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7日，航拍雨后的会昌县文武坝镇下半岭村，晨雾缭绕，黄绿相间的稻田与蔬菜
大棚及农家房屋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美丽乡村 秋雾缭绕

出租车拒载，
南昌市相关部门在西客站开展
联合执法

本报讯 （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淦甜）“停车，请接
受检查。”8月11日15时许，南昌市交通局综合执法支
队红谷滩大队联合红谷滩交警大队、南昌西站综合服
务中心、西站派出所等单位，在南昌西客站网约车上
车点开展执法检查时，一网约车欲逃避检查被执法人
员逼停。经查，该车司机现场无法提供从业资格证，
车辆被暂扣。

针对旅客反映南昌西客站存在出租车拒载、不打
表，以及网约车站外揽客、线下收费等乱象，南昌市交
通局综合执法支队红谷滩大队进行了前期摸排，8月
10日起开展联合执法，着重对南昌西客站上客点出租
车拒载和网约车、黑车非法营运等现象进行打击。据
悉，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开展一个月。

治

乱开远光灯，
南昌交警提醒：原则上在全市城
区范围内车辆不能使用远光灯

本报讯（记者蔡颖辉）8月17日，记者获悉，10套
专门用于查处不按规定使用远光灯的新型电子警察
设备，将于 23日在南昌街头上岗，实现夜间时段全覆
盖，执法更加高效安全。

据悉，今年以来南昌交警共查处不按规定使用灯
光交通违法行为2372起。从8月14日开始，南昌交警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不按规定使用灯光交通违法
行为，并对违法当事人进行现场体验教育，让其现场
适度体验远光灯照射的危害性，强化执法效果。

在强化现场执法的同时，南昌交警还完成了对10
套新型电子警察的测试、升级，可根据汽车灯光的光
晕大小、光斑远近精确判断车辆是否乱用远光灯。10
套电子警察主要分布在抚河中路、阳明路、北京西路、
解放路、赣江中大道、湾里大道等。

南昌交警提醒，市区内的夜间道路照明情况良
好，原则上在全市城区范围内（除个别照明条件不好
的道路）车辆不能使用远光灯。希望广大驾驶员注意
和掌握灯光的规范使用，共同维护夜间行车良好的交
通环境。

查

天刚刚亮，地处赣江畔的樟树市大桥街道龙湾
村委会城上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整齐齐，棚内色泽
诱人的西红柿、圆心包菜等各类蔬菜长势喜人；一辆
辆货车停在大棚前，菜农们忙着搬运蔬菜。

这个只有 33户人家的小村，家家都利用大棚种
起了蔬菜，大部分村民在市区买了房子，过上了富裕
的生活。而这一切，离不开该村种菜能手、村治保主
任聂子剑的传帮带。

聂子剑今年 49岁，是村里第一个利用大棚种植
蔬菜的人。2010年，聂子剑尝试建了 8个竹架大棚，
但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风将大棚吹了个底朝天，投入
的3万元打了水漂。

聂子剑不甘心，借钱搞起了钢架大棚，虽然成本
比竹架大棚高很多，但抵御住了多次大风的袭击。
聂子剑在大棚里种上反季节空心菜，一上市就卖出
了好价钱，仅一茬菜就盈利2万元。

“蔬菜种得好仅仅是一个方面，关键是要卖得
好。同样的蔬菜，早上市几天，就能卖个好价钱。”
聂子剑说，种菜看上去很简单，但也有门道。只要

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就有钱可赚，因此选择
好新优特品种很重要。2011年，聂子剑种菜纯收入
达 15万元。

看到聂子剑种菜致富，村民们纷纷效仿。面对
村民的请教，聂子剑有问必答，对种菜的技术和诀
窍从不隐藏。在聂子剑的带领下，村里的蔬菜大棚
从 20余个发展到 200余个，城上村成了名副其实的
蔬菜村。

眼下正是蔬菜大量上市季节，城上村一天蔬菜
销售量在 1万公斤以上。为此，菜农们抱团发展，成
立了城上蔬菜产销合作社，聂子剑为理事长，合作社
安排专人跑市场。

聂子剑不仅是热心人，还是有心人，每年他都会
挑选留下最好的蔬菜种子，免费提供给村民，并帮助
联系销售渠道，对接大型超市。每日傍晚，他都会上
门统计次日蔬菜计划采摘量，安排商贩带车装菜。

村民谭细珍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种植7亩
大棚蔬菜，一年纯收入超过 10万元，很快就脱了贫，
日子过得很红火。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的富。”
在聂子剑的传帮带下，帮助村民通过种植蔬菜走
上致富路。作为种菜能手和致富带头人，聂子剑
也被村党支部发展为一名光荣的党员，并担任村
治保主任。

种菜能手“种”出蔬菜村
本报记者 徐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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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 6 时，立秋后的南昌天刚
亮，伍学花就已经起床了。

接下来的1个小时内，她要准备好早
餐，叫老伴陈言人起床，两人吃完早饭后
一起出门。坐上 5 路公交车，途经 20 余
个站点大约 40分钟后，两人到达南昌市
西湖区南浦街道象山社区。这是他们自
2017年起成立“爷爷奶奶辅导班”后，每
周日早上的生活路线。

辅导班里主要是初一至初三年级的
学生，现在已经是第二届了。成立“爷爷
奶奶辅导班”，源于伍学花的一次学生回
访。2017年 3月 15日，伍学花回访曾资
助的一名学生时发现，他的字歪歪扭扭，

“不像成绩好的孩子”。那时候她突然意
识到，单靠助学资助远远不够。

回到家后，她立刻同曾是中学教师
的老伴商量。“你现在退休了，能不能和
我一道为社区的孩子办一个补习班？”

丈夫陈言人同意了：“我们可以办，
但是在哪里办呢？”

“只要你同意，我去想办法。”伍学花
说。

伍学花的想法，得到了南浦街道办
事处的大力支持。随后，象山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的一处房间，成了“爷爷奶奶辅
导班”的固定教室。

伍学花今年 66 岁，陈言人 72 岁，两
人退休多年。他们在辅导班分工明确，
陈言人负责教学生数学和物理，伍学花
则给他们讲励志故事，激励他们好好读

书。开班不久，为了给学生讲好故事，伍
学花又去老年大学学习普通话，并结识
了同学石春玲。受伍学花公益助学精神
的感染，石春玲也加入了辅导班，成为孩
子们的语文老师。

事实上，在办辅导班之前，伍学花一
直通过捐款资助、照顾老弱病残等方式帮
助他人，其中仅捐资助学对象就有54人。

“最早大约是在 1975 年，我看到住
处旁的仓库里，住着一名贫困学生，我心
生不忍，便把省下来的钱资助他。”伍学
花回忆。此后，她每每看到别人因为自
己的帮助而改变生活，内心就感受到公
益带来的快乐，便一直坚持了下来，46年
不变。

2008年，一名来自新余的大学生背
着脑瘫父亲在南昌读书，得知情况后，伍
学花联系上这名大学生，义无反顾帮其
照顾了 1年；在老年大学进修期间，伍学
花听说1名学友的爱人生活无法自理，随
即主动提出帮其照顾；2015年开始，伍学
花又资助1名大二的学生，直至其硕士研
究生毕业，足足6年……

时常有人会称赞伍学花的无私奉
献，她却谦虚地说：“我也是平凡人，和大
家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只是我见
到人家有困难，就想去帮助。哪怕有一
点作用，我也会尽最大努力。”

这些年，伍学花的无私奉献也感染
了身边许多人，除了朝夕相处的丈夫，还
有自己的子女、邻居以及帮助过的学

生。如今，伍学花参加公益活动时，她的
女儿也会陪着一起去。2020年的一次助
学活动上，伍学花一家一共捐了 1.5 万
元，其中就有儿子和女儿的捐款。“我希
望他们也能越做越好，这样可以带动更
多的人一起参加公益活动，汇聚更多的
爱心。”伍学花说。

以前，有人叫伍学花“爱心妈妈”，后

来，这个称呼变成了“爱心奶奶”。去年
中考结束后，“爷爷奶奶辅导班”第一届
学生正式毕业了。“辅导班12个孩子全部
考上高中，其中8个孩子考上了省重点高
中。”伍学花高兴地说，自己办辅导班并
不图什么，只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好好读
书，学业有成之后，遇到身边人有困难，
也能继续传递爱心。

我省对个人就医费用支出实施动态监测

防因病致贫返贫有实招
本报讯 （记者洪怀峰）8月 18日，奉新县罗市镇店前村脱

贫户李正根，遵从医嘱在家进行康复训练。“今年前三个月治
疗费就花了 14万元，多亏有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
重政策红利。”李正根说，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医保政策，全家都
要垮了。

李正根能安心养病，没有因病返贫，得益于我省防因病致
贫返贫有实招。省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为充
分发挥医保部门在医疗救助中的托底作用，该局聚焦困难群
众在医疗保障领域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构建防范因病致贫返
贫工作机制，把防范农村人口因病致贫返贫预警干预机制纳
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将医保结算个人一次性自付
医疗费较大的农村人口作为预警监测对象，集中将名单推送
给乡村振兴部门，确保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做到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有效解决了困难群众看不起病、不敢看病和因病
致贫返贫问题。

据悉，今年以来，省医疗保障局已累计向乡村振兴等部门
发送监测数据 10万余条，经进一步摸底排查后，各级医疗保障
部门将及时对认定身份的困难人员予以帮扶救助。

8月18日，中铁建设中南公司承建的南昌市西湖区改造安
置房建设项目现场，300余名工人正在抓紧施工，确保居民早日
住进新房。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从“爱心妈妈”变成“爱心奶奶”，伍学花和老伴无私助学——

好一个“爷爷奶奶辅导班”！
本报记者 陈 璋 实习生 徐玉婷 孙木子

在永丰县鹿冈乡巷口村，村民只要提
到村里的党员干部，个个忍不住竖起大拇
指：“这样的党员，值得点赞。”

每一个大拇指，代表的都是民心。原
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该村党员干部聚焦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一个
一个解决，为村民们办成一批急难愁盼事。

双孢菇种植，是潺陂村小组的富民产
业。今年 5月中旬，该村小组在双孢蘑菇
基地充分利用双孢蘑菇生长的空档期，成
功试种草菇，有效提高了菇棚的使用率，
增加了收入。听到这个好消息，菇农们都
想尝试种植草菇，但由于储存冷库不够
用，迟迟不敢行动。村里的党员干部在田
间地头摸民情时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向
乡里汇报，争取到了相关部门的 10 万元
资金支持，专门用于解决冷库建设问题。

“有了足够的冷库，种草菇就不怕了。”想
到正加紧施工建设的冷库，菇农涂细英喜
上眉梢，“我现在有 3个棚，种了草菇，每
年可以增加四五万元收入。”

该村党员干部还利用空闲时间走家
串户，深入群众了解村民所需所想所急。
脱贫户江爱贵突发大病住院，家中困难。
了解到这一情况，党员干部立即帮他申请

临时救助，帮助他渡过难关。江爱贵的儿子江润生情不自
禁竖起了大拇指：“真是太感谢了！帮了我家大忙。”

村部的台账显示，截至目前，巷口村已收集群众反映
的各类问题20余件，已解决10余件，其余问题正在积极推
进解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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歆 打造美丽宜居环境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熊菊花）为创建良好的城乡环境，近

日，南昌县广福镇着力抓好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为乡村振兴创
造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

广福镇建立领导班子包组包片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机制，将
党政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分到各村小组指导环境卫生整治，并
将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与综治“网格化”结合起来，大力
实施巡村制度，切实做到每日巡察、实时交办、当日整改。同
时，通过“两微一端”、横幅、宣传栏等方式广泛宣传，激发和强
化群众自觉做好人居环境卫生整治的主人翁意识。此外，充分
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农村人居环境考核比重占年度村级考
核的30%，对各村实施梯度奖补，从而使农村人居环境卫生得到
全面跃升。

陈言人和伍学花正在辅导孩子们学习。（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