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通！
南昌地铁4号线开启空载试运行

◀▲南昌地铁4号线开启空载试运行。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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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旺

8月10日，峡江县巴邱镇何家村葡萄种植基地，果农正在采
摘葡萄。近年来，该县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特色”的产业格
局，因地制宜，发展葡萄、井冈蜜柚等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特约通讯员 陈福平摄

8月12日，湖口县均桥镇高塘村红心火龙果种植基地，成
片的火龙果全面进入采摘季。近年来，该县着力形成“一村一
品、一乡一园”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张 玉摄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 实习生徐玉婷）南昌地铁4号线工程顺利通过所有关键设备设施运
行检验，整体系统联调联试后实现了“三权移交”。8月15日，4号线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这也

意味着4号线实现全线车通，亦标志着4号线将迎来年底开通倒计时。本次空载试运行自
8月15日始至11月15日结束，历时3个月。

15日9时30分，记者从4号线高架段的裕丰街站登上列车。与其他线路
列车只能在地下行驶不同，4号线列车启动后，九龙湖片区的景色很快透过

玻璃窗户映入眼帘，视野十分开阔。5分钟后，列车驶进中堡站稍作停
靠，随即返回。

据悉，地铁建设共分为四个关键节点，即实现洞通、轨通、
电通和车通。空载试运行期间，南昌地铁将通过一系列实战演

练，检验各项设备设施系统的主要功能；检验运营规章和各
项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安全性、合理性，并进一步完善运营
规章和应急预案；锻炼员工队伍，使其熟练掌握设备的操
作及故障处理方法，提高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
力，为后续开通初期运营提供安全保障。

目前，4号线全线29座车站已全部封顶，全线6条高
架区间、52条单线区间已全部贯通。全线出入口风亭附
属结构共 135个，已完成 83个。各站点及区间的机电设
备安装、调试及装饰装修工作已全面铺开，整体形象进度
已完成近90%，如期按节点完成各项施工。

走进靖安县仁首镇雷家古村，但见
一排排民居错落有致，一条条平坦整洁
的水泥村道纵横交错，更有那明澈如镜
的池塘，蓝天白云、亭台楼榭倒映其中，
美轮美奂。

雷家古村只是仁首镇扎实推进乡
村环境综合治理、建设秀美宜居乡村的
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该镇将环境整治
作为乡村振兴的首位工作来抓，精准发
力，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在“治脏、治
乱、治差”上下功夫。

针对该镇环境整治底子薄、问题
多、反弹快的情况，该镇建立街段长制，
将集镇街道划分为 13 段，由 13 个工作
组分班值勤，重点整治出店经营、车辆

乱停乱放、农贸市场脏乱等重点问题。
同时，镇党委班子成员实行蹲村挂点
制，村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围绕垃
圾清运、路面保洁、杂草清理、农户门前
乱堆乱放、家禽圈养等问题，开展摸排，
现场反馈问题，立即整改到位。开展集
中整治以来，该镇集中整治用工5000余
人次，镇村环境明显好转。

四五个身着橙色的环卫服保洁员，
在细雨中挥锨填土，弯腰捡拾垃圾，分类
整理打包并投放到垃圾车上；三四个管
护员分村督查……眼前这一幕，是记者
近日在周口村看到的。仁首镇以“整脏
治乱”为抓手，实现垃圾集中处理。同
时，将生活垃圾纳入清运范围，使垃圾得

到及时收集统一处理，村内卫生整洁，村
容村貌大为改观。“你看，现在我们村多
漂亮，像公园一样，不比城里差吧。”石下
村村民涂军香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走进老屋村，村民们细诉着镇里立
足长远抓好环境变化带来的实惠，笑脸
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以前的路坑坑
洼洼，雨天道路泥泞,脏水四溅。现在道
路硬化，村里美化得像公园，生活既方便
又舒服。该镇党委书记漆毛毛说：“治理
不是目的，自觉才是根本。我们建立健
全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加强督查考核，
突出抓好一个‘严’字，抓好长效管护。”

仁首镇高点站位、统筹推进，通过
多层次的督查机制，形成了以问责督

查、领导带队督查、媒体跟踪督查等为
核心内容的责任追究体系，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的农村社会治理新局面，有效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态化、长效化。
同时，该镇财政多方筹集资金 200余万
元，用于环境整治和长效管护工作，做
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

如今，村民生活环境随着拆危治乱环
境卫生整治工作的深入推进，发生了巨
变，处处生机勃勃。石上村村民胡恒南感
叹：“以往我们饲养的禽类、牲畜产生的
粪便随意堆放在房屋周边，整个村子臭
气熏天。如今，拆‘危’为‘安’，治‘乱’为

‘美’，村庄美了，人居环境更加舒适了，为
美丽乡村增加了内涵，增添了活力。”

着力长远下足“绣花功”
——靖安县仁首镇建设秀美宜居乡村见闻

刘阳云 刘钰琦 本报记者 余红举

玉山全面排查电梯安全隐患
本报玉山讯 （记者余燕 通讯员胡明乾）8月 10日，玉山

县冰溪街道玲珑雅居小区内，专业人员正对该小区 3栋居民
楼电梯进行维修、检验，更换照明装置、缓冲器等，专业有序的
工作得到居民称赞。

据了解，玲珑雅居目前处于暂时无物业管理的状态。前
段时间受强降雨影响，地下室部分位置被水浸泡，导致电梯部
分零件受潮受损，存在安全隐患。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及时
安排维修人员对电梯底坑检修盒、限位开关等装置进行维修
或更换，并由上饶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进行现场检验，恢
复了电梯的安全运行。

电梯安全是关系群众生活的民生大事。据了解，该县市
监局、住建局等单位组织专业人员，对县城内暂无物业管理或
物业管理不到位的19个小区84台电梯进行综合检查，由维保
单位进行维修、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消除安全隐患，增强群众
的安全感。“近段时间，我们会及时调配专业人员，集中力量加
快进度对相关小区的电梯进行全面检修检验、排查隐患，保障
广大居民的生活出行安全。”玉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说。

“云”研判“智”分析

赣州巧用信访大数据
为民办实事

本报赣州讯（通讯员王华洋）近年来，赣州市信访部门运
用信访大数据技术，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深受好评。目
前，赣州市网上信访占比近 78.4%，每年为群众便捷反映诉
求、快捷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近万件。

“一网通办”，数据集成，方便群众反映诉求。近年来，赣
州信访部门狠抓信访信息化建设，先后投入 200余万元对信
访网上服务中心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群众可以通过微信、“赣
服通”、手机 APP、市长信箱等 13 个网上渠道反映问题。此
外，建成信访大数据分析平台，对国家、省、市、县四级信访数
据进行自动采集、汇总和分析，让全市信访事项“一个口子进
出、一个系统流转”，做到集成管理、一网通办。同时，通过

“云”研判，“智”分析，精准化解群众诉求。依托信访大数据分
析平台，每日开展信访形势分析研判，一旦某个地方、某个行
业、某个领域信访形势异常，第一时间向相关地方和主管部门
发送预警提示，督促做好排查化解工作，做到抓早抓小、精准
化解。

抓痛点，破难点，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针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该市信访部门依托信访大数据分析平台，做到即时受
理，第一时间通过网上服务平台转交相关责任单位办理，并且
通过视频会议、系统预警督办、网上巡察通报等方式进行督察
督办，信访事项办理效率大大提高，进入系统的信访事项平均
办结时间降至16个工作日，办理效率提高近一倍。

贵溪乡贤三年捐资助学
350余万元

本报贵溪讯（记者钟海华 通讯员余贵兵）罗河镇陈家村
教育促进会 2018年至今共捐资 131万余元；鸿塘镇教育促进
会2018年至今共捐资73.4万余元；文坊镇张承林、张福彬、童
演林等 21名乡贤累计捐款 57万余元；天禄镇 40余名乡贤共
捐资54万余元……为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教
育振兴，贵溪市充分发挥各乡镇乡贤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近
三年来，贵溪市乡贤捐资助学累计达350余万元，有力推动了
该市乡村教育事业发展。

为充分发挥乡贤作用，贵溪市各乡镇纷纷成立教育促进
会等民间组织，吸纳当地乡贤踊跃加入。据了解，该市乡贤捐
资助学的款项多用于奖励优秀教师、优秀学生，资助贫困学
子，目前已有2400余人次受到奖励或资助。除了为乡村师生
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奖励外，贵溪乡贤更以自己的奋斗经
历为学子们注入精神力量。该市各乡镇利用春节等节假日乡
贤回乡探亲的机会，组织乡贤为当地学子上励志课。

时下，正值竹荪菇采摘旺季。永丰
县龙冈畲族乡万功山村竹荪菇基地一
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正忙着采摘、烘干

竹荪菇。一朵朵竹荪菇撑起洁白的小
伞，清香弥漫。

竹荪菇以木屑、竹屑、稻草等为栽

培原料，属名贵食用菌，营养丰富，滋味
鲜美，素有“真菌皇后”的美誉，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和良好的经济效益。

不过，竹荪菇的采摘时间短，在菌
裙下垂、开张度最大时应立即采摘，否
则会降低品质，影响价格。村民万振立
和其他务工人员每日清晨6时便要来到
基地采摘。

“以前在外面务工离家远，收入虽
还可以，但辛苦又照顾不到家里。得知
村里要建基地种植竹荪菇，我就以10万
元入股，每年都有分红。”在遮阳棚里，
万振立一边忙着采摘竹荪菇，一边和记
者交谈。对比之前在外务工，现在既能
挣钱又能陪家人，万振立开心地笑了。

村党支部书记江忠才介绍：“基地
共种植竹荪菇50亩，每日用工量可达40
余人次。采摘完就拿去烘干，不然新鲜
的竹荪菇容易变形走味。每天都有商
贩上门来收，产量再多也不愁卖。今年
可采摘 4 批，目前头两批总产量已达
2000公斤，收益达60余万元。”

据介绍，曾经的万功山村没有产
业，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许多村民都
外出务工。2019年，该村党支部通过强

化党建引领，建强组织堡垒，鼓励村干
部和党员带头入股，建起竹荪菇种植基
地，将产业做得有声有色。

负责竹荪菇种植技术指导的张海
勇，是基地合伙人之一。竹荪菇从种植
到采摘完成，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工
序，技术性要求比较高。张海勇刚开始
对这些也是一窍不通，为了能种植成
功，他专程到外地学习，靠着一点一滴
学来的技术加上亲身实践，基地第一年
就赚了8万元。

“竹荪菇产业不仅让村民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业，增加了收入，学到了技术，
每年流转土地还有收入。”江忠才告诉
记者，“看到村里种植竹荪菇的收益这
么好，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来创业，
产业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

小小竹荪菇，撑起了村民的“致富
伞”。竹荪菇产业既盘活了闲置土地，
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又拓宽了村
民的增收渠道。目前，万功山村竹荪菇
产业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25万余元，
带动 35 户农户年均增收 8000 余元，走
出了一条产业旺、经济强、群众富的新
路子。

竹荪菇撑起“致富伞”
吴运忠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村民正在晾晒竹荪菇。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