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8 日，在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洗药湖管理处，雾凇美景将村庄、山头装扮

得银装素裹，美不胜收，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游览打卡。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2 月 8 日，庐山三叠泉出现罕见冰瀑景观。由于近期庐山景区持

续低温，昔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成了晶莹剔透、蔚为壮观的冰瀑。

本报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银 装 素 裹

河水冰冷 救人心暖
本报记者 吕玉玺

“当时只能看到双手在河中央不断晃动，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赶紧下水救人。”2 月 4 日，正在村中走亲戚的李鉴春，看

到一男子不慎落入水中，危急时刻，他毫不犹豫跳入冰冷的

河水中将其救起。

河水冰冷，但李鉴春不惧危险的救人行为却温暖了很

多人。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2月 4日 14时，家住余干县乌泥镇

铜鼓包村的李鉴春突然看到村口互惠河边聚集了许多人，并

听见有人呼喊，跑近一看，一名男子在水中拼命挣扎，身体正

不断往水下沉，由于天气寒冷，围观的村民迟迟不敢下河救

人。李鉴春见状，立刻脱掉外套、毛衣，跳入水中，奋力向落水

者游去。“当时，我把情况想得太简单了。”李鉴春回忆，落水者

的棉衣已被水浸透，身体沉重，想把他拽起来非常困难。

看到李鉴春下河后，河边的群众也迅速行动：联系派出

所求援，拨打 120 急救电话，还将 500 米外的渔船划过去……

“经过 20 多分钟，才将落水者救上来，我跳入河中时，他已经

在水中泡了近 20 分钟，身体冻僵了。”李鉴春说，在大家的帮

助下，好不容易才将落水者合力救上岸。

“当天，室外温度只有 1 摄氏度，他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

人，真的很勇敢。”铜鼓包村党支部书记李谷春告诉记者，李

鉴春 2011 年入党，平时在村里是个热心人，是村里的“免费”

电工，在抗洪、防疫等志愿服务中都冲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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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实行超高层建筑
决策责任终身制

本报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王纪洪）近日，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发出通

知，就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提出，要从严控制

建筑高度。

南昌市严格限制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50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确需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

应由南昌市相关部门审定后报省住建厅，审查通过后报住

建部备案复核。除南昌市外，其他市、县严格限制新建 1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确需

新建 1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应由当地相关主管部门审定

后报省住建厅审查，审查通过后报住建部备案。各地相关

部门审批 80 米以上住宅建筑、100 米以上公共建筑项目时，

应征求当地消防救援机构意见，以确保与当地消防救援能

力相匹配。同时，严格控制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南昌市投资

建设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以及在其他市、县建设 150 米

以上超高层建筑。南昌市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和其

他市、县新建 1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应按照《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暂行条例》，作为重大公共建设项目报城市党委政府审

定，实行责任终身追究。

一万余名献血者可获免费体检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为进一步保障献血者的健康，省

血液中心于 1 月 21 日起，开展免费为固定献血者及志愿者健

康体检的活动。凡 2018 年至 2020 年在省血液中心累计无偿

献血 3 次以上者、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终身荣誉奖志愿

者（限省直服务队成员)以及 2020 年度志愿者服务之星(限省

直服务队成员），均可获得免费健康体检。

据悉，符合条件的一万余人，可前往省血液中心指定的

体检中心体检，项目包括肾功能、心电图、腹部彩超等。该活

动将持续到3月31日，这也是省血液中心第九年开展此活动。

2 月 7 日，新年上班第一天，邓祥杰

抱着一大沓对接江西省驾驶培训监管

服务平台的申请资料，再次找到记者。

去年 10 月 31 日，邓祥杰曾找过记者反

映他的遭遇。“我一直弄不明白怎么这

么难，小米集团投资的这类信息公司在

其他省市有对接标准、对接流程，只要

按照流程申请很快便可对接。”邓祥杰

是武汉木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西项

目相关负责人，他说，在江西部分地方

和部门跑了 20 多个月了，已记不清跑

了多少趟，公司的主打产品——“驾考

宝典”计时服务平台却始终办不成与监

管平台的对接。

为 了 让 申 请 驾 照 的 学 员 理 论 、实

操水平更扎实，2018 年 11 月，省运管局

对驾照申请人进行学时监管，规定只

有达到一定学时，才被允许其申报各

科目的考试。同时，还发布了《江西省

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管理办法（试

行）》，提出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对

全省驾培机构计时培训工作实施全过

程监管，并提供相关信息服务，能够与

其他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共享与交换的

平台。这一商机很快被许多信息科技

公 司 盯 上 。 创 立 于 2011 年 的 木 仓 信

息，是小米集团投资的一家专注于汽

车消费领域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其中

“驾考宝典”主要是供驾照考试人科目

一、科目四理论培训计时用，而这个计

时软件只有对接上地方监管平台，当

地学员计时才有效。邓祥杰说，“驾考

宝典”在江西范围内很受驾考学员喜

爱，2020 年迄今，其用户量约 70 万人，

但这样一个好平台，却得不到我省部

分地方和有关方面的认可。

据邓祥杰反映，为了实现“驾考宝

典”和我省监管平台的对接，他多次去

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交

涉和申请。邓祥杰说，2020 年 6 月，当

时还没进行机构改革，他第一次到省公

路运输管理局驾培处办理平台对接申

请，得到的答复是，江西暂无对接标准，

后期会出台相关标准，到时再来申请。

之后，邓祥杰又多次找到驾培处，得到

的答复又不一样：运管部门正在进行机

构改革，业务工作处于停滞状态，等机

构改革之后再来对接此项业务。

去年 8 月，邓祥杰找到新组建的江

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机动

车服务处，申请对接监管平台，结果又

被劝返。这次的理由是：要么向地市综

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申请，要么与

江西省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协会对接，

他们同意后才予“放行”。

省里不行，邓祥杰又试着多次去上

饶、抚州、吉安等地，那里的综合交通运

输 事 业 发 展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也 称 办 不

了。邓祥杰被告知，此前其他培训平台

对接监管平台没有经过他们地方，无标

准无流程操作。

就这样，上上下下、来来回回，邓祥

杰不停地跑，却一次又一次碰壁。他不

无担心地说，他们公司正准备进军南昌

VR 市场，已经洽谈多次，落户之后是否

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呢？

邓祥杰又打听到，其他培训平台在

江西对接监管平台的情况。目前，与省

监管平台对接成功的只有两个培训平

台，分别是北京通安（安驾 365）和交通

出版社（车学堂），而这两个培训平台都

是由省驾培协会主导的。“从一开始就

是这两个培训平台，没有再增加。”去年

11 月 8 日，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

心机动车服务处相关工作人员坦承，这

两个平台是直接与他们对接成功的。

至于记者提出“驾考宝典”等其他培训

平台能否按照已对接的平台标准准许

对接的问题，其未给出明确答复，只表

示地市交通运输事业中心提交申请材

料同意对接，他们才会考虑。该中心机

动车服务处处长蔡宣灿接受记者采访

时称，他们并不是不同意“驾考宝典”对

接监管平台，主要是木仓信息与地方驾

校没有合作业务，并称“只要有合作业

务，我们就同意对接”。

得到蔡宣灿这样的答复，邓祥杰有

点喜出望外。去年 11 月 24 日，为了早

日成功对接上省里的监管平台，邓祥杰

不顾左脚崴了的疼痛，拄着拐杖带着与

驾校签署的合作合同等资料来到省综

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机动车服务

处，结果还是不给对接。更令邓祥杰吃

惊的是，这家与他们签约合作的吉安市

某驾校，竟然遭到吉安市综合交通运输

事业发展中心机动车服务科人员的威

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木仓信

息对接省内监管平台遥遥无期外，其他

培训平台也有过木仓信息的遭遇，只是

他们知“难”而退罢了。

在邓祥杰看来，江西正在打造一流

的营商环境，相信他们公司的问题会引

起省里相关部门的重视，他们的努力和

付出也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为

此，邓祥杰依然不断地递交对接监管平

台材料。去年 11 月底，南昌市道路运

输服务中心同意了木仓信息的申请，并

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上传至省中心，可

时至今日杳无音讯。

据调查，我省每年有 90多万考生参

加驾驶人员考试，目前省驾培协会计时

培训的收费标准是 30 元/人，这笔收入

超过 2700万元。业内人士分析称，如果

增加培训平台，便多了竞争对手，收入和

利润自然也就少了。这也是被各方解读

对接监管平台为什么这么难的主要原

因，就这点，记者从吉安市驾培市场调查

的情况中获得佐证。吉安市各驾校将理

论培训费交至江西驭神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而资料显示省驾培协会是江西驭神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如此的

“协会主导”，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邓祥杰向记者提供了木仓信息各

区域公司对接湖北、广东、上海、四川、

云南等 19 个省、市监管平台的材料，在

那些省市提交申请之后，一个月内便完

成了监管平台的对接。对此，邓祥杰有

点恼怒地说，都快两年了，同样的事，为

什么在江西就行不通、办不了呢？

就在记者发稿之时，邓祥杰来电话

说，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机动

车服务处突然同意“驾考宝典”对接监

管平台。不过，对接之后的“驾考宝典”

仍不能约考。看来，邓祥杰公司的这个

好事还需多磨！

创新生态环保商业保险，为上堡梯田

等优质景区提供 2700 万元风险保障；举办

赣州市绿色金融推进“双碳”工作现场会

暨产融对接活动，为县域绿色企业融资签

约 5700 余万元；推广刺葡萄种植险、水稻

种植险、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等产品，为

农户和企业提供 1.93 亿元风险保障……

这些都是崇义县绿色金融改革渐入佳境

的真实写照。

崇义生态环境优美、自然资源富集，

森林覆盖率居全国县级前列，高达 88.3%，

绿色青山价值（GEP）479.9 亿元。经过一

年多改革创新，该县已初步构建成组织体

系完善、产品服务丰富、基础设施完备、稳

健安全运行的绿色金融体系，形成了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08 年至 2021 年，

崇义均获评全省绿色金融先进县。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

系。该县在赣州市率先制定了县级绿色

金融标准体系，印发《崇义县绿色企业认

定方法》《崇义县绿色项目认定方法》，明

确县域内绿色评价识别标准及等级，为金

融机构对接企业精准画像，引导金融资源

向绿色产业和项目倾斜。成立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专门的绿色

金融服务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县财政

每年安排预算 200 万元予以保障；采取项

目清单化管理，坚持每周一调度、每月一

督 导 ，及 时 协 调 解 决 困 难 和 问 题 。 2021

年底，该县绿色贷款余额 17.81 亿元，较年

初新增 4.75 亿元，增长 36.36%，绿色直接

融资渠道不断拓宽，绿色保险覆盖率显著

提高。

强化资源整合，搭建绿色金融平台。

该县设立“生态支行”，成立首家绿色专营

支行，获得九江银行 3 亿元绿色贷款专项

额度；组建“湿地银行”，探索撬动市场资

金投向湿地保护修复机制，构建灵活稳健

的湿地生态治理投融资模式。组建林权

收储服务中心，设立林权收储工作专班，

通 过“ 林 权 抵 押 +担 保 +收 储 ”的 服 务 模

式 ，使 林 权 成 为 林 业 经 营 者 的“ 绿 色 银

行 ”，截 至 2021 年 ，累 计 发 放 林 业 贷 款

14.85 亿元。创建绿色产业发展示范园，

投 资 3.5 亿 元 建 成 占 地 28 亩 的 绿 色 产 业

发展示范园，吸引了齐云山食品、君子谷

野果、崇义水饺等 10 余家绿色企业入驻；

设立“崇义绿色生态板块”，借助江西联合

股权交易中心创设“崇义绿色生态板块”，

助推绿色企业股改挂牌，完成 10 家绿色企

业股改，6 家企业在标准层挂牌、24 家企业

在展示层展示。

加快探索创新，完善绿色金融产品。

该县创新林权抵押担保贷款，以“政府+协

会”合作出资的方式，设立 5000 万元林权

收储保证金，撬动合作银行不低于 8 倍的

贷款，支持林业产业发展。设立“绿色产

业融合信贷通”，以“政府+龙头企业”的

方式，设立 5000 万元的风险保证金，撬动

4 亿元银行信贷资金，推动崇义水饺、高

山茶、刺葡萄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绿色保险“增品、提标、扩面”，开展生猪

“保险+期货”试点，为养殖大户提供 800

余万元风险保障；引入绿色众筹、区域共

建 等 创 新 形 式 ，打 造“ 崇 水 山 田 ”区 域 品

牌，构建起“1+N”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品

牌相结合的“母子”品牌体系，进一步提升

产品价值。 （钟水旺 李 栋）

点“金”之笔 绘“两山”画卷
——崇义县绿色金融改革初显成效

“驾考宝典”在其他省市一个月即可对接监管平台，在我省部分
地方和部门历经20多个月才有转机——

木仓信息入赣奇遇记
本报首席记者 余红举

2 月 4 日，共产党员李鉴春（左一）毫不犹豫跳进冰冷刺骨

的河水里，托住落水男子。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南铁加开列车
助力务工人员返岗复工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2 月 9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

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铁）获悉，从车票预售情况来

看，当天预计发送旅客 65.7 万人次，主要以返程、务工流为

主。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南铁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数量，加

开 58 列旅客列车，其中加开去往上海、杭州方向高铁列车 12
列；往广州、深圳、汕头方向高铁列车 16 列；往贵阳、重庆方向

高铁列车 3 列。同时，加开赣闽两省间短途列车 27 列，为旅

客出行提供充足运能。

据客票系统数据显示，未来三天，南昌去往广州、沪杭以

及管内各方向的列车余票充足，去往兰州、武汉、成都、重庆、

西安方向的列车余票较多。

为了满足中小企业用工需求，南铁将根据需求动态开行

12 趟“点对点”定制化高铁务工专列，确保前往上海、广州、福

州等地的务工人员方便快捷地返岗。为了确保务工人员顺

利到岗，铁路部门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还在

专列上增添了“防疫盒子”，为务工人员提供血压检测、体温

检测等“健康管理”服务。列车乘务人员还通过建立“务工专

列”微信群的方式，及时收集务工人员的健康码，提前与当地

防疫部门沟通联系，为务工人员开辟绿色通道，实现一站式

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