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侯艺松

“海燕，又来兑积分了呀，这次想换点啥？”

“换点米和油，再换个水杯给我孙子，剩下的积分

留着下次再换。”

…………

3 月 15 日 9 时，南昌市青云谱区洪都街道洪鹰社区

居民吴海燕，和老伴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爱心超

市”，在挑选好物品后，便来到门口的“收银台”旁，小心

翼翼地掏出几张有社区印章的积分兑换券“付款”。社

区工作人员一边登记，一边收下积分券，抽屉里类似的

积分兑换券已堆得满满当当。

“自从有了‘爱心超市’后，只要在社区做些志愿服

务，就能换取一些自己所需的东西，不仅为社区的文明

建设出点力，还能为家里省下一笔开支。”年过六旬的

吴海燕笑着说。

“爱心超市”不大，货架上的商品可不少，米面粮

油、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应有尽有。和普通超市不同的

是，这里只收积分券，物品下方没有价格标签，而是 5
分、10 分不等的分值标签。

在“爱心超市”的一侧墙面上，张贴着一张积分评

定表，明确了志愿服务的打分项目，分为“垃圾分类”

“宣传巡逻”“环境美化”等若干项，每一项下面又有很

多量化到分的细则，“清理楼道小广告 10 分”“上户发放

宣传资料 5 分”……都是社区居民力所能及之事。

洪鹰社区党支部书记熊敏晖说，建设“爱心超市”，

是为了回馈社区志愿者的辛勤服务，并以此激励更多

居 民 积 极 参 与 社 区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共 同 做 好 社 区 工

作。“只要是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居民，就可以获取相

应的积分券，并在‘爱心超市’兑换需要的用品。”

如今，洪鹰社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文明实践

理念深入人心。“我们希望通过‘爱心超市’将邻里之间

团结友爱、互助奉献的传统传递下去，带动更多居民参

与社区建设，共同助力文明创建。”熊敏晖说。

太平村的红色讲解员
本报记者 付 强 实习生 付 文

今年春节期间，尽管天公不作美，但每天仍有游客

慕名来樟树市昌傅镇太平村的太平圩会议旧址陈列馆

参观学习。69 岁的戴柏元顾不上走亲访友，一直坚守在

陈列馆，为游客讲述革命旧址的红色故事。从 2020 年 7
月1日陈列馆开馆，戴柏元便一直担任义务讲解员。

陈列馆原来是戴柏元家的百年祖屋，青砖黑瓦，恢

宏大气，院内树木枝繁叶茂。

“小时候，我常听爷爷和爸爸讲老屋的红色故事。”

戴柏元说，“虽然红军在太平圩只待了短短几天，但他们

纪律严明，晚上睡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借东西都会写借

条。”看着展馆中一段段珍贵的文字，一幅幅泛黄的老照

片，一件件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被褥、水壶、枪支等物件，听

着戴柏元老人的讲述，游客仿佛回到战火纷飞的年代。

上世纪 90 年代，有人看中了老屋院中的罗汉松，出

价 30 余万元买树，戴柏元的母亲龚细香坚决不同意：“革

命旧址的一草一木都不容变卖，父传儿、儿传孙，守护的

接力棒要永远传下去。”直到 2018 年龚细香去世，戴柏元

与家人达成一致：捐出祖屋并移交给地方政府使用。

不久前，樟树市将该馆列为红色革命党史教育基

地、廉政教育馆，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学习。“人多的

时候，一天要接待上千人次。”昌傅镇党委书记刘睿称，

当前，太平村正以打造红色名村为契机，复建红军广场

和红军井，让红色基因代代传。

我为群众办实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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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庐山讯 （记者曹诚平）三月的庐山市沙湖

山，草青青、水碧绿、天明净、鸟翩飞，好一幅恬静秀美

的鄱阳湖生态风光图。一湾清水畔，一排排崭新的楼

房拔地而起，这是鄱阳湖安澜百姓安居工程沙湖山生

态搬迁安置房。为了让地于鸟，告别水患，沙湖山鄱

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内 1435 户村民将全部搬迁，空心

房将全部拆除，恢复成地。

沙湖山是庐山市位于鄱阳湖之滨的一块飞地，岛屿

及周边1万亩良田和50多平方公里核心湿地，组成沙湖

山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每年9月下旬至次年4月上

旬，150多种、10万多只珍禽候鸟齐聚于此，沙湖山鄱阳

湖湿地因此被誉为“鄱阳湖中离候鸟最近的地方”，是联

合国环境署、国际鸟类联盟等机构专家来鄱阳湖必到之

地，也是鄱阳湖国际观鸟周主要观鸟点之一。

1998 年特大洪灾后，受地域条件限制，沙湖山无

合适地段安置灾民，700 多户受灾群众只好成建制安

置在圩内，沙湖山圩成为鄱阳湖唯一一座成建制安置

受 灾 群 众 的 单 退 圩 堤 。 目 前 ，圩 内 有 16 个 自 然 村

1435 户，户籍人口 4800 余人，常住人口 900 余人，有民

房 686 栋，建筑面积 8.4 万余平方米。

由于担心水患，村民在这里住得并不安心，大部

分房子还是 1998 年建成的一层毛坯房。圩内村庄的

存在，既给鄱阳湖防汛带来压力，又形成人与鸟争地

的局面，不利于鄱阳湖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2020 年底，沙湖山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管理处

启动圩内群众搬迁前期工作，摸清圩内房屋数量，按

照进城安置、货币补偿、就地筑台等方式，对村民进行

安置。目前，位于庐山市城区和沙湖山的两处安置小

区已经建成，共有安置房 746 套，村民不日即可搬离低

洼圩区，住进新楼房。

沙湖山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管理处党委书记

张斌告诉记者，所有村民搬迁后，空置出来的 686 栋民

房将被统一拆除，并实施全域土地整治，充分盘活土

地资源。目前，沙湖山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区管理处

已引进有实力的农业发展集团，流转土地 7000 亩，以

农业产业和候鸟观光产业为主导，打造世界级观鸟胜

地和万亩圩堤特色农业产业区，全面提升沙湖山湿地

生态环境。今后，农业产业区内将开设“候鸟食堂”，

种植莲藕、荸荠，养殖鱼虾、螺蛳等，专门供候鸟食用，

吸引更多的鸟儿来此栖息。同时，鼓励村民在农业产

业区务工，以及发展民宿、农家乐等，让村民让地于鸟

后，既安居安心，又能吃上生态饭。

变分散居住为集中安置

沙湖山1435户村民让地于鸟

900户居民
用上了天然气

本报记者 邹宇波

春日，记者走进新余市渝水区袁河街道办事

处送桥管理处迎嘉新村小区，一幢幢三层楼房整

齐有序，房前屋后种着果树、花卉，路面已翻新，明

黄色的天然气管道绕屋而过，格外惹人注目。说

起现在的生活，居民李正英满脸幸福：“春节前，家

里通上了天然气，我们 900 户居民盼了多年的心

愿，终于实现了。”

迎嘉新村是新钢三期技改扩建整体拆迁安置

小区，地处城乡接合部，自 2003 年搬迁以来一直

未开通天然气。“最早家里烧煤球、烧柴火，炒菜时

油烟满天飞，把厨房的墙熏得很黑。后来，用上罐

装液化气，又需要经常更换，非常不方便。”李正英

回忆道。

“迎嘉新村占地面积有 400 多亩，居民都有自

己的独栋楼房，按‘一户一表’的标准，安装天然气

管道的成本太大。”送桥管理处党支部书记李凯介

绍，管理处向燃气公司反映过居民的诉求，因涉及

企业成本核算及盈利问题，事情一直悬而未决。

早日用上天然气，是当地群众多年的愿望。

转机出现在 2021 年。为了让因新钢发展而搬迁

的居民生活更加便利，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新余市

人大常委会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将“迎嘉新村天

然气安装”建议督办，作为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来抓，通过协调各方力量，联合市住建局、新

余燃气公司推进这项民生工作，满足群众用上安

全干净气的需求，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去年 6 月，迎嘉新村管道燃气安装工程全面

启动。由于现场条件复杂、户型不一、地形多变，

新余燃气公司和送桥管理处积极做好群众工作，

共同协调解决管道走向及户内安装问题。“我们克

服种种困难，机械不能开挖的，就采用人工开挖；

传统方式安装不了，就采用移动升降车辆施工，确

保如期实现通气目标。”该公司工程部主任曾鑫

说，燃气公司按最优惠的价格收取安装费。

从煤炭、罐装煤气到天然气，迎嘉新村居民告

别了“扛罐上楼”的年代，用上了与城市同网、同

价、同质的天然气。

我省加强对重点人群
心理支持和关爱帮扶

本报讯 （记者陈璋）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对城乡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老年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流浪乞讨人

员、残疾人及其他有需求人员心理支持和关爱帮扶，近日，省民

政厅印发《关于动员引导慈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力量加强

对重点人群心理支持和关爱帮扶的通知》。

《通知》明确，动员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乡镇（街道）社

工站等协助民政服务机构有针对性地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老年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流浪乞讨人员、残疾人等重点群

体开展走访探视、精神慰藉等服务，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和心

理变化、精神状态，有针对性开展服务。

《通知》提出，发挥线上服务人身安全风险低、信息传播速

度快等优势，积极开展需求评估、资源链接、心理咨询、在线培

训指导、电话慰问等线上服务。同时根据线下的实际需要，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走访探视、生活帮扶等线下服务，积极

组织志愿者参与助医、送餐和代购等帮扶工作。创新“五社联

动”机制，积极引导慈善会、红十字会等各类慈善组织，为重点

人群链接公益慈善资源。

《通知》公布了全省“五社联动 齐心抗疫”社会工作服务热

线 16 条，提供需求收集、情绪疏导、心理支持、政策宣传、资源

链接、危机介入等援助支持服务。

“我想把社保从家乡乐安县转到浙江省玉环市，请问

怎么办理？”近日，在乐安县行政服务中心开设的“异地通

办”专窗，窗口工作人员接到远在玉环市务工的戴女士电

话。工作人员指导戴女士在“跨省联办”平台上完成信息

填报、材料上传、实名认证和电子签名等环节后，成功办理

好相关手续。这是乐安县大力推进政务服务“跨省联办”

给外出务工群众带来的便利。

“还好家乡能进行跨省联办，让我不用两头跑，安心和

家人过年。”华先生对“跨省联办”带来的好处也深有体

会。今年 1 月 27 日，定居在浙江玉环的华先生回老家乐安

县探亲，并到县行政服务中心为离世的父亲办理社会保险

个人账户终止手续。因在玉环市开具的火

化证明上印章不清晰需重新开具证明，玉

环市的证明单位要求必须返还原件才能重

新盖章开具证明。

此时临近年关，想到来回奔波的麻烦，

华先生急得团团转。乐安县行政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立即为他转到“异地通办”专

窗，专人对接，为华先生提供免费、安全、便

捷的政务专递，将证明原件邮递回玉环重

新开具证明，并通过“跨省联办”业务专窗

进行线上办理。

乐安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全县在外务

工人口近 10 万人，仅在玉环市从事广告印

刷、鞋服制作等工作的乐安籍人员便有近

3000 人。为打破地域壁垒，解决在外务工

人员异地办事难问题，2021 年 11 月 8 日，乐

安县与玉环市签订政务服务“跨省联办”合

作协议，成为抚州市首个开通“跨省联办”

政务服务的县。

据介绍，双方建立“跨省联办”工作运

行机制和全流程监督管控机制，明确事项办理流转具体程

序，设立专窗，细化专人专岗专线对接，流转程序，对收件

受理、过程办理、办结送达等环节进行规范和跟踪督办。

全面梳理围绕群众和企业重点关注的医疗、社保、税务、不

动产等重点领域，确定办事频率高、反映最强烈、需求量较

大、群众获得感强的 21 项事项，通过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做到异地申请、轻松办结。

乐安县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邹明辉透露，该县

“跨省联办”服务正加快深入推进，将进一步打破省内外地

域限制，推进政务服务“多省一体化”，解决乐安人在省外

办事的难点和痛点。

3 月 21 日，航拍下的赣州市章贡区沙石镇埠上村，高速公路与房屋、树林、农田相互映衬，呈现乡村振兴美丽

画卷。 通讯员 胡江涛摄

“跨省联办”，难事轻松办
乐安-玉环打通政务服务壁垒解决民生难题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文/图

春分时节，在上高县徐家渡镇九峰景区，沿线万亩油菜花

迎春绽放，十分壮观。 通讯员 王 潘摄

乐安县群众到“异地通办”窗口咨询业务。

美丽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