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豚保护在行动
本报余干讯 （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韩海建）“我们

轮流值班，吃住在桥下的板房内，全力守护好江豚。”10
月 2 日，在余干县瑞洪镇信江大桥下，成群的江豚正觅

食嬉戏。受连续干旱天气和低水位的影响，20 多头江

豚无法顺利重返鄱阳湖，滞留信江瑞洪水域，江豚保护

志愿者袁文斌和同事们在此日夜守护。这是余干县针

对鄱阳湖极枯水位加强对长江江豚保护工作的一个有

力举措。

余干县鄱阳湖湿地保护中心副主任吴彦亮介绍，

鄱阳湖地区遭遇干旱天气，水位迅速下降，湖面已经收

缩成一条河，江豚面临搁浅等一系列危险。为此，该县

在沿湖各乡镇大力宣传，引导群众将江豚受困、受伤等

信息及时报告县渔政部门，并对相关人员给予一定经

济奖励。安排江豚救护队员每天在湖面 24 小时巡查，

在水面和滩涂之间守护江豚安全。

建立应急处置机制。该县对江豚等水生生物经常

活动的水域进行不间断观测和巡查，聘请有一定经验

的江豚巡护员为观测员，对江豚等水生生物经常活动

的水域进行观测记录，一旦发现有遇险情况，立即实施

救护和报告，并持续为江豚投放饵料鱼，保障江豚的

“口粮”。

为保证江豚生存环境，该县渔政部门与公安、交通

等部门沟通协调，建立江豚生活水域的涉水部门联合

长效管控机制，严格管控江豚生活水域的挖砂和水上

运输等活动，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此外，

该县渔政部门联合志愿者深入鄱阳湖区，对遗弃渔具

渔网进行清理，加强渔政执法巡查力度和频率，展开清

淤除障行动，为江豚提供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

日夜守护 投放“口粮”

余干多措并举保护长江江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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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这 十 年

十年砥砺奋进，赣南大地日新月异。

9 月 26 日，“江西这十年”系列主题赣

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南昌召开。赣州全市

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苦干实干，用一

连串可喜的数据展现赣南儿女接续奋进勇

毅前行的铿锵足迹，述说十年来赣南大地

发生的翻天覆地、令人振奋的变化。

十年来，赣州主要经济指标增幅稳居

全省“第一方阵”。2021 年，赣州地区生产

总值达 4169.37 亿元，是 2011 年的 3.1 倍，

列全国第 65 位，较 2011 年前移 43 位。

这十年，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精准发

力，老区人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赣

州 114.33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11 个贫困县、1023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退出。该市将财政支出的近七成、新增财

力的近八成用于改善民生，建立健康扶贫

“四道医疗保障线”，贫困人口住院报销比

例稳定在 90%的适度水平，贫困学生教育

资助实现全覆盖，全市脱贫村实现 4G 网络

和宽带网络全覆盖，生活垃圾定点存放清

运率达 100%，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

务更加便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幅连续九年领跑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提前

三年实现比 2010 年翻一番目标。

这十年，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工业经

济发展量质齐升。该市坚持“1+5+N”产

业 集 群 发 展 思 路 不 动 摇 ，大 力 实 施 产 业

链 链 长 制 ，特 色 产 业 集 群 蓬 勃 发 展 。 千

亿 元 产 业 集 群 达 到 4 个 ，营 业 收 入 过 百

亿 元 企 业 增 至 5 家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由 781 家 增 至 2478 家 ，中 国 科 学 院 赣 江

创新研究院、中国稀土集团落户赣州，填

补了江西无国家级大院大所和央企总部

的空白。赣南脐橙品牌价值稳居水果类

区 域 品 牌 全 国 榜 首 ，蔬 菜 产 业 成 为 新 的

富 民 产 业 。 十 年 来 ，赣 州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年均增速 10.6%，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比达 32.2%，装备制造业占比达

30.06% ，连 续 四 年 被 评 为 全 省 工 业 高 质

量发展先进设区市。

这十年，改革开放走深走实，振兴发展

动力活力竞相迸发。该市坚持“大湾区能

做的，我们也要能做到”的理念，打响“干就

赣好”营商环境品牌。推动粤企入赣，吸引

格力电器、佳纳能源、富士康等一批龙头企

业进驻；推动基础设施互联，赣深高铁建成

通车，赣州至深圳由原来的 7 小时压缩至 2

小时左右，融入大湾区“2 小时经济圈”；推

动合作平台共建，与深圳共建深赣港产城

一体化合作区，赣州国际陆港与深圳盐田

港开通运营“赣深组合港”；推动营商环境

接轨，与广州、深圳等 6 个大湾区城市实现

90 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赣州正加速成为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

桥头堡。

这十年，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党心民心

进一步凝聚。该市全面加强红色资源保护

利用，成立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编制完

成《赣 南 等 原 中 央 苏 区 革 命 遗 址 保 护 规

划》，目前列入保护名录的革命旧居旧址

618 处，建成中央苏区历史博物馆等红色

地标 700 多处。该市创造一批高质量“党

建+”特色品牌，创作《八子参军》《一个人

的长征》等一批红色文艺精品，推出“红色

摇篮·革命赣南”等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与

遵 义 、延 安 、桂 林 联 合 举 办“ 红 军 长 征 论

坛”，红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接续奋进 勇毅前行
——赣州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百强城市第65位

本报记者 袁荣穗

党务工作好能手

祝福祖国好 喜迎二十大

本报讯 （倪可心）10 月 3 日，据省卫健委通报，10 月 2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报告。截至 10 月 2 日

24 时，全省无本土住院确诊病例。

10 月 2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截至 10 月 2 日 24 时，全省无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境外输

入无症状感染者。

10 月 2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截至 10 月 2 日 24 时，全省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38 例，

均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我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报告

“我是双田镇的一员，也是一名

共产党员，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

力，提升双田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乐平市

双田镇党委书记叶毫有如是说。

加快镇域经济社会发展，关键

在 人 ，关 键 在 干 部 ，重 点 在 乡 镇 的

“领头雁”。自 2021 年 7 月担任双田

镇党委书记以来，叶毫有始终坚持

党建引领，锚定“树标杆、勇争先”，

团结带领全镇党员干部不断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争创

第一等的工作，为建设富裕美丽幸

福双田贡献力量。今日的双田镇，

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朝气蓬勃。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补

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把伟大

建党精神注入灵魂、化为行动……”

初秋时节，记者走进双田镇采访时，

叶毫有正带着一帮年轻干部，围绕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主题进行热烈

交 流 。 对 于 镇 干 部 张 志 诚 等 人 来

说，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沙龙小组学

习交流会，让他们受益匪浅。

叶毫有特别重视年轻干部的成

长，精心组织年轻干部成立沙龙小

组，每周开展一次学习研讨，不断提

升年轻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理论

水平，促进年轻干部成长成才。在

日常工作中，叶毫有始终坚持把制

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创新

制订干部绩效考核制度，坚持以实

绩论英雄，充分调动镇村干部工作

积极性，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凝心聚力谋发展。

“叶书记不仅心系群众，而且特别务实，为肉牛养殖基地

建设发展操了许多心。”在双田镇耆德村委会肉牛养殖基地

负责人余三洋眼里，叶毫有是一个知行合一的领导干部。之

前，余三洋只是一个肉牛养殖散户，想扩大规模但面临许多

发展难题。叶毫有在深入基层调研时得知余三洋的想法后，

立即鼓励他放心大胆干。之后，叶毫有不仅为余三洋拉来了

合作伙伴，还为他解决了资金等一系列难题，让余三洋感动

不已。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2021 年以来，叶毫有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抓实抓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持

续推动富硒大米、富硒草莓、肉牛养殖等特色产业发展，帮助

双田镇农户发展种植业 1150 余亩，新建肉牛养殖基地 5 个，带

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均达 10 万元

以上。同时，双田镇大力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基础设施

建设，探索实施家庭文明积分创建制度，全力打造幸福美丽

双田。

“叶书记以无微不至的服务理念，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乐

平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服务企业的热情……”提起叶

毫有，江西创泽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秦振豪有许

多话要说。今年，该公司智能机器人制造项目落地双田镇

后，叶毫有几乎每天都会来项目现场跟踪服务。短短两个月

时间，3800 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就拔地而起，这让秦振豪发

自内心为乐平的营商环境点赞。

今年，在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过

程中，叶毫有带头坚持每月两次对市场主体帮扶走访，为企

业提供全套式、链条式、“妈妈式”服务，用实际行动打造双田

镇“办事不用求人、办事依法依规、办事便捷高效、办事暖心

爽心”的营商环境品牌。与此同时，叶毫有高度重视招商引

资工作，多次赴外地考察对接，成功引进项目 5 个，其中亿元

项目 4 个，为乐平市及双田镇的长远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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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宜春讯 （记者李芳）“东湖花苑方向坐 1 号线，东投

中央城方向坐 2 号线。”9 月 27 日 16 时 30 分，宜春市袁州区文

笔峰小学崇文校区低年级学生放学，2 辆定制公交专线车已

在校门口等候，需要乘坐定制公交专线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

者的引导下有序乘车。

“同学们，上车请扫码，戴好口罩，坐稳扶好。”记者看到，

每辆车都配有一名安全员。据悉，为了让家长安心，公交公

司还为校园公交专线开发专门系统，孩子上下车扫码后，家

长第一时间就能在手机上收到孩子乘车信息。

长久以来，学生“接送难”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家长。为

了解决这一民生难题，9 月 3 日开始，袁州区教体局在区纪委

驻局纪检组的推动下，联合宜春市公交公司、袁州区公安分

局等单位，在中心城区推出校园公交专线，目前已陆续开通

23 条校园公交专线，每天将 1000 余名学生安全送达辖区内 14
所学校，为学生提供定时、定点、定向的安全便捷服务，实现

家校“点对点”出行。

据 了 解 ，袁 州 区 校 园 公 交 专 线 除 了 早 班 车 外 ，还 根

据 学 生 放 学 时 间分别在下午三个时段和晚自习后的时间

段 ，安 排 车 次 用 于 满 足 不 同 年 级 段 学 生 的 用 车 需 求 。 据

袁 州 区 教 体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随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学 校 开

通 公 交 专 线 ，后 续 他 们 将 在 安 全 运 行 、家 校 配 合 等 方 面

持 续 发 力 ，将 这 一 教 育 惠 民 举 措 做 到 服 务 更 优 、体 验 更

佳 、效 率 更 高 。

定时定点定向 安全便捷出行

袁州区中心城区开通
23条定制校园公交专线

本报讯 （记者陈璋）国庆逢重阳，

家国同欢庆。近日，在铜鼓县温泉镇

新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104 位

60 岁以上老人齐聚一堂，享美食、看表

演、领礼物，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老人们开心地围坐在一起，一边

聊天，一边品尝着丰盛美食，其乐融

融。曹桂兰老人今年 94 岁，两个儿子

也分别有 70 岁和 60 岁。一家三位老

人 出 现 在 宴 席 上 ，大 家 纷 纷 上 前 祝

福。“现在的日子很幸福。党和政府对

老人这么关心，我们不愁吃、不愁穿，

遇到困难还有人主动帮扶，心里非常

满足。”曹桂兰高兴地说。

村里的年轻人则客串厨师、服务

员，为老人们服务，并表演了新开村特

有的“新开鼓舞”，为老人们送上生活

用品。据了解，在新开村，每逢重阳，

村里的年轻人都会宴请 60 岁以上的

老人，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的问候，这一

做法已经坚持了 4 年。

百位老人同欢乐

9 月 30 日，南昌市青云谱区人大代表熊敏晖与洪都街道洪

鹰社区干部一起看望了辖区 99 岁的老党员陈璞，为她送去了蛋

糕和祝福。 本报记者 陈化先摄

9 月 28 日，由中铁十五局五公司承建的大广高速南康至龙

南段扩容工程正式建成通车。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优化省内

高速公路网，加快赣粤经济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唐 燕摄

10 月 2 日，高安市瑞州街道文昌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趣味模特秀，40 余名村民或

手捧农产品，或手持小国旗，和着欢快的音乐欢欢喜喜走“T 台”。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热热

闹闹庆国庆迎重阳，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乡村模特秀

“谢谢你们，重阳节敬老，不仅来看

望我们老年人，还发放了爱心红包……”

10月 3日上午，德兴市万村乡新屋村 94
岁的程放娣老人拿着红包开心地说。

当天，德兴市新安江乡友商会开

展“九九重阳节，浓浓乡友情”走访慰

问活动，为全市 85 周岁以上的 170 名

浙江省淳安籍移民，发放重阳节红包

10 万余元。程放娣告诉记者：“不仅是

领了红包，每年村里都会组织医护人员

上门为我们体检，老人坐公交车免费，

医保也免费，政府对老年人的关爱很

多，我们很幸福啊！”

德兴市新安江乡友商会负责人表

示，像程放娣这样从浙江来德兴的移

民共 3922 户 1.6 万余人，当年他们为

了响应政府号召，支持国家水电事业，

舍小家顾大家。作为移民后代，我们

不能忘记他们，要传承他们吃苦耐劳

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也要用实际行动

关爱老人。

高龄老人
喜领爱心红包
邵德初 本报记者 吕玉玺

近日，在抚州市东乡区珀玕乡笔村村祠堂里，志愿者与老

人一起做茱萸香包、重阳糕、菊花米酒，体验民俗文化。

特约通讯员 饶方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