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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旱抗旱进行时

德胜村农垦广场的主体雕塑

黎川县德胜镇黎川县德胜镇：：昔日农垦场昔日农垦场 今朝谱新篇今朝谱新篇

江 西 魅 力 乡 镇 风 采 展 示 MeiLi
XiangZhen

德胜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成员德胜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成员

为学生讲农垦故事为学生讲农垦故事

德胜农垦小镇农垦文化体验馆德胜农垦小镇农垦文化体验馆

在武夷山脉西麓、赣闽两省交界处，

有一座边陲小镇，该镇建制初始叫“关上

村”，明朝末年朝廷在这里平乱得胜，改

名得胜关，后人以谐音“德胜关”一直沿

用 至 今 。 漫 步 在 盛 夏 德 胜 镇 的 红 莲 基

地，只见层层叠叠的荷叶铺展开来，和远

处碧蓝的天空相接。一朵朵荷花在阳光

的照耀下娇艳欲滴，红的、白的、粉的，各

有各的姿态，美不胜收。

黎川县德胜镇是闽浙赣苏区革命根

据地之一，也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著

名的团村战役主战场。上世纪 50 年代，

为响应“开发山区、建设山区”号召，来自

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大批知青落户德

胜，他们在这里住破旧民房甚至住牛棚、

吃竹筒饭和酸菜汤、睡大通铺，生活条件

十分艰苦，但是，知青们从不叫苦叫累，只

为开发山区、建设山区，建立了德胜关垦

殖场。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德胜关垦殖

场组织健全、物资丰富，工、农、牧、渔、林、

教育、医疗等行业飞速发展，有了第一家

电影院，德胜关的电炉厂成为全国电炉行

业的龙头，其他企业的生产水平也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彼时的德胜关，兴旺发达、

热闹非凡，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有“小

上海”之美誉。

如今的德胜镇更是积极抢抓乡村振

兴战略机遇，立足资源优势，变资源优势

为发展优势，德胜镇再度重生为一个集

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宜居秀美村庄，

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知青文化和农垦文

化互相碰撞，造就了不寻常的历程和多

彩的故事，持续迸发出新的活力。该镇

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国

家卫生乡镇、全国普法先进工作单位、江

西省工业遗产旅游基地、江西省第七届

文明村镇、全省首批百强中心镇。

文化旅游“兴起来”
“1957年，2000多名来自江苏、浙江、上海等

地的知识青年为支援边远山区建设，扎根德胜，

用血汗造就德胜‘小上海’的辉煌历史……”在

德胜农垦小镇文化展示馆里，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成员朱慧正在为学生讲述德胜的农垦

历史。随着暑期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来

到德胜农垦小镇参观、学习，该镇在打造农垦

特色小镇的基础上，推动红色旅游产品和服

务不断“上新”，规划设计出农垦文化游、红色

文化游、自然生态游、农业产业游等一批精品

主题线路。今年以来，德胜农垦小镇吸引游

客已超 10 万人次。

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该镇积极发

展文化体验、休闲农业、民宿等关联产业，立足

各村产业特色，围绕“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培

育出烤烟种植、胭脂柚种植、水果采摘、中药材

种植、稻虾共养 5 个超千亩特色产业；积极探索

“千家万亩”毛竹产业发展模式，组织人员赴福

建永安、泰宁实地考察学习先进经验，成功打

造 800 亩笋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片。2021

年，该镇所有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均突破 10 万

元，其中茅店村达 100 万元。

文明新风“吹起来”

村容整、乡风淳、文化兴，文明新风吹进

百姓心田，正是如今德胜镇农村乡风文明建

设的生动写照。该镇聚焦“党建+文化”，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着力加强文化阵地建

设，让一处处小广场变身文化生活大舞台，创

新开展红色讲堂、红色书吧、红色宣讲队“三

红”学习等，依托镇人才驿站、各村党群服务

中心、农家书屋等现有载体，共开展“红色讲

堂”集中学习百余次，并经常组织红色宣讲队

进村入户宣讲党史；同时，开展了“周周正能

量”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评树活动，挖掘评

选出先进典型 60 余例，切实发挥了打通政策

落实“最后一公里”的作用，为德胜高质量发

展 筑 牢 了 精 神 围 墙 。 通 过 推 动 乡 风 文 明 建

设，德胜镇乡风文明蔚然成风，取得了明显成

效 。 村 民 能 够 自 觉 遵 守 村 规 民 约 与 社 会 交

往 、人 际 关 系 、公 共 场 所 等 方 面 文 明 礼 仪 规

范，传播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改掉红白事大

操大办、奢侈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气，有

效调动了广大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

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全镇营造了敬老爱老、

团结邻里、互帮互助、爱岗敬业的良好氛围。

人居环境“美起来”

在农业基础不断夯实、文化旅游蓬勃发

展的同时，德胜镇积极筹措项目资金，不断完

善服务配套和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新区整体

环境。该镇完成“一管控、二清理、拆三房、清

四乱”、户厕摸排整改和农村垃圾污水整治工

作，深入开展全域美丽乡镇创建、新农村建设

五大提升等专项行动，发动镇村干部对全镇

范围内破旧空心房、危旧房、猪牛栏、旱厕进

行全面排查统计，采取重点攻坚、集中突破方

式 ，对 集 中 连 片 的 危 旧 房 进 行 拆 除 ，今 年 以

来，集中攻坚拆除面积 7000 平方米，并组织镇

村干部、长效管护员、公益性岗位人员，对公

路沿线、主干街道等重点地段和区域进行集

中整治，突出整治乱堆乱放、乱贴乱画，清除

杂草垃圾，拆除乱搭乱建。同时，该镇积极开

展“门前三包”卫生评比活动，大力推广“万村

码上通”5G+长效管护平台，将“整洁庭院”整

治 作 为“ 五 好 家 庭 ”“ 道 德 红 黑 榜 ”的 重 要 指

标，每季度开展庭院卫生评比，对表现良好的

整洁庭院颁发“卫生之星”荣誉证书，并张榜

表 扬 ；对 多 次“ 脏 乱 差 ”的 庭 院 ，实 行 黑 榜 鞭

策，引导村民积极主动参与村庄环境日常维

护工作，形成全员关心、个个支持、人人参与

的良好社会氛围，着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绘就了乡村振兴、美美与共的画卷。

作风建设“实起来”

“这里比以前干净多了，晚上出来遛弯的

人也多了。”日前，黎川县德胜镇新城社区居

民对社区的变化赞不绝口。自开展“八扬八

治”深化作风建设活动以来，该镇干部深入群

众开展调研，变“被动服务”为“主动上门”，扬

担当实干之风，收集群众关于背街小巷改造、

停车场建设、路灯维修、环境提升等急难愁盼

问题 36 个，目前已解决 30 个，剩余的正积极

推进中。该镇坚持组织党员干部、人大代表

深入田间地头、村民家中倾听收集意见建议，

深入开展“党建+社会救助+点餐式服务”“党

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等工作，预算 950 万

元的德胜镇中心敬老院已全部竣工，首批 26

名老人顺利入住；坚持常态化走访慰问，继续

做好政策帮扶，全镇脱贫户及边缘户收入稳

定，未出现返贫现象；着力推进综合治理，化

解严重信访积案，排除各类安全隐患，社会大

局保持和谐稳定。

忆 往 昔 峥 嵘 岁 月 稠 ，看 今 朝 风 光 旖 旎

秀。知青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甘愿吃苦、

艰苦创业、敢为人先、乐于奉献”的德胜农垦

文 化 ，激 励 着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德 胜 人 努 力 奋

斗。未来，德胜镇将继续探索发展新路径，激

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推动发展成效惠及更广大群众，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杨瑞波 万 芳/文

（图片由德胜镇政府提供）

茅店村笋竹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茅店村笋竹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8 月 17 日，在吉安

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古

村，村民忙着给樟树和草

地浇水。高温持续，古村

周边樟树、水稻作物均存

在不同程度干旱，当地及

时 引 水 浇 灌 ，保 护 古 樟

林，保障农业生产。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引水保灌解燃眉之急
余 进 本报记者 洪怀峰

“这是镇里给你送来的新抽水机，咱们抓紧安装好。”8
月 21 日，资溪县高阜镇高阜村党支部书记何少华顶烈日、冒

高温，又一次来到村里种粮大户李光发的田里，这是他们一

天之内第三次见面。

“太感谢了，这下水稻有救啦！”架线、装泵、铺水带，一番

紧张的忙碌后，清澈的河水经过崭新的抽水机喷灌入干裂的

农田，李光发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干旱，导致资溪县部分农田、农作物遭

受不同程度旱灾。为此，资溪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做好

抗旱救灾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党员干部先锋

模范作用。全县乡村千余名党员干部奔赴田间地头，打井修

渠、引水保灌。消防救援部门通过消防车辆定时定点送水，昼

夜不停为受灾群众送去抗旱“及时水”。据了解，该县目前共动

用抽水机680台，有效缓解1.7万亩水稻及其他作物旱情。

值得一提的是，鹤城镇上皇新村因地势较高，人口集中

居住，近期天气持续干旱少雨导致该村饮用水源不足，全村

384 户 600 人出现用水困难。该县消防救援大队及时用消防

车送去干净卫生的饮用水，确保村民饮水供应，解了村民的

燃眉之急。

5.3万亩稻田“解了渴”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卢海乔）“感谢

党和政府，今年我种的 180 亩晚稻‘喝’上

了水，收成有了保障。”种粮大户熊建军看

到清澈的水沿着水渠流进稻田，脸上露出

了开心的笑容。

农田缺水近来困扰着熊建军，于是他

来到喻张村党群服务中心求助。如何快速

有效解决农户面临的问题？喻张村党员干

部立即行动，通过组建抗旱应急小分队、安

排机械清沟排淤、利用抽水机抽水灌溉等

方式，尽可能满足农田灌溉用水需求。

受干旱天气影响，樟树市张家山街道

辖 区 水 稻 田 出 现 了 不 同 程 度 缺 水 情 况 。

为此，张家山街道迅速成立防旱抗旱工作

领导小组，实行干部分片包干、包村、包户

机制。组织党员干部和农技人员成立志

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详细了解农田受

旱 情 况 。 目 前 ，街 道 累 计 投 入 抗 旱 设 备

1500台，清淤、疏通、整修渠道 3万余米，为

5.3万亩水稻输水“解渴”。

“及时电”送来及时水
本报芦溪讯 （记者钟进文）“来水啦，

来水啦……”8 月 17 日，看着水哗啦啦地流

进干涸的稻田，芦溪县芦溪镇潭田村村民

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当天，国

网芦溪县供电公司芦溪供电所党员服务队

在该村安装了抗旱抽水电表。很快，抽水

机就通上了电，开始对稻田进行抽水灌溉。

“现在正是稻谷长穗的关键时期，要

有足够的水才能保证水稻产量不减产。”芦

溪镇潭田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刘万萍说，村

里与供电所对接供电事宜后，立即组织购

买了 6 个水泵，对 1200 余亩受旱稻田进行

抽水灌溉。当日 9时许，芦溪供电所工作人

员顶着高温进行现场勘查，架设临时线路，

安装抗旱抽水电表，为抽水抗旱送上“及时

电”。为解决农田灌溉用电问题，国网芦溪

县供电公司芦溪供电所迅速组织 4 支抗旱

保电党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实

地勘查、安装灌溉电表、巡视排灌变压器

等，全力帮助农民解决灌溉用电问题。

抗旱护水保民生
本报九江讯 （凌瀚 通讯员张金玲）“多亏连续几日的抽

水灌溉，这 260 余亩稻田‘解了渴’。”近日，九江市柴桑区江洲

镇种植大户周裔祥，看着稻田恢复了勃勃生机，松了一口气。

受干旱天气影响，江洲镇不少农田出现龟裂。眼下正值中稻

抽穗前期，该镇紧急调用抽水设备，引水灌溉。目前，该镇已

在五处提水口连续提水灌溉 20余天，灌溉面积达 2万余亩。

为将干旱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柴桑区多措

并举做好抗旱护水保民生工作。组织大型抽水机抽水抗旱，

科学调配农业灌溉用水，充分发挥水利设施作用，提高用水效

率，确保水稻稳产增收。严格落实抗旱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

将抗旱工作各环节责任落实到位。同时，加强饮用水源地的

环境保护和水质检测，加大对各类加压泵站、供水设备的巡检

力度，提高供水保障率。针对可能出现的缺水、断水现象，积

极寻找备用水源，采取人工送水等应急防范措施，确保城乡供

水安全。目前，该区共投入抗旱资金 200 余万元，为 1800 余人

解决饮水困难问题，减少农业经济损失 1700余万元。

柴桑区

资 溪

清
流
润
良
田

●

▶8 月 18 日，在萍乡

市湘东区排上镇陂田村

杂交水稻制种基地，抗旱

应急服务人员利用消防

车浇灌干涸的稻田。面

对高温干旱天气，湘东区

组织 11 支应急服务队到

生产一线，指导农户做好

田间管理和抗旱工作。

特约通讯员 李桂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