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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服务 侨胞们有了“家”

拓宽沟渠 解决灌溉难题

深深 度度

保姆式服务

麦 镇阳团村种粮大户姚海林往年

只承包了 70 多亩土地，今年由于大部分

外出务工的村民没回来“双抢”，通过村

党支部的“双抢”托管平台，姚海林接到

全村 58 户 300 亩耕地收割和栽种的托管

派单。姚海林立即调集收割机和旋耕

机，仅用 15 天时间就让村里的水稻颗粒

归仓，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绿油油的晚稻

秧苗。

麦 镇有近 1 万人在外务工经商，

有耕地 3.89 万亩。春耕备耕和“双抢”农

忙季节，该镇实施“群众点单、党组织派

单、种粮大户接单、群众评单”一站式服

务，不误农时。

“不仅遏制了耕地抛荒的问题，还增

加了种粮大户的收入。”麦 镇党委书记

孙雪峰说，目前，该镇种粮大户已完成

1500 余户在外群众 8000 多亩水稻收割

“点单”任务，目前正抓紧二晚栽插。该

县引导社会化服务组织将田地集中起

来，聘请“田管家”“田保姆”，指导“小管

家”“小保姆”统一管理耕地，由专业农机

“机手”、无人机“飞手”代替小农户进行

耕种，开展统防统治，实现“一人管百亩

地、一人种百亩田”。

“以前哪怕农户只种 3 亩地，都要买

齐喷药机、秧盘、翻耕机等农具，本来种

田收入就不高，还要花钱买农具，想请人

翻耕、抛插秧一时也找不到。现在有了

田地托管，只要电话一打或微信一点就

解决了问题，而且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种

植，既节省了群众的种粮成本，又增加了

种粮大户的收入。”潭丘乡宣传组织委员

陈宇星介绍。

“将水稻生产托管服务由耕地、收割

等单一环节拓展至育秧、整地、插秧、植

保、收割、烘干、储存、维修等全流程，有

效缓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缩短

了生产时间，实现了‘你在外安心工作，

我在家帮你种田’。”孙雪峰介绍。

“我们改变由原有小农户分散购买

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的方式，实施由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集中统一购买

农资，批量采购降低采买成本后，再提供

给小农户，降低种粮成本。”新干县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传统的人工播种、插秧、除虫、收割

等工序费时费力，农药化肥成本也很高，

如果让有机械设备的种粮大户托管，只

收成本费，就可完成全部作业。”城上乡

的种粮大户刘大宝说。

目前，该县有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 织 1294 个 ，水 稻 生 产 托 管 服 务 面 积

13.04 万亩，水稻春播夏收时间分别减少

7天以上。

耕地机械化

7 月 27 日中午，骄阳似火，在新干县

界埠镇落塘村的水田里，数台大型拖拉

机正在进行翻耕平整。在吉安市办事的

华鑫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智青

点开手机软件，其名下 31 台农机所处的

位置、运行轨迹、作业量一目了然。

“从 7 月 1 日开始，合作社所有农机

全部下田，没有停过一天，而且农机全部

安装了导航系统。”唐智青告诉记者，这

批农机最大的亮点是基于北斗卫星的智

能网联。7月以来，该合作社的农机收割

稻田 1900 亩，插秧机作业面积 2800 亩，

旋耕机作业面积 4300亩。

虽 然“ 双 抢 ”已 经 持 续 一 段 时 间

了 ，但 在 新 干 县 农 机 超 市 ，仍 然 是 人

头攒动。刘大宝正在试驾一款高速插

秧 机 ，一 圈 下 来 ，非 常 满 意 ，当 即 决 定

买 1 台。

这些年，刘大宝陆续更新了一批智

能大型农机。他自豪地向记者亮出了他

的农机家底：烘干机 1 套、收割机 3 台、大

型旋耕机 2台、拖拉机 2台、高速插秧机 2
台、植保无人机 2 台。“有了这些智能农

机，今年‘双抢’可节约人工成本4万元。”

新干县赣鼎农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甘新国介绍，该公司今年售出了 200
多台收割机和拖拉机。

新干县农业农村局农机股股长陈建

平说，截至目前，今年该县售出 400 多台

联合收割机，500 多台拖拉机，均安装了

导航系统。

在我省 2018 年至 2020 年农机购置

补贴机具目录中，农业用北斗智能终端

列入其中，并受到种粮大户和农机合作

社广泛青睐。

新干大丰优质稻合作社沈军根说，

社里采购了 2 台农业植保无人机、8 台大

型拖拉机以及多台收割机和粮食烘干机

等，实现了水稻全程机械化，托管了 5000
亩耕地。

新 干 县 每 年 安 排 专 项 资 金 500 万

元，积极培育各类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组织，依靠智能化农机设备，提供多样化

服务。

陈建平介绍，为做好农机补贴工作，

全县农机经销企业储备各类农机具 500
余 台 ，比 去 年 同 期 储 备 量 增 长 约 30%。

今年可用中央补贴资金 916.5 万元，截至

目前，已登记购机补贴 850.5 万元，共补

贴农机具 572 台，受益农户 370 户，拉动

农机购买力 3462万元。

农田高标准

作为粮食主产区、全国稻米加工强

县，近年来新干县致力于高标准农田建

设，让土地宜机化，让农机进出通畅、作

业高效。

“原先是零碎地块，要么锯齿形，要

么月牙形，难以适应机械化作业。现在

好了，政府不仅为我们平整了田地，还修

建了沟渠和机耕道，每亩能节约耕种成

本 50 元到 70 元。”农田高标准化后，唐智

青高兴地向记者说。

城 上 乡 大 坑 村 的 村 民 李 小 勇 种 了

140 亩水稻，都是双季稻，全部实现了机

械化。李小勇有一台联合收割机，一台

高速插秧机，一台大型拖拉机，还有四轮

运输车。

“ 我 自 己 的 耕 地 3 天 就 能 搞 定 ，其

他 时 间 帮 助 乡 亲 收 割 、翻 地 、插 秧 ，常

常 忙 到 深 夜 。 按 照 平 均 亩 产 值 1200
元 计 算 ，代 耕 代 种 每 亩 纯 收 入 约 有

400 元 。”尝 到 了 农 机 化 甜 头 的 李 小 勇

说，往年田块小，农机施展不开。现在

经过高标准建设，机耕道在田头伸展，

很方便。

对于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说，采用代

耕代种的方式将农田托管给种粮大户也

是不错的选择。村民李宝根一家人在福

建水头做小生意，家里的 13 亩耕地委托

李小勇管理，谷子卖掉后，只要扣除农机

费用，其余收入都打进李宝根的一卡通

账户。

在新干县七琴镇的田野里，一条条

沟渠纵横交错，一块块方形稻田如地毯

平铺到天边，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如一

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借助高标准农田建

设契机，新干县耕地机械化作业方便了，

耕作成本降低 20%以上，每亩要比以前

最少增加 150 元的收入。目前，该县已

建设高标准农田 20 万亩，为粮食丰产打

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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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锄禾日当午”到贴心“田保姆”
新干县兴起社会化服务组织托管耕地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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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托管喜获丰收早稻托管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摄

“家里 11亩水田交给种粮大户打
理，从播种到收割的全部流程不用我
管。有了‘田保姆’，我可以安心在外务
工。”7月28日，在福建泉州务工的新干
县潭丘乡村民陈宝虎的手机收到一条
银行短信，显示其农村一卡通收到一笔
卖粮款。

新干县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人员有
6万多人，为破解种粮劳动力短缺、生
产成本高等问题，该县积极培育农业生
产主体，兴起了社会化服务组织托管耕
地的新模式，农业合作社或农业服务公
司甘当“田保姆”，为农民量身定做“种
粮套餐”，提供从种子、农药、化肥到农
机、烘干和销售一条龙的托管服务，既
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又避免了农田
撂荒，还为自己增加了收入。

7 月 26 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耙石

村白塔河边，约百米宽的河中矗立着 7
个高大的钢筋混凝土桥墩，从桥墩上长

的青苔来看，桥墩完工已经有相当长的

时间了。令人费解的是，桥墩上没有铺

设桥面。而在桥墩下方，残留着以前老

桥的部分桥面。

“这个桥墩 2018 年就建好了，我们

以为很快就能建好大桥，没想到等了几

年，河上依然只是桥墩。”耙石村村民吴

先生告诉记者，以前白塔河上有座老桥，

由于年代久远，出现了一些破损。为消除

安全隐患，当地决定为村民建造一座新桥

——耙石大桥，可新桥建好桥墩就一直停

工到现在，导致这几年附近村民出行很不

方便。

“本来过了河走个几百米就可以回娘

家，现在要绕道几公里。”村民吴女士说，不

知道这座大桥为什么停工这么久，这座桥

关系到几千人的出行，希望能早日建成。

为什么耙石大桥2018年建完桥墩就停

工至今？何日能重新开工建设？带着疑问，

记者来到了大桥业主方——平定乡政府。

“由于钢筋、水泥、砂石等原材料涨

价，施工方表示按中标合同金额无法施

工，要求我们追加工程款。”平定乡乡长

吕 飞 向 记 者 介 绍 ，耙 石 大 桥 建 设 项 目

2017 年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当

时共有十多家公司参加竞标，中标公司

为龙岩一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

格为 678.8 万元。2017 年 12 月 7 日，耙石

大桥重建工程开工，2018 年底，工程已完

成所有桥墩建设，乡政府根据工程建设

进 度 向 中 标 公 司 支 付 工 程 款 273 万 余

元。随后，中标公司表示原材料涨价幅

度很大，按合同金额施工会造成巨额亏

损，一直要求乡政府追加工程款，在没有

得到追加款项的情况下，耙石大桥的重

建工程停工。

“2020 年，时任平定乡的主要领导请

律师给中标公司发去律师函，要求对方遵

守合同约定，继续开工建设耙石大桥。”吕

飞表示，中标公司迫于压力，去相关厂家

订制了少部分桥梁，但又没有后续的动

作，仍以原材料涨价为由一直要求追加工

程款，一直到去年 7月乡领导换届。

“我和乡党委书记一来就针对耙石大

桥的复工问题与中标公司多次联系磋商，

在无法协调的情况下又给对方发了律师

函，可是对方仍然表示因为原材料涨价的

原因，不能施工。但根据乡政府和中标公

司 2017年签订的合同条款约定，由于物价

波动造成的工程款波动，乡政府不予追加，

所以我们也不能追加工程款。”吕飞说。

那么中标公司一直不复工就没有办

法解决了吗？“目前我们准备走法律途径，

向法院起诉中标公司违约。”吕飞表示，

“走法律程序的话，整个流程下来要比较

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耙石大桥什么时候能

重新开工建设，我们暂时无法给出时间

表。只能尽力去解决，尽最大努力让大桥

早日复工，方便群众出行。”

8 月 1 日，记者联系上了龙岩一方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耙石大桥项目的负责人，

对方表示，停工就是因为原材料价格涨幅

惊人，如果按照中标价格继续施工，将带

来巨额亏损。希望平定乡政府能追加工

程建设款，否则难以开工。

耙石大桥建了4年只建好桥墩
平定乡政府：中标公司违约，将走法律途径解决

本报记者 蔡颖辉

邮箱：48505265@qq.com
电话：18679958802

“我们村里的老桥改造2017年就开始施工了，2018年做好桥墩之后就停工了。”近日，鹰潭市余江区平定乡耙
石村村民反映，村里一座改建的大桥已经停工4年，附近几千名群众出行不便，盼望相关部门能尽快解决。

停工的耙石大桥停工的耙石大桥。。 本报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

近日，四川两名大学生在嘉陵江边拍照时不慎坠江身亡的

新闻引发热议。笔者搜索发现，近年来，有些人为了追求美照

或吸引眼球，在公路、铁道、高楼、悬崖、海礁等地方冒险拍摄引

发伤亡的事例不胜枚举。

拍摄原本是一件记录生活美好瞬间的事情，看到美丽风

景，想让自己置身其中永久留念，可以理解，但铁道和公路是行

车的，不是拍照的，一些景区悬崖没有护栏异常危险，可拍摄者

仍我行我素，忽视安全漠视生命。此举不但置自身生命于不

顾，还会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甚至涉嫌违法。这

不，四川绵阳一名摄影师带女大学生到铁路上拍照，铁路警方

就依法对涉事人员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

除了拍摄者自身因素以外，社交媒体也是导致“玩命拍摄”

愈演愈烈的重要推手。打开搜索引擎和短视频平台，用户经常

会看到“公路大片”“悬崖大片”“海礁大片”的推送信息，点赞评

论此起彼伏。这些视频或照片，给人们呈现出“越是站得艰险，

画面越是美”的错觉，相关平台的类似信息也该好好整治了。

要遏制“玩命拍摄”之风愈演愈烈，有关部门可以见招出招，

利用社交网络等新渠道，以身边真实的事故案例，警醒那些“玩命

拍摄者”——人生路漫漫，安全第一条，且行且珍惜。同时，相关

部门要加强监管，对那些违规拍摄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本报樟树讯本报樟树讯（记者付强付强 通讯员杨小飞杨小飞）近日，樟树市义成

镇泉港村村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村

里拓宽了沟渠，为我们解了燃眉之急。”据了解，此前，泉港村农

田灌溉主干沟渠狭窄且杂草丛生，给村民灌溉带来了困难，尤

其是恰逢连日高温天气，田间早稻急需放水灌溉。见状，泉港

村两委班子自筹资金请挖机拓宽主干沟渠，经过 5天施工，终于

把约 4 公里长的主干沟渠挖通，解决了村里约 1300 亩农田缺水

灌溉的问题。

本报南昌讯本报南昌讯（侯艺松侯艺松））近日，南昌市东湖区公园街道的侨胞

们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街道为他们打造

了温馨的“侨胞之家”，他们感受到了温暖。据了解，“侨胞之

家”设立了矛盾调解室、心理咨询室、法律援助室、侨法宣传室，

为侨胞提供心理层面和法律层面的专业服务；专门成立了 6 支

服务志愿者队伍，组织辖区党员群众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做好

为侨服务的贴心人；积极开展侨法宣传讲座活动，极大提高了

侨胞侨属对当前最新侨法的理解，强化了侨胞侨属对侨法的认

识，进一步营造“知侨爱侨护侨”的良好氛围。

““侨胞之家侨胞之家””举办的侨法宣传讲座活动举办的侨法宣传讲座活动。。 侯艺松侯艺松摄

本报南昌讯本报南昌讯（记者洪怀峰洪怀峰）“我要借贵平台向好心人表达感

谢。”8 月 1 日，南昌市青云谱区岱山街道居民王海年向江西新

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自家 5 岁的孙子趁大人不注

意独自到街上玩，结果迷路了。“当时我们正在街面巡查，发现

有个小孩坐在马路边大哭，但他连家人名字、家庭住址都说不

清。”岱山街道综合执法队员朱晓告诉记者，他们只好向路过的

群众求助，经过一番努力，有人认出了小男孩，在大家的爱心接

力下，小男孩终于找到了家人。

爱心接力 送迷路娃回家

综合执法队员向迷路孩子询问情况综合执法队员向迷路孩子询问情况。。 本报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