检查 40多场，涉及
高层建筑小区近百个。

“您好，请您扫下赣通码……”“大妈，出门买菜也请戴好
口罩……”8月11日9时，在南昌县银河社区门口，由银三角
党工委下派的两名党员干部按时到岗，切实当好社区疫情防
控“守门员”。

近期，银三角党工委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积极开
展疫情防控监督检查的同时，还组织80余名党员干部成立下
沉工作组，深入辖区8个村和12个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支
持社区（村）开展疫情防控及疫苗接种工作。这些党员干部
有的按照村、社区安排，上户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深入未接种
疫苗户家中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工作；有的成为社区（村）守
卡人员，全面开展来（返）人员排查，认真落实小区（村）进入
人员“四查一戴”要求（即查验体温、查验健康码、查验行程轨
迹、查验疫苗接种金边标识、佩戴口罩），守好基层“防疫线”。

截至目前，银三角下沉工作组已劝说500余名群众佩戴
口罩，深入300余户未接种疫苗户家中做好宣传工作，劝说进
出小区人员扫健康码2000余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
传力度，做好守点工作，以扎实的工作举措，全力以赴织牢疫
情防控网。”银三角党工委副书记程斌表示。 （齐芳芳）

银三角80余名党员干部
深入一线助力防疫工作

8月12日上午，为深入推进文明交通治理、巩固文明创
建成果，南昌市西湖区创建办、文明交通治理办牵头举办了
西湖区文明交通治理考核工作培训班，对来自全区13个街办
（镇、管委会）、9个区委部门和区直单位的相关干部，以及南
昌市交管局直属二大队、西湖交警大队的干警进行了培训。

培训班上，南昌市交管局秩序处负责人从考核原则、考
核方式、考核项目、考核要求等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了《南昌
市文明交通治理工作考核办法》，并结合西湖区实际情况，运
用实例生动讲解了工作方法。参会人员表示，通过此次学
习，进一步厘清了工作要点、压实了工作责任，今后将在实际
工作中逐条逐项地进行一一落实，力争西湖区文明交通治理
水平继续在全市考核中走在前列。 （陈文萍）

西湖区提升干部文明交通治理能力

7月29日，鸟瞰全南县南迳镇古家营村，成方成块的农田与新农村、溪流、青山相互辉映，构成一幅赏心悦目
的生态乡村画卷。 通讯员 唐夏玲摄

江西日报社干部职工
踊跃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和省
献血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联合开展“红色百年、热血献礼”无
偿献血活动以来，江西日报社积极响应。近日，报社组织干部
职工来到省血液中心的献血车上进行无偿献血，据统计，72
人共计捐献血液 1.98万毫升。这是江西日报社第 17次组织
无偿献血活动。

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献血主力军大学生放
暑假回家，我省医院血液库存出现紧张，为保证医院临床用血
需要，连日来，省血液中心在街头、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部
队有计划地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8月10日，分宜县委组织部退休老干部党支部联合县红
十字会，向防疫一线小区值守人员送西瓜。天气炎热，当地有
关部门关心投身于防疫一线的上万名干部群众的身体健康，
采取多种方式送清凉。 特约通讯员 黄传庚摄

军山湖自来水厂加紧建设
解决38万人用水问题

本报进贤讯（记者钟珊珊 通讯员肖国瑞）8月9日，在进
贤县军山湖自来水厂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
目前，该项目一期工程主体建设已经完成 70%，预计今年 11
月竣工，12月投产供水。

进贤县军山湖自来水厂位于七里乡罗源村、瑶池村，占地
面积 200亩，是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的一部分。建设内
容包括取水工程、原水输水工程、净水厂工程、清水输水主干
管网建设、综合办公楼等附属建筑。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
高该县供水保障能力及供水水质，使农村和城镇在用水方面
享受“同质、同价、同网、同服务”待遇，实现“农村供水城市化、
城乡供水一体化”。

据了解，该水厂项目总投资 3.595亿元，可供应进贤县城
区、民和镇、七里乡、前坊镇、三阳集乡等地约38万人口用水。

“这次寻访，找到了我曾祖父牺
牲后的埋葬地，解开了我们几代人
的心结。”近日，在吉安召开的“湘赣
边三年游击战”革命遗址保护行政
公益诉讼系列案公开听证会上，红
十七师政治委员徐细元烈士家属徐
海平哽咽说完，起立深深鞠躬。这
一结果，他们一家等了87年。

时间回到 1934 年 10 月，中央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
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红十七师留在
湘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在安福
县钱山乡观形村一次与国民党军
队的战斗中，政治委员徐细元英勇
牺牲。共产党员李降生和另一名
红军战士含泪将其安葬于该乡汤
家龙形里瀑布水潭边。在随后的
日子里，李降生与儿子李涛之默默

守护着烈士墓。2005 年，当地修
路，原计划要经过徐细元烈士的
墓，因李涛之的守护免遭破坏。

而这一切，徐细元的家人并不
知情，虽经过多番寻找，但因山高
林深，加上当时时局动荡，终未能
达成心愿，随着时间推移，渐成一
家人心中的痛。徐海平回忆，逢年
过节，家中长辈谈及此事，总忍不
住落泪。

时光荏苒，一晃 87 年过去了。
今年年初，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和杭
州军事检察院联合部署“守护红色
军事文化史迹”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行动。在省检察院的指导下，吉安
市检察院、安福县检察院、永新县
检察院联合杭州军事检察院对“湘
赣边三年游击战”革命遗址进行了

全面寻访调查，共寻访永新县湘赣
边游击战争革命遗迹26处、安福县
钱山乡红色文化遗存39处，其中包
括徐细元烈士墓、湘赣独立三团团
长刘启明墓、湘赣省红军独立五团
烈士墓群、虎龙坪战斗遗址等。

听证会上透露的细节显示，当
检察干警和民间志愿者来到徐细
元烈士墓前，发现墓葬墓基已沉
降，亟待保护。安福县委县政府及
相关职能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在当
地群众的帮助下，已着手研究对这
些革命遗址和红色文化开展保护。

87年的期盼一朝梦圆，徐海平
激动不已。他表示，非常感谢检察
院和当地政府的同志，希望通过下
一步的抢救性保护、挖掘，让先辈们
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影响更多人。

跨越87年的期盼终得梦圆
王 琴 白 灵 本报记者 李 歆

8月 5日，当记者赶到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竹岩村采
访时，右手打着石膏绑着绷带的杨敏正在村里忙碌着……

当季的竹岩村，清泉绿树夏风凉。站在村边那座古老
的石拱桥上，只见清澈透亮的沧溪河水静静地流淌，一些
村民正在田地里忙活着。夜幕降临，有的村民在村庄平坦
的柏油路上散步、谈笑，有的村民则在空地上随着音乐节
拍欢快地跳着广场舞……徜徉其间，犹如置身一幅世外桃
源般的秀美乡村画卷中。

这两年，山青岭翠的竹岩村在发展上一路“奔跑”，对
比往昔，村容村貌更好了，乡风民风更纯了，幸福生活就在
眼前。谈及让村庄变化的“功臣”，常常挂在竹岩村老百姓
嘴边的，肯定有“我们的杨书记”。

“杨书记”就是竹岩村2900多人的“领头雁”——今年
62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敏。当年他考上大学走出村庄，
如今告老还乡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2019年4月，杨
敏从江西日报社退休，简单收拾后就回到老家竹岩村住了
下来，并将党组织关系转到村里，成为村党支部的一员。

2019 年 11 月 21 日，杨敏被推选为竹岩村党支部书
记。那一天，他向全体党员承诺：“一定会尽自己所能做些
实事，让竹岩变得越来越美。”

竹岩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道路、水坝、山塘等设施不
完善，村民人心涣散……真可谓困难重重，压力巨大。“人
心齐，泰山移。要发展，凝聚人心、团结起来是最要紧的
事。”杨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村办公楼的围墙，他说：

“希望大家和我之间没有‘围墙’，有困难、有诉求，迈腿到

这里找我就行。”
“杨书记，河边一直没有护栏，小孩到那里玩很危险”

“村里2000多人，没有一个正规的农贸市场”……一时间，
村办公楼二楼成为议事厅、交流室，大家为村庄的发展和
建设提意见、出点子，一起勾勒村庄的美好未来。

很快，在杨敏的带领下，道路硬化、水坝山塘维修、农
贸市场建设、公厕建设等十余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陆续上
马。“修的是路，是水坝，但这些事情让每一个人心里都热
乎乎的。”工程车、挖掘机陆续开进村里……85岁的村民
周桂兮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作为一名老党员，杨敏深知提高党员政治站位和身份
意识的重要性。全村有70名党员，行走在村里你会发现，
每一名党员家门口都悬挂着“共产党员户”的醒目标志
牌。杨敏要求党员要公开亮明身份，以更好地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竹岩村
高高飘扬，让党支部成为广大村民的主心骨。

党建引领凝聚力量。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根据疫
情防控工作需要，竹岩村先后有130多名村民主动报名成
为志愿者，分赴各个卡点轮流值守，对村庄进行巡逻。他
们当中有退役军人、大学生、村民小组长，党员更是率先垂
范，冲在最前面。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杨敏利用村里的大喇叭，将各级

疫情防控部署“翻译”成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语言进行播
报，并将防控注意事项以本地方言、“硬核”语调进行播送，
让群众充分了解疫情防控工作，团结一心抗击疫情。

“为家坚守，共渡难关。”党员的付出、志愿者的尽责，
深深感染了村民们。80多岁的老党员周德余在经济条件
并不好的情况下给志愿者捐出500元，其他村民也纷纷捐
钱捐物。“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就能释放大能量，疫情防控
工作才会更加有力有效。”杨敏深有感触地说。

眼下，竹岩村的建设还在加速。村小修缮正在进行，
水沟改造项目已经开标，农贸市场建设接近尾声……“作
为一名退休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杨书记常常自掏腰包坐
班车到区里去，为村里申请项目建设政策和资金。他右手
骨折仍每天坚持到村里上班，远在省城南昌的爱人生病住
院，也没能前去陪伴照顾。”村民杨正丁说，村里这些年的
发展，少不了杨敏的辛劳付出。

由于工作勤勉务实，杨敏先后被评为上饶市“最美老
干部”、上饶市优秀共产党员、“新时代赣鄱先锋”。“回乡当
村干部，是党的需要、老百姓的期盼，也是回报桑梓、贡献
余热的个人情怀。”倚靠在村里新建成的溪堤护栏上，目之
所及，草木葱郁，村庄生机勃勃，未来的竹岩村怎样开辟一
条产业发展之路、如何接续奋斗推进乡村振兴，透过厚厚
的眼镜片，杨敏目光笃定。

生态乡村美如画

退休不褪色 初心永炽热
——记上饶市广丰区东阳乡竹岩村党支部书记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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