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人善举
钟进文

2 月 6 日，在萍乡市龙腾路口，一位老人在过

马路时不慎摔倒。“当时我正在等红灯，老人就摔

倒在斑马线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看到一名男

子从车上下来，拦住过往车辆后，迅速将老人扶

起，并搀扶过马路。”现场的一名出租车司机目睹

了这一切，并将行车记录仪中的视频交给交警。

交警将这段暖心视频在网络上发布后，网友

们纷纷点赞。最终这名热心男子被找到，他叫张

兵，今年 49岁，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

安源分公司的职工。

日前，记者见到张兵时，他说：“这是一件很小

的事情，不值得你专程来采访。”张兵回忆，当日他

正在等红灯，突然看见一名老人摔倒，挣扎了几下

没爬起来，于是赶紧下车跑过去搀扶。

据张兵所在公司副总经理罗洪剑介绍，张兵

在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也很热心参加公益活动，

在萍乡是名“献血达人”，2015 年还荣获了“最美萍

乡人”称号。

明星村里的“明星”
曹章保

在瑞金市泽覃乡明星村，有一位悉心照顾脑

瘫姐姐多年的好弟弟杨文韬，他用最朴实的行动

诠释手足情深，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孝亲“明

星”。这些年，富裕起来的杨文韬还带着村民创业

就业，成为村民口中的致富“大明星”。

杨文韬今年 36 岁，比他大两岁的姐姐杨三珍

出生不久因病脑瘫，多年来只能靠轮椅度日，丧失

自理能力。儿时，当杨三珍遭到同村孩子欺负时，

杨文韬都会义无反顾地保护姐姐。长大后，杨文

韬 怀 揣 军 营 梦 告 别 家 乡 ，来 到 厦 门 开 启 军 旅 生

涯。其间，多次荣获优秀士兵、优秀士官、优秀班

长等称号。

2010 年，杨文韬的父亲因病去世，家中缺少了

顶梁柱，这让杨文韬不得不选择退伍，担起家庭重

任。随着年纪渐长，不少亲朋好友劝他将杨三珍

送去福利院，减轻家里的负担。然而，杨文韬始终

对姐姐不离不弃，将姐姐和妈妈安排在身边一起

生活。近几年，杨文韬通过函授大专、本科提升自

我。去年，杨文韬获得建筑类市政工程专业工程

师职称，并通过了国家二级建造师考试。如今，通

过自己的努力，杨文韬创办了两家建筑公司，带动

明星村 10余名村民就业。

每每提起杨文韬，村民赞不绝口。“不仅爱小

家，也爱大家。捐资助学、扶贫帮困样样都参与，

是村里的好后生、好榜样。”村民谢声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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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 2050 年，约 25
亿人将患有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其中至

少 7 亿人需要康复服务。听力损失如果得

不到解决，将会在沟通、儿童语言和言语

的发展、认知、教育、就业、心理健康及人

际关系等诸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通过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可以预防

生命全程中的听力损失。通过免疫接种、

改善产妇和新生儿护理、中耳炎筛查和早

期管理等措施，可以预防儿童中 60%的听

力损失。成人可以通过噪声控制和听力

安全立法、耳毒性监测等措施，保持听觉

轨迹并降低听力损失。

早发现是解决听力损失和相关耳部

疾病的第一步。在人生尽可能早的阶段

进行临床筛查，可以尽早发现这些疾病。

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包括使用准确和易于

使用的工具，可以在任何年龄、临床或社

区环境中，借助有限的培训和资源，发现

耳部疾病和听力损失。

解决听力损失，可通过对新生儿和婴

儿、学龄前和学龄儿童、在噪声或化学环

境 中 工 作 的 人 员 、使 用 耳 毒 性 药 物 的 人

员、老年人等人群，进行系统的听力筛查，

早期发现听力损失并加以处理。

一 旦 确 诊 ，早 期 干 预 是 成 功 的 关

键。内科和外科治疗可以治愈大多数耳

部 疾 病 ，并 有 可 能 逆 转 相 关 的 听 力 损

失 。 然 而 ，在 听 力 损 失 不 可 逆 转 的 情 况

下 ，康 复 可 以 让 受 影 响 者 和 整 个 社 会 避

免不良后果。

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等听力技术既有

效又经济，对儿童和成人都有好处。至关

重要的是，在使用这些技术的同时，要有

适当的支持资助服务和康复治疗，以确保

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任何与治疗和康复

有关的决定都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方法，并

让患者的家人或照护者参与进来。使用

手语和其他替代方式（如语音阅读）也是

许多听力受损者的宝贵选择；听力辅助技

术和服务（如字幕和手语

翻译）可以进一步改善

听力受损者的交流和

受教育机会。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专栏 早期有效干预 预防听力损失6

针对教育、医疗卫生、乡村振兴等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

之风领域，2 月 24 日，安义县纪委监委在向阳广场启动“共

建勤廉安义·喜迎二十大”大接访活动。 通讯员 赖秋雅摄

雪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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霁

2 月 24 日 早

晨 ，萍 乡 武 功 山

风 景 区 雪 后 初

霁，云海翻滚，皑

皑白雪将武功山

山头装扮得银装

素裹，美若仙境。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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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乐平市众埠镇沃博生态产业

园里蜡梅竞相开放，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观赏。在产业园的森林拓展中心内，一

家公司的职员正在进行团队协作训练。

依托丰富的自然森林资源，乐平市

做深做实林长制，培育发展集林业、观

光、文化为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做强

“林业产业+旅游产业”新格局，把林下经

济培育成带动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

增长点。

沃 博 生 态 产 业 园 核 心 区 占 地 1800
亩。三年前，浙江商人郑财来看中了这

片山水相依的土地，通过流转，打造特色

中药材、鲜果采摘体验、花卉观赏等种植

基地，还设置了亲子娱乐休闲区、森林拓

展中心等。该生态园被列为 4A 级乡村

旅游点，获得“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省级田园综合体”等荣誉。

此外，沃博生态产业园还设有扶贫

产业园，吸收当地 162 名村民务工，其中

有 5 户脱贫户。近两年来，接待游客 32
万人次，休闲农业综合经营收入 740 万

元。通过发展林业订单扶贫基地，该生

态 产 业 园 带 动 周 边 村 种 植 中 药 材 3930
亩，由产业园统一加工销售，两年来共为

当地农户带来中药材产值 1391万元。不

仅如此，通过与周边农户开展土地入股合

作，农户出土地，由生态产业园投资提供

种苗、农资、技术、人力等，并按每年净利

润 20%比例给予农户分红收益。去年，土

地入股农户收获分红收益60余万元。

在林业产业建设中，乐平市注重丰

富森林文化内涵，守住青山绿水，留住美

丽乡愁，使群众共享林下经济的绿色福

利和生态红利。

初春，位于高家镇下埔村的来龙山

森林公园林木苍翠、溪水潺潺。两年前，

当地利用原有的 220亩古木群，就地打造

了一个乡村森林公园。

“过去，这里位置偏、路难行，有些村

民就吃山里的‘资源饭’。通过推行林长

制，百姓增强了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

森林公园竣工后，吸引了周边游客来这

里消费，让不少村民吃上了‘生态饭’。”

在附近经营农家乐的吴望平，早年在浙

江温州务工，听说家乡建起了森林公园，

返乡创业，去年纯收入达 10余万元。

乐 平 市 林 业 局 负 责 人 介 绍 ，近 年

来，该市采取“公司+协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方式，引导村民自愿加入林

业合作社。依托财政补助资金，该市投

入发展资金 1.15 亿元，培育扶持了一批

规模大、效益好、带动力强的林下经济

示范基地和示范点。目前，该市从事林

下 种 养 的 规 模 企 业 有 11 家 ，涉 及 中 药

材、山桐子、油茶等。建成高标准林下

经济示范点 3 处，带动 5000 余户农民创

业就业。

游客在沃博生态产业园游玩。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矿山生态修复了，空气好了，水也

清了，心情更舒畅了。”如今，宜春市袁州

区新坊镇泽布村村民说起家乡矿区的变

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俗话说，靠山吃山。新坊镇辖区内

群山连绵，砂石矿产资源丰富，培育了一

批又一批与采矿相关的产业，挖掘、切割、

运输……多年的采矿，让新坊镇吃上了资

源饭。但一直以来粗放式的开发，让当地

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刚浇过水的菜地没一会儿就铺了

一层灰，家里窗户基本不敢开，新坊河也

浑浊不堪。”78 岁的泽布村村民黄国进回

忆说，那些年，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开进

村子后山，满载着矿石开出来，一路尘土

飞扬。不知从何时起，青山变成了“千疮

百孔”的荒山，新坊镇的“母亲河”也逐渐

变成“牛奶河”。

面对山体塌陷、植被破坏、灰尘蔽日

等一系列生态创伤，近年来，新坊镇一方

面禁止私挖滥采等行为，另一方面启动了

矿山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稳步推进矿山地

质保护与生态治理修复，能复绿的种植树

木和草皮，暂时不能复绿的覆盖抑尘网。

据统计，去年全镇复绿面积达3800亩。

“我们现在开采一块，就复绿一块。

去年共种植了 5万棵柏树，并配套雾化装

置，对周围新栽种的植被进行浇水、保

湿，还对采区上山道路进行洒水降尘。”

宜春雅山高岭土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如今的新坊镇环境面貌一新：干净

整洁的道路，郁郁葱葱的美景，成群结队

的白鹭有的在低空盘旋、有的在树上嬉

戏，新坊河里流淌着清澈的河水，呈现一

幅和谐幸福的画面。

“好山好水才能带给我们今天的好

日子！”泽布村党支部书记黄林兵说，矿

山复绿需要大量草皮，泽布村抓住这个

商机，组织村民成立红泽现代农业合作

社，种植了 100 亩草皮，每年可提供 400
亩复绿用草皮，靠此一项去年村集体经

济增收 80万元。

同样受益的，还有新坊镇东墉村的

村民。过去由于开矿，东墉村的部分土

地越来越贫瘠，难以种植农作物。生态

治理中，村委会从村民手里流转了这些

荒地，用来种植花卉苗木，不仅美化了环

境，还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我把家里的荒地流转给村集体种

花，每年有 2000元的租金，还可以就近务

工，每月最少也有 3000 余元，稳当又安

心。”70岁的东墉村村民丁敬亮笑着说。

门前绿水东流，屋后青山环绕。植

绿复绿，修复生态，不仅让新坊镇守住了

绿水青山，更让这里的山水变成了村民

和集体的财富。

新坊村民喜迎矿山复绿生态财富
侯艺松 钟小兰

乐平群众乐享林下经济绿色红利
朱定文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全省3.9万家社会组织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陈璋）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

振兴，我省民政部门强化工作举措，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力度，引导社会组织围绕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工

作，主动开展活动、提供服务，取得良好成效。

近年来，我省印发了《江西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 年）》《关于推动社会组织

开展“邻里守望”关爱行动的通知》等文件，举办社区社会

组织培训，指导各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3.9 万家，为乡

村振兴赋能蓄力。在全省范围开展“邻里守望”关爱行动，

通过组织或对接一大批活动项目，服务乡村与社区。组织

省本级社会组织赴南昌县等地开展“幸福儿童小屋”项目

建设，引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积极争取中国扶

贫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指导罗霄山片区的 6 个县（区）成为

项目合作县（区）并获得 3年扶持。

同时，省民政厅加强业务指导与调度，推动各地社会

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其中，赣州市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引导社会组织持续开展“百社解百难”活动，服务乡

村振兴、疫情防控等重要工作；南昌市发动 121 家社会组

织参与 139 个乡村振兴项目，投入资金 2754 万元；吉安市

动员全市 116 家社会组织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萍乡市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

村振兴的社会组织达 350 家，投入资金 4500 万元，实施帮

扶项目 40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