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修设备保秋收 金秋时节，泰和县桥头镇津洞村，国网泰和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正在检修电

力设施，保障农村电力供应，为村民秋收提供助力。 特约通讯员 邓和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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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万年县中医院医护人员为颐养中心的老人进行身

体检查。据了解，该医院成立了四组医疗小分队，前往社区、村委

会、学校等地开展义诊及科普活动。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保姆婆婆”，我们帮你养老
本报记者 蔡颖辉

你带我长大，我帮你养老。在南昌市西湖区南站街道洛阳路

社区，105岁的徐雪英与 59岁的熊桂兰本无血缘关系，但徐雪英是

熊桂兰幼儿时的保姆，后来更是用心看护熊桂兰的女儿。为报答养

育之恩，熊桂兰对老人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料。

1962 年，熊桂兰刚出生，家中无人照顾，熊桂兰的父母便将她

交由徐雪英照顾。熊桂兰 3岁时，被父母接回身边。尽管如此，两

家的联系一直未断过。1992 年，熊桂兰生了女儿。由于她和丈夫

忙于工作，没时间照顾小孩，在孩子不到 1岁时，便请了徐雪英来家

中照顾女儿。那一年，徐雪英已经 70多岁了。

自此，徐雪英来到熊桂兰家，将熊桂兰的女儿视为自己的曾

孙女看待，细心照顾。

徐雪英对孩子的用心照顾，熊桂兰一家人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一晃 28 年过去，在朝夕相处的时光中，熊桂兰和孩子都与徐

雪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已经 105 岁的徐雪英，依然身体健康，甚至还抢着干一些简

单的家务活。老人膝下无儿无女。熊桂兰说：“当年她养我和我

女儿的小，如今我们一家人养她的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做

人的本分。”

本报讯 （记者洪怀峰）日前，记者

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省医疗保障局、

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

局近日出台了《关于做好我省 2021 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据悉，为支持巩固提高居民医保

待遇水平，《通知》明确今年我省继续

提高居民医保筹资标准，达到每人每

年 900 元。其中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新增 30 元，达到每人每年 580
元。这是国家补助的部分。同步提高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 40 元，达到每

人 每 年 320 元 。 这 是 个 人 应 缴 的 部

分。居民医保个人集中征缴期为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新生

儿、资助参保对象、职工医保中断缴费

3个月以内、流动人员子女、军人退役、大

学生毕业返乡、人员新迁入、出国人员回

国等特殊情形不受集中征缴期限制。

《通 知》同 时 明 确 了 资 助 参 保 对

象，分别为全额资助参保对象和定额

资助参保对象两大类。其中全额资助

参保对象为特困供养人员（孤儿参照

执 行）；定 额 资 助 参 保 对 象 为 城 乡 低

保 对 象 ，定 额 资 助 标 准 为 每 人 每 年

320 元 ；过 渡 期 内 定 额 资 助 参 保 对 象

为 返 贫 致 贫 人 口 、脱 贫 不 稳 定 人 口 、

边缘易致贫人口。定额资助标准为每

人每年 320 元。

另据了解，根据《通知》，重度残疾

学生和儿童、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

疾成年人、城镇低收入家庭的未成年

人和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城镇已失

业又未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14 类

退 役 士 兵 参 照 定 额 资 助 参 保 对 象 执

行；高校大学生个人不缴费，其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全

额负担。

省医疗保障局提醒，参保对象有三种缴费方式：关

注“江西省税务局”微信公众号，进入“税费服务”缴费；

使用个人微信“支付”>“生活缴费”>“社保医保”缴费；

到各地行政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厅办理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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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接访进乡村
服务百姓零距离

本报九江讯 （记者练炼 通讯员洪棉雪）“我今天反映的事情

当场有了满意的回复，这下可算是吃下了定心丸。”日前，由九江

市柴桑区委信访局牵头开展的基层巡回接访活动首站来到了江

洲镇，该镇同兴村村民杨书祥反映了沟渠排涝不畅、积水影响农

作物收成的诉求，现场得到了水利部门明确答复：继续加大投入，

通过加强农田排水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危及群众

生产生活问题。

为推动信访部门下基层巡回接访试点工作落细落实，柴桑区

委信访局联合农业农村、卫健、水利、人社、医保、民政等与群众日

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深入全区各乡镇开展下基层巡回接

访活动，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把“坐班接访”变“主动下

访”。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一站式”服务，解除群众心中困惑，把

问题化解在基层，把困难解决在群众家门口。接访当日共收到群

众反映诉求 16件，咨询、建议类 5件，当场解答问题 6件。

田间稻浪金黄，大棚产业兴旺。西

红柿种植基地内，村民正在插支架；堆得

如小山包一样的双孢菇培养料堆旁，村

民正忙着洒水、翻堆……这是 9 月 15 日，

记者在乐安县山砀镇山砀村看到的繁忙

景象。今年以来，该县围绕推动乡村振

兴，通过“党建+金融服务”模式，向全县

各村派驻金融助理。金融助理下沉至村

组，提供信贷资金、社保卡激活、防范非

法集资宣传、普惠金融知识宣讲等支持，

推 动 基 层 党 建 与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有 机

融合。

山 砀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康 保 辉 告 诉 记

者，去年初山砀村党群服务中心建成并

投入使用。村两委人员实行集中办公，

开展“一站式”服务，采取“民事帮办”“民

事代办”等服务方式，群众基本上实现了

办事不出村。但在金融服务这一块，由

于村里没有金融服务网点和懂金融业务

的村干部，群众取钱、贷款、咨询业务，要

到 4 公里外集镇上的金融网点办理，造成

农 村 金 融 服 务 和 群 众 的 需 求 对 接 不

畅通。

对此，该县组织相关金融机构经过

充分调研，今年 3 月 12 日，正式下发《关

于派驻金融助理推进“党建+金融服务”

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金融助理派

驻工作今年 4 月在全县陆续铺开。目前，

该县已派驻金融助理 45 名，覆盖了全县

80 个行政村。

记者在山砀村看到，村党群服务中

心为金融助理安排了专门服务窗口，并

设置了岗位牌和服务公示牌。驻山砀村

金融助理田跃明告诉记者，除在镇里金

融网点的日常工作外，他“定时定岗”，每

周安排半天时间到村里为群众开展金融

服 务 。“ 把 贴 身 贴 心 金 融 服 务 送 到 家 门

口，拉近了金融服务与群众的距离，很受

群众欢迎。”田跃明说。山砀村村民高兴

地告诉记者，村里双孢菇、西红柿产业快

速发展，得益于金融助理的支持。康保

辉介绍，金融助理到山砀村后，村里贷款

增加了近 200 万元，村集体收入今年有望

达到 200 万元。

“金融助理补齐了村党群服务中心

服务群众的一块短板。现在，群众办小

额贷款、咨询等金融服务，基本上不用出

村 了 。”山 砀 镇 政 府 相 关 负 责 人 告 诉

记者。

此外，记者了解到，为让现代金融更

好地服务乡村振兴，该县还引导金融企

业利用好调查摸排成果，创新农村金融

产品和金融服务。今年以来，该县金融

机构针对退役军人、农村党员等特定人

群，推出了党员先锋贷、退役军人贷、移

民产业信贷通等创新产品；针对农村群

众提出信用贷款额度偏低问题，将执行

了多年的信用贷款最高限额由 5 万元提

高到 30 万元。截至 6 月底，全县农户总

授信 43399 户，授信覆盖面达 63.72%。

金秋时节，漫步于都县岭背镇金溪

村 黄 金 潭 社 区 ，只 见 天 高 云 淡 、梅 江 水

碧，古树民房倒映在水中，舟行碧波上，

人似画中游。今年 57 岁的村民李河生在

自 家 的 农 家 乐 餐 馆 忙 前 忙 后 ，招 待 客

人。“国庆假日期间，我家餐馆每天要接

待 十 几 桌 客 人 ，全 家 齐 上 阵 都 忙 不 过

来。”李河生乐呵呵地说，“我们这个往日

破旧的小渔村，现在成了风景点，村里许

多和我一样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过

上了好日子。如今，我再也不用风里来

雨里去，靠在梅江上捕鱼为生了。”

李河生从一名以船为家的渔民，转

为吃“旅游饭”的农家乐餐馆业主，这得

益 于 今 年 以 来 ，黄 金 潭 社 区 以“ 码 头 文

化”为底蕴，打造集产业发展、乡村旅游、

社区治理为一体的“五美”乡村示范点。

黄 金 潭 位 于 梅 江 边 上 。 据 史 料 记

载，1934 年 10 月 14 日，红三军团部分兵

力抵达黄金潭码头渡口，当地渔民无偿

提供渔船，帮助红军渡河，向于都县城集

结，踏上长征之路。

黄金潭码头始建于明代，是当时过

往梅江水道船只的重要停靠点，后因多

次 遭 受 洪 灾 ，码 头 损 毁 严 重 ，清 末 开 始

逐 渐 衰 落 、破 败 ，成 为 一 个 闭 塞 落 后 的

小渔村。

如何充分挖掘黄金潭的红色、古色

和绿色“三色”资源，促进乡村振兴，帮

助村民致富？今年初，黄金潭社区村民

理事会聘请专业人员，通过精心规划设

计 ，将 黄 金 潭 建 成 古 色 和 现 代 两 大 区

域 。 古 色 区 域 以“ 码 头 文 化 ”为 重 点 ，

充分挖掘历史人文底蕴，对一批古建筑

进行修复。现代区域以展示乡风文明、

田 园 文 化 为 主 ，拆 除 老 旧 民 房 、脏 乱 牛

栏 ，改 造 房 屋 外 立 面 ，架 设 太 阳 能 路

灯 ，建 设 占 地 面 积 1100 平 方 米 的 黄 金

潭 码 头 文 化 广 场 ，并 以 文 化 广 场 为 中

心，修建了 700 米的亲水栈道和 1600 米

的 游 步 道 ，开 发 了 梅 江 漂 流 、水 上 冲 锋

艇 、儿 童 乐 园 、沙 滩 足 球 等 项 目 ，一 个

宜居宜游、富有特色的秀美乡村展现在

梅江边上。

交通方便了，环境变美了，游客涌来

了。如今，每个周末，黄金潭都要接待游

客 3000 余人次。今年“五一”和“十一”假

期，黄金潭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次。来社

区旅游的人多了，居民们假期每天仅卖

饮料收入就有 1 万余元。

乡村游的火爆，带动了黄金潭地摊

经济、餐饮经济的发展。目前，黄金潭社

区已有各种摊位 100 余个、农家乐餐馆 3
家、蒙古包餐厅 8 个。此外，黄金潭社区

还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种

植 富 硒 蔬 菜 150 亩 、红 柚 140 亩 、脐 橙

1000 亩，养鱼 60 亩。这些特色种养基地，

为游客提供了采摘、垂钓休闲的好去处，

为 农 家 乐 餐 馆 提 供 了 新 鲜 有 特 色 的 食

材，为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

渠道。目前，黄金潭社区村民年人均纯

收入达 7800 元。黄金潭，依托红色、古

色、绿色“三色”资源，变资源优势为乡村

经济发展优势，走出了一条村兴民富的

“黄金路”。

乐安金融助理助力乡村振兴
曾文才 本报记者 邹晓华

于都黄金潭：“三色”资源富民
肖章荣 本报记者 曹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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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潭村民依托梅江办起水上游乐项目。 本报记者 曹诚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