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泗沥镇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近年来，贵溪市陆续投资 2300 余万元对

农村供水工程进行持续扩面，集中供水累计

覆盖 7 个行政村、1 个居委会、47 个村小组，共

1.5 万余人口。

泗沥镇作为贵溪市第一批城乡融合发展

试点乡镇，2020年 10月，该镇争取了贵溪市第

一批供水一体化试点项目，投资 300余万元对

集镇及周边村组 1500余户进行供水一体化试

点任务。今年 8月，第二批贵溪市城乡供水一

体化项目泗沥镇共有 1000 户试点任务，项目

正在紧锣密鼓实施中。完工后项目范围内村

民能享受与城区同等的在线缴费、维修等专业

服务。彻底解决了前期供水运营管理模式落

后、水费收缴难度大等诸多问题，缩小了城乡

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差距。 （徐 瑶）

近年来，横峰县大力推进乡村旅游点创建，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梯田花海、云顶风车、最美星

空、峡谷秘境等旅游资源的建设运营，打造多个特色风情旅游小镇，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不断提

升乡村旅游承载力，吸引越来越多的省内外游客前来参观旅游。图为游客在葛源镇“中华暗夜星空

保护地”搭帐篷露宿观看星星。 朱文标摄

十八塘乡开展“三资”提级监督试点
“区乡村三级纪检组织加强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建设，强化了村集体财务公示和‘三资

’台 账 梳 理 ，晒 了 集 体‘ 家 底 ’，暖 了 群 众 心

底。如今，大家对纪检干部更信任了，也更愿

意支持村里的工作了。”赣州市南康区十八塘

乡内潮村马尾组村民吴家文感慨地说。

近年来，南康区纪委监委主动作为，积极

完善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问题治理机制，指

导开展村（社区）集体“三资”提级监督试点，创

新性运用“1+1+N+N”的工作法，强化村级“微

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使“三资”提级监督

工作落到实处。 （鄢浩林 刘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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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时节，走进位于萍乡城郊的福田

镇，红瓦白墙、老树庭宅、篱笆藤蔓、溪桥

流水之景交相辉映，现代农业与科技配套

交融交织……一曲乡村振兴的新田园牧

歌，正在福田大地上唱响。

农渔之歌：人欢鱼跃农机忙

“自 2018 年起，我们种下近 400 亩油菜

作为扶贫项目，15 户参与种植的农户每户

增收了 1200 元。”在错落有致的长塘村，村

党支部书记熊明介绍说：“我们又因势利

导，全面开展房相改造和垃圾分类，因地

制宜发展中药药材，带动周围乡下饭、江

洲农庄等农家乐产业发展。”

走进位于双源村的三江生态合作社，

鸡舍里 10000 余只蛋鸡正在有序进食。和

其他养殖场不同的是，这里蛋鸡的食物均

由中药材炮制而成。返乡创业的企业负

责人姚明乐滋滋地介绍说，现场合作社日

产“福田福蛋”达 4500 多颗，当日的产品足

不出镇就售罄。合作社计划再新建 6 栋鸡

舍力争年养殖规模达 15 万只以上。

走进福田镇源友合作社，柚农正在采

摘成熟的蜜柚。村党支部书记王金辉介

绍说，双源村充分利用土地优势，引导农

民 发 展 蜜 柚 、杨 梅 、西 瓜 、梨 瓜 等 水 果 产

业，探索“村集体+脱贫户”的模式，带领村

民利用荒山荒地种植果木，带动 200 余户

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位于战山村和边塘村之间的“红鱼文

化村”，千亩鱼塘星罗棋布、白鹭群飞。福

田镇依托水生态优势，全力打造标准化鱼

塘、垂钓、餐饮、观赏平台，鼓励脱贫户发

展红鱼养殖产业，并积极引导民间资金兴

建 农 家 乐 、从 事 物 业 配 套 服 务 和 现 代 种

养 。 目 前 ，已 发 展 规 模 畜 牧 水 产 养 殖 户

102 户，农家乐 25 户，从事水产养殖的农户

户均增收逾 5000 元。

“我们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

的基础。通过全面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全

镇 764 名脱贫户成果持续得到巩固。已脱

贫‘摘帽’的大宇村，种植的秋雪蜜桃今年

挂果，为乡村振兴开了甜蜜的好头。”福田

镇党委书记刘锦红说，“今年，我们又因地

制宜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支持战山红心猕

猴桃、福田社区草莓、福田村麻梨等村级

集体经济项目 1+N+1 联片发展。今日的

福田，山川秀丽、物产丰足，处处蓬勃着乡

村的时代气息、火热的丰收旋律。”

农人之歌：田园荫蔚雁来归

乡村的核心是人，乡村振兴的目的也

是为了人。福田镇在“就业、创业、产业”

富民渠道上着力家乡的发展，吸引众多在

北上广深打拼的年轻人，叫响“青春作伴

好还乡”。

2020 年村“两委”换届中，福田镇新当

选的村（社区）“两委”成员中，就有 6 名是

从外地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成为福田乡村

振兴的“主力军”。

协晟鞋业等镇龙头企业广泛开设扶贫

车间，以“政府+企业”的模式带动脱贫户、

边缘户就业，提供公益性岗位 100多个。三

江生态合作社先后聘用当地农民 100 多人

次到农舍工作，并向脱贫户传授养殖方法，

带动 60 余户家庭从事畜禽养殖。

战山村科发种养专业合作社、边塘村

邦民水产养殖合作社继续为 200 余名村民

提供工作机会。连陂村助残扶贫基地依

托鸡鸭牛羊养殖，给 20 户村民提供就业岗

位并参与年底分红。今年，助残基地在获

得财政资金的扶持后扩大规模，新增受益

人群 12 户。

福田镇还积极邀请县农业局、科技局

等专业人员，建立了一支科普宣传志愿者

队伍。26 名“科技特派员”扎根沃野，让科

技农业的音符谱，飘荡在田野大地上。

乡风之歌：文明和谐民风淳

乡村振兴，不仅要让农民过上“好日

子”，还要让其唱响“新曲子”。福田镇依

托村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民俗文化馆，开展“移风易俗”等活动，奏

响乡风文明的和谐之歌。

在边塘村民居改建而成的民俗文化

馆内，一件件与小镇生产生活、风土人情、

历史文化等息息相关的老物件、旧照片，

让村民们清楚地了解福田的发展历程和

时 代 变 迁 。 墙 上 ，商 周 遗 址 —— 田 中 古

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傩面具等照片

十分显眼。福田籍名人彭康、喻宜萱的介

绍依次排开。在罗家祠堂，贴有家风家训

长廊引人注目，“善行义举榜”传递着人间

温情。

扶贫先扶志，振兴先正风。福田镇积

极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全镇 11 个行

政村（社区）均建有文化广场、文化走廊、

农家书屋、村党群服务中心，组建政策宣

讲、助学支教、文化文艺、科学普及、医疗

建设等 5 支志愿服务队伍。结合“移风易

俗”活动，各村全覆盖建立红白理事会，修

订完善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形成良好的道

德风尚。

“明山村坚持教育兴村，2000余人的小

山村近年来走出大学生 314名，硕士研究生

28名，博士 3名，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学子之

乡’。”在福田镇明山村的“学风促民风馆”，

村党总支副书记刘海红说，“在明山，学风

就是民风转变的具体成果，村民整体素质

的提高，也让农村工作更好开展。”

与此同时，福田镇利用大地红之夏、

文化下乡等文艺活动的“百花齐放”。在

农家书屋为孩子们讲故事的罗水连、用法

律武器帮助困难群体的律师彭华……一

个个“萍乡好人”不断涌现，也让福田镇乡

村振兴的田园牧歌新风扑面、雅韵不断。

位于赣江下游 36 公里处的新干赣江
航电枢纽，在 2019 年底全面完工，防洪工
程体系的完善，为新干赣江航电枢纽顺利
投入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据了解，该县
新建了 17 座排涝泵站、拆除重建了 8 座排
涝泵站，基本解决了赣江两岸群众多年的
内涝困扰。

曾经，赣江岸畔的城市防洪工程，只
是一堵宽不过 0.5 米的防洪墙。2019 年 9
月，全长 4.1 公里、宽 40 米的滨江大道南延
工程建成通车，其中 3.3 公里为路堤结合
段。滨江大道路堤结合工程建成运行，成

了保障县城的坚实屏障。几年来，新干县
致力提升 中 小 河 流 农 田 防 护 能 力 ，大 力
实 施 中 小 河 流 综 合 治 理 ，综 合 整 治 河 长
99.8 公 里 。 同 时 ，新 干 县 开 展 消 灭 Ⅴ 类
及 劣Ⅴ类 水 专 项 行 动 、生 态 鄱 阳 湖 流 域
建设行动等行动，全领域、全流域实施水
岸 共 治 、标 本 兼 治 、城 乡 同 治 ，形 成 覆 盖
工 业 、农 业 、城 市 、农 村 的 治 水 治 污的河
湖长制工作体系。

2020 年，新干县全面推行“人放天养”
的生态养殖模式。按照“一库一策”原则
进行整治，加大督查问责力度，确保水质

长期稳定达标。今年，该县安排财政奖励
资金 2000 余万元，作为水库山塘退养专项
整治的经费保障。目前，该县已有 33 座中
小型水库、322 座山塘完成退养任务。另
外，该县还在加大水土保持治理力度、规
范河道采砂管理等方面多点发力。

赣江西岸的界埠镇武湖村高低不平，
地势高的村民家里常缺水，要走很远的路
挑水喝。让农村居民用上安全水、卫生水、幸
福水，是该县致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的
终极目标。在 2018 年，该县就启动了城乡
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2019 年，该县政府、

驻村工作队和村民共筹集了 120 万元的项
目资金，现在武湖村家家已通上了自来水。

去年 10 月，该县提出用 3 年左右时间，
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到 2023 年底前
全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体系基本建成，
管理体系基本统一，饮用水水质达到国家
规定标准，全县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90%以
上，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85%以上，规模化
工程供水率达 80%以上。

据统计，该县累计投资上亿元，实现
了 城 乡 供 水 一 体 化 和 规 模 化 供 水 ，共 有
13.5 万名村民受益。 （曹毛如）

新干多措并举绘就兴水惠民新画卷

东源乡人大服务群众有作为
上栗县东源乡全力为人大代表履职创造条件、提供保

障，持续激发代表履职活力。今年以来，该乡人大代表在全

省中华苏维埃代表制度史专题网络知识竞赛活动中喜获优

秀组织奖。乡人大围绕“环保行”“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

治”等主题深入调研，并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依

托 8 个人大代表联络站（室）收集村情民意百余条、协调矛盾

纠纷 20 余起，有效密切了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该乡人大坚持以民生热点难点问题为导向，加强重点项

目监督，助力政府打通“两纵两横”交通路网主动脉，完成

S309、X151、X945、S225 连接的东源环线路网建设，完善村组

公路 180 多公里，水泥路面硬化率达 95%以上。同时，持续开

展“双百”和“双联”活动，组织 90 名人大代表用心用情持续帮

助脱贫户，为其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并捐赠 200 余万元，帮

助困难学生实现“大学梦”。 （钟颖娇 易 晶）

黄马乡打“组合拳”保民生资金安全
为深化巡察整改落实情况，南昌县黄马乡纪委打好组合

拳，护航民生资金安全。结合开展“访村（居）、重监督、助振

兴”专项行动，黄马乡纪委重点对民生领域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跟踪调度和监督安排部署，积极组织开展辖区低保评议政

策的核查工作，推动乡镇民生资金使用监督工作有序开展。

同时，黄马乡纪委发挥村级监察联络员探头作用，要求

村级监察联络员全程参加村级各类评议会，进一步强化监督

管理，夯实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促进政策落到实处。黄

马乡纪委督促乡民政办按时完成低保核查，并联合村级监察

联络员，采取随机入户走访的方式对低保资金发放情况进行

抽查核查，坚决追回违规发放资金。截至目前，已抽查 15 个

村（居）85 户 226 人享受低保的情况。此外，该乡积极推动信

息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朱文勤）

木马村是全国文明村——安义县长埠镇长埠村的一个

村小组，全村共有 260 户 1100 余人。2019 年，该村依托安义

县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探索总结出了志愿服务“136”工

作法，成立了全县首个村级志愿服务队，形成了“1 对 6”志愿

帮扶机制，实现了留守在家群体的志愿帮扶全覆盖。

据统计，截至目前，长埠村共培育出了 40 多位大学生。

其中，凌诚、凌有栋等人是村里义捐修路的发起人，这些人如

今也加入了木马凌家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队伍，他们积极

参与村庄建设、爱心助学等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走进木马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果木成行的景象。但其

中一片果园，原来是村里的“杂物间”。通过村里的党员义务

劳动，进行村庄果园化建设，将其改造成一处舒适宜人的小

果园。这只是村里党员支持家乡发展的一个缩影。2001 年，

木马村第一次开展义捐，筹集资金 80490 元，对木马水库护坡

进行维修加固；2002 年，木马村民集资 58 万元，修建了当时全

县自筹资金最多的第一条自然村水泥公路；同年，村里利用

修建水泥公路的多余资金，盖起一座当时全县面积最大的大

礼堂。正是因为他们，村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带头示范，才吸引了更多的木马人加入

志愿服务的队伍，让木马村的民风更淳朴、乡风更文明。早

在 4 年前，木马村就成为安义县“三风”示范点，并被评为最美

“三风”乡村。

木马村组建了一支村级志愿服务队，这支队伍成员的构

成，重点围绕“我们这支队伍服务的重点群体是谁？”“谁最了

解这个群体的需求？”“谁能第一时间解决他们的需求？”这三个

问题，并结合木马村实际，探索总结出了木马“136”志愿服务

工作法，最终形成了由 11 名同志组成的木马村志愿服务队。

通过木马志愿服务“136”工作法的运用，打通了农村志

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极大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让农村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有所依、有所乐。下一步，木马村

继续通过开展“萤火虫”夜访夜谈等实践活动，将木马的志

愿服务做实做细，进一步助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

深走实。 （李丽霞）

安义县木马村

志愿服务队帮扶暖民心

福田镇

唱响乡村振兴的田园牧歌
李 东 周 蜜

近日，萍乡市安源区八一街道深入社区开展“邻里连心

会”，探索开放式小区管理新模式。图为吕家冲社区居民在

“连心卡”上写下社区治理的意见建议。 尚 健摄

湖塘乡“三色”教育促廉洁文化
“将廉洁文化和典型案例相结合，形式生动、内容丰富，给

我们基层党员上了形象生动的一课。”丰城市湖塘乡六坊村

党员胡启斌如是说。近日，湖塘乡纪委以红色为底色，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深挖本土资源中的廉洁元素，将一个个清廉故

事讲给群众听，激励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该乡纪委以绿色为载体，结合“党建+互联网”模式，将村

级三资、党员活动等相关信息以互联网+监督模式在网上公

开，让群众动动手指便能了解相关信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营造公开透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传承廉洁自律的优良作风；

以黑色为警戒，结合身边典型案例、播放警示教育片等形式，

对违纪违法案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

文章”，起到了良好的警示震慑作用，持续释放从严执纪的强

烈信号，把严的主基调贯彻下去。 （蒋 珩）

近日，上高县泗溪镇中宅村中药材种

植基地一派繁忙景象，随处可见村民在熟

练地育苗、除草、浇水。而在采摘时节，大

大小小的货车挤满了田间地头，客商们闻

香而来，又满载而归。泗溪镇，这个全省

中药材种植面积最大的乡镇，正在以中药

材种植业铺就一条乡村振兴路。

数 字 是 枯 燥 的 ，却 是 最 好 的 佐 证 。

2021 年泗溪镇中药材种植面积 4 万余亩，

仅该镇中宅村就达 1 万多亩，品种有黄精、

粉防己、石菖蒲、千斤拨、栀子等 30 多个品

种 ，中 药 材 加 工 产 能 上 万 吨 ，产 值 上 亿

元。泗溪镇流传的一句话“要致富，上山

种药材”，也反映出中药材种植在当地百

姓心中的地位。

一株药材，带富了农民。“年纪大了，

其他工作不好找，平时就是在家种水稻，

一年收入就两三千元。在这里干活，一个

月两千多没问题。”63 岁的胡大爷说。中

宅村村民晏从文原本在外打工，听说村里

正在大面积种植中药材，就回到了村里，

每年收入近 10 万元。“村里陆陆续续回来

种植的人有 10 多户，挣了钱，还能照顾家

人，比打工强。”

村民受益了，村集体经济也增强了。

每次来到中药材种植基地的，中宅村党支

部 书 记 胡 国 华 都 会 情 不 自 禁 地 露 出 笑

脸。该村流转土地 3000 余亩，仅这一项每

年村集体经济就增收 30 多万元。

一个产业幸福了村民，也改善了生态环

境。“以前许多土地是荒废的，没有利用起

来，长满了杂草，水土流失也严重，现在种植

了中药材，根系深深扎入土壤中，具有较好

的固土防沙作用。”胡国华说，中药材种植不

但改良了土壤，也有效抑制了红土壤酸化。

产业发展壮大，技术和管理是关键。

在龙头企业江西鑫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带领下，当地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

通过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服务，统一基地

开发，实现机械化生产，统一生产工艺和

种植流程管理，统一采收、分级包装，塑造

了品牌形象。“有龙头企业带领，有技术和

销售保障，农民只管放心大胆地种。”泗溪

镇干部吴颀说。

泗溪镇中药材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

激发了农户的种植热情，也凭借其优良品

质进入到高端市场，远销全国各地。近年

来，该镇中药材基地与北京同仁堂、中国

中药、石药集团等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与国内中医药大型企业天士力、汇仁集团、

汉广集团成为中药材产业链合作伙伴。

中药材产业的发展也让当地的经济

实力不断增强，该镇 2016 年至 2019 年连续

四年被评为“全国千强镇”。目前，基地正

在 建 立 100 多 亩 濒 危 中 药 材 种 苗 繁 育 基

地，继续扩大种植面积。上高县农业农村

局负责人说：“随着国家中医药战略的实

施，泗溪镇中药材的市场会越来越大，必

将成为乡村振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重要举措。” （易奇勋 欧阳文晨）

泗溪镇万亩中药材铺就乡村振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