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 日，万安县沙坪镇长桥村。伴着新年的暖阳，脱贫后的渔家小村村民们拿出自家农产品开展晒冬活动，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 通讯员 邱 哲摄晒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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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政府这么关爱贫困家庭，我
们 要 感 恩 。”“ 连 残 疾 人 都 这 么 勤 劳 努
力，我们咋还好意思在家歇着？”……

近日，一场题为《做一位感恩、励志
的好村民》的讲座在铜鼓县温泉镇凤山
村举行，吸引了当地脱贫户、村民代表
等 50 多人听课。铜鼓县乡风文明义务
宣讲团成员邱桀用充满乡土气息的生
动语言，讲述了 3 名自强自立残疾人的
创业、就业故事，引起在场村民的强烈
共鸣。

基层治理遇难题，宣讲可
否“四两拨千斤”？

2021 年初，铜鼓县委宣传部挑选了
10 名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骨干宣讲员，组
成乡风文明义务宣讲团。他们有的是
机关干部，有的是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分别擅长讲授感恩励志、家庭教育、红
色故事、法律常识等课程。

为了让宣讲团更好对接基层需求，
当地创新工作方法，采用手机 APP 约课
的方式进行推广——把宣讲团成员的
简介、课程、联系方式等信息在“今日铜
鼓”APP 平台上公布，基层单位只要用
手机操作，即可轻松进行沟通、约课。

“有的村民遇到麻烦事，信访不信
法；有的村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
说到成立这个“草根宣讲团”的初衷，铜
鼓县委宣传部部长熊涛坦言，当地基层
治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加强，一些陈旧
落后观念，导致基层工作很难开展。而
成 立 宣 讲 团 的 目 的 ，就 是 通 过 移 风 易
俗、家教家风、法律知识、红色故事等有
针 对 性 的 宣 讲 ，起 到“ 四 两 拨 千 斤 ”的
作用。

“乡风文明教育是一个持续、反复
的过程，需要久久为功。”大塅镇公益村
党支部书记李琦舰深有感触地说。

2019 年初，公益村里开展移风易俗
工作，严禁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最初一
些村民很不理解。村里先后 3 次邀请县
里的老师讲移风易俗、孝老爱亲课。道
理明了，思想通了，加上村里的党员干
部作表率，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陋习很
快消失了。

2020 年，公益村获评全国文明村。
尝到了宣讲的甜头后，得知县里有了乡
风文明义务宣讲团，公益村连连“点课”。

基层宣讲看起来门槛不高，但要讲
得 通 俗 易 懂 让 群 众 接 受 ，其 实 并 不 轻
松。“我的每一堂课都会做有针对性的
准备，不会用一个 PPT 课件包打天下。
比如去给脱贫户讲励志课，会事先了解
这个村脱贫户的基本情况，对于一些好
的案例可以重点展开讲。”邱桀说。

凤山村村民邹伟隆说，宣讲员们虽
然讲的是大道理，但是用的是生动鲜活

的语言甚至是当地方言，讲的是本乡本
土的故事，所以大家都听得懂、想听、爱
听，受益匪浅。

2021 年，宣讲团一共为基层送去了
220多场乡风文明课，累计参加人数近两
万人次，成为乡间的一道文明风景线。

义务宣讲见成效，让文明
新风入脑入心

乡风文明义务宣讲开展了一年，实
际成效如何？

“宣讲团从一开始的‘派下去’，到
后来的被‘请过去’，村民也由‘要我学’
到‘我要学’，说明宣讲已经对乡风文明
建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熊
涛说，物质文明发展起来后，村民有了
更多的精神需求，而乡风文明宣讲弥补
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

对于宣讲给村民带来的积极影响，

凤山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云敏感受
颇深。“2021 年村里请县乡风文明义务
宣讲团老师上了 4 次课，让一些思想落
后的村民改变了不良习惯。”

原来，凤山村是个城郊村，流动人
员 多 、不 易 管 理 。 在 开 展 了 多 次 宣 讲
后，部分村民对当地的环境整治活动，
由 起 初 的 不 理 解 不 配 合 转 变 为 积 极
参与。

记者了解到，2020 年，铜鼓县城乡
环境在宜春市各县区中排名靠后，2021
年打了翻身仗，名列第一，其中乡风文
明宣讲团也贡献了一份力量。

润物细无声的基层宣讲，有时也能
带来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效。宣讲团成
员李水春是宜春市一名一级人民调解
员，他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宣讲化纠纷的
故事——

2021 年 3 月，排埠镇黄溪村村民谢
某请村民赵某来家里帮工拆房，结果赵
某在工地摔伤致死。李水春前去调解
时，发现双方分歧很大、情绪激动，无法
达成一致。他果断暂停调解，在村委会
现场给大家上了一堂民法典宣讲课。

李水春耐心分析该事故的法律关
系,引导各方站在不同角度考虑问题。
听完课后，赵某家属当场表示：“既然法
律有规定，那就按法律规定办。”可能酿
成 冲 突 的 危 机 ，就 这 样 被 一 场 宣 讲
化解。

这次成功的案例，让李水春信心倍
增。他将授课资料随身携带，一有机会
就开展宣讲，目前，已做了十几次关于
民法典的义务宣讲。

铜鼓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扩充宣讲员队伍，积极筹措经
费为宣讲员发放补贴，同时开展优秀宣
讲员评选、表彰，通过物质和精神双重
激励，让基层宣讲变得可持续、更深入。 扎根乡村的电影放映员

侯艺松 张小员

“老张，下次什么时候再过来给我们放电影啊？”2021 年

12 月 25 日下午，在丰城市同田乡沿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里，几个村民意犹未尽地围着一位正在收拾放映设备的老人

询问着。村民口中的“老张”，是同田乡的老放映员张文斌。

今年 71 岁的他满头白发，戴着一副厚厚的老花镜，说起话来

中气十足。张文斌说，他从 1969 年开始做电影放映工作，这

一干就是 52 年。这么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同田乡的每个角

落，每次进到村里，乡亲们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还记得小时候，每当村里来了电影放映员，我们就像过

年一样高兴。”谈到因何与放映工作结缘时，张文斌说，“一场

电影就像一束光，能让沉寂的村庄瞬间沸腾。”19岁那年，张文

斌如愿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从追逐电影放映队的孩童成长为

被人们追逐的电影放映员。以前许多村庄未通电，放映员每次

下乡放电影时都要肩扛手提发电机和放映机，一部电影放下来

中途还要更换三四次胶片。如今，放映设备不断更新，观众告

别了胶片电影，迎来了数字电影时代，观影体验感大大提升。

“我也算是见证中国电影的发展了。”张文斌笑着说。

随着有线电视和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观看露天电影的

群众越来越少。“放映队里 80%的放映员都改行了，可我舍不

得。”儿子不知劝了张文斌多少回，让他安享晚年，可他依旧我

行我素，骑着摩托车，拖着笨重的放映设备，风雨无阻地在乡

村东奔西走。仅 2021 年，张文斌在同田乡各村和学校就放映

了 248场次电影。

“老张去年放了好多经典的红色影片，都是我们老一辈喜

欢的题材。”村民林应平是张文斌的忠实“粉丝”，“每次我都带

孙子一起去看，让他从电影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把送电影下乡这份工作一直做下

去。”张文斌说，52 年的乡村电影放映路，从青葱少年到古稀

老人，他送电影下乡的初心从未改变。

南昌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督管理平台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珊珊）2021 年 12 月 31 日，记者从南

昌市教育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的办学行为，南昌市在全省率先建设了校外培训机构监

督管理平台，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该平台名称为“洪城教培—南昌市校外培训机构监督管

理平台”，通过一个平台、四个端口（教育部门监管端口、培训

机构端口、学生家长端口、监管银行端口），可实现机构资质、

课程、教师查询，预收费监管、风险预警、退费等一站式服务。

目前已有 11 家银行与平台完成对接，并和县区教育部门、培

训机构签订了资金托管协议。

据了解，南昌全市合法登记的 682 家校外培训机构，已全

面开通预收费托管专户和结算账户，有 600 家机构已正式入

驻“洪城教培”平台，入驻率达 87.97%。该平台计划于 2022 年

春节后全面运行。

村里来了“草根宣讲团”
——看铜鼓县开展乡风文明宣讲实践

本报记者 李 颖 文/图

各地迎来元旦假期返程高峰

春运火车票3日起开售
本报讯 （陈晖 记者刘佳惠子）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

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 月 2 日，南铁共发送旅客 44.9 万人次，其

中江西发送旅客 22.8 万人次。1 月 3 日，元旦假期进入尾声，

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南铁预计当日发送旅客 62.1万人次。

此外，2022 年铁路春运自 1 月 17 日开始，2 月 25 日结束，

共 40 天 ，全 国 铁 路 预 计 发 送 旅 客 2.8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8.5%。按照火车票提前 15 天发售的安排，2022 年铁路春运

火车票 1月 3日起开售。

为适应疫情防控条件下的旅客出行规律，南铁改进售票

和退改签服务措施。延长 12306 网站（含手机客户端）售票服

务时间，由每日 5:00 至 23:30 调整为 5:00 至次日凌晨 1:00（每

周二除外）；提供 24 小时互联网退票服务，退票截止时间由乘

车站开车前 25 分钟延长至开车前，新增 12306 客户端免登录

退票渠道；对原来仅可在票面发站办理的开车后车票改签业

务，增设网上办理渠道，同时在自助售票终端新增电子客票改

签功能；将候补购票截止时间调至开车前 2 小时；为旅客提供

乘车临时电子身份证明。

1 月 3 日，在南昌火车站，旅客陆瑶买到了春运第一天的

火车票。 通讯员 鲍赣生摄

本报遂川讯 （记者蔡超然、谢蓬勃）

2021 年 12 月 17 日，记者从遂川县城驱车

近百公里，来到全省海拔最高的乡镇营盘

圩，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南部的一条生

态长廊豁然出现在眼前。每年秋末冬初，

这里呈现百鸟争鸣、万羽竞飞的候鸟迁徙

景观。候鸟大军的往返，赋予这里“全国

三大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等多项国字号响

亮名片。如今这里的人们爱鸟护鸟蔚然

成风，“候鸟经济”迅速发展：各方游客慕

名而来，20 多家民宿爆满；林下产业如火

如荼，户均收入 6 万余元……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个云雾缭绕的高

山圩镇逐渐变为现实。

然 而 在 2002 年 以 前 ，这 里 可 谓 家 家

户户捕鸟、食鸟、卖鸟，以鸟为生。“打鸟

王 ”曾 昭 明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 谈 起 小 时 候

的打鸟经历，他不免流露出无奈、痛楚和

悔恨。“过去这一带叫‘打鸟岗’，最多时

分 布 着 400 多 张 大 网 ，村 民 有 时 一 天 能

打 很 多 鸟 。 但 是 日 子 仍 然 过 得 紧 巴 巴

的。”

曾昭明的变化从 2002 年开始。国家

环志人员来了，省里自然保护区开建了，

市县林业、公安等部门打击捕猎候鸟的举

措实施了，护鸟联盟也诞生了。和曾昭明

一样，村民们纷纷告别捕鸟生涯，走入护

鸟 行 列 。 就 业 有 了 门 路 ，收 入 有 了 新 来

源。同时，县里大力对林业和林下经济作

物进行奖补，鼓励村民发展高山油茶、茶

叶、药材、黄桃等。目前，营盘圩乡已发展

四 类 经 济 作 物 2 万 多 亩 ，人 均 增 收 5000
元。村民收入增加了，生态富民观念深入

人心。

在采访中，曾昭明告诉我们他练就了

一手绝活：能够听音识鸟、能学鸟语。不

仅 如 此 ，他 还 掌 握 了 候 鸟 的 规 律 。 过 去

的打鸟学问，现在变成了护鸟知识，曾昭

明脸上多了笑容：“老百姓的护鸟意识越

来越强，环境越来越好，现在营盘圩的鸟

类 比 过 去 多 了 几 十 种 ，数量也多了十几

倍。”

如今经过曾昭明之手的环志鸟有 2 万

多只，种类达到 50 多种。他说：“现在‘打

鸟岗’换名了，叫‘万鸟岭’。我的外号也

改了，人们都叫我‘护鸟达人’。儿子也成

‘护二代’了。我还获得了全省生态文明

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千年鸟道”，从候鸟眼里的“火焰山”

变成了“欢乐园”。候鸟也用行动回应人

们的善意之举，更加快乐地飞翔。

昔日“打鸟王”成爱鸟人 不见“打鸟岗”只见“万鸟岭”

“千年鸟道”鸟乐人欢

近日，一场题为《做一位感恩、励志的好村民》的讲座在铜鼓县温泉镇凤山村

举行。

1 月 2日，在进贤县张公镇成林园艺基地，花农正将盛开的

鲜花装车销往市场。该基地占地 1500 余亩，年总产值超 8000

万元，吸纳周边 300余户农户务工。 特约通讯员 万朝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