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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时代

每天清晨 5 时许，万载县白水乡

槽岭村枫树村小组脱贫户刘华平就起

床了，简单洗漱后，他开始了一天忙碌

的生活，喂猪、放羊、赶鸭、喂鸡、牧鹅，

还要给果树除草、施肥，从天蒙蒙亮忙

碌到夜幕降临。近日，在山环路绕的

海拔 400 多米的枫树村小组，刘华平

向记者讲述了他的脱贫故事。

地 处 湘 赣 交 界 大 山 深 处 的 槽 岭

村，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地形险峻。

为养家糊口，刘华平一直在外务工。

2012 年，妻子不慎从山上摔下致残，

生活不能自理，两个孩子年纪尚幼。

无奈之下，刘华平辞工回家，一边照顾

妻儿一边种粮。“那几年，困难时需要

借米度日，一碗咸菜要吃好几天。”刘

华平回忆往事时直摇头。

2014 年，刘华平家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村干部引导下，我尝试

着养了 20 多头猪，种了 1 亩百合，手中

有 活 心 里 就 有 希 望 ，真 是 越 干 越 有

劲。”他激动地说，“2016 年底，凭借种

养结合的收益，我家脱贫了。”

为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宜春市委

组织部驻村干部帮助刘华平申请到 5
万元扶贫小额贷款，他先是搭建了两

个钢棚，养殖规模从养猪逐渐扩展至

养鸡、鸭、鹅、黑山羊等，多元发展不仅

拓展致富渠道，还降低了风险。2019
年，仅生猪养殖一项就让他盈利 20 多

万元，卖鸡、鸭、鹅、黑山羊等纯收入 3
万余元。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幸福生活的

起点。“这些年，我每年攒点钱，目标是

早日建新房。”经过一年的施工和装

修，刘华平如愿圆梦。2020 年 7 月 16
日，刘华平在村组干部群众的帮助下，

喜迁新居。

2021 年，在宜春市委组织部和万载

县总工会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刘华平

的致富步伐不断加速。（下转第 3版）

山谷里蹚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 陈化先 李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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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

本报北京讯 （记者钟秋兰）“这

是我省重点打造的‘赣服通’，是与群

众息息相关的政务服务平台，真正做

到足不出户、打开手机‘说办就办’，

打响‘江西办事不用求人、江西办事

依法依规、江西办事 便 捷 高 效 、江 西

办 事 暖 心 爽 心 ’的 营 商 环 境 品 牌 。”

10 月 6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奋

进 新 时 代 ”主 题 成 就 展 地 方展馆江

西单元，观众在播放着“赣服通”平台

内容的屏幕前驻足，听着讲解员黄露

的讲解，对“赣服通”有了更深一步的

了解。

2018 年 11 月 12 日，“赣服通”应

运而生。5 年来，“赣服通”不断迭代

升 级 ，实 现 省 市 县 全 覆 盖 ；5 年 来 ，

“ 赣 服 通 ”服 务 事 项 不 断 完 善 ，从 缴

纳水电气费用到缴纳社保，再到提取

住房公积金……江西人生活越来越

便捷。

手机一开，说办就办。在“人社

专区”的个人专属空间，一站可查看

社保卡号、养老账户余额、月发养老

金、认证状态、就业培训、获得证书、

历史办件等“记录一生”的人社服务

信息。“婚育户一链办”服务，简化了

以前需要跑社保、医保、公安、卫健委

4 个部门、分 5 次办理、填 138 个信息

的繁杂手续。现在，打开“赣服通”支

付宝小程序或 APP，只需在线填写所

需信息、无需上传任何材料，10 分钟

内即可办完生育服务卡、出生医学证

明、新生儿上户口、新生儿医保登记

等业务。以前交学杂费，要么去银行

转账打款，要么去学校排队缴费，现

在 ，打 开“ 赣 服 通 ”，学 费 、课 后 服 务

费、餐费等各类教育费用都可以掌上

缴纳。以前小商户去银行办理贷款

手续繁多，现在打开“赣服通”金融专

区，普惠金融服务掌上办，贷款手续

更便捷。

近年 来 ，“ 赣 服 通 ”悄 悄 改 变 了

江 西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超 4000 万 江 西

人 通 过“ 赣 服 通 ”解 决 生 活 大 小 事 。

“ 赣 服 通 ”在“ 互 联 网+政 务 服 务 ”演

进 中 各 行 各 业 创 新 跃 迁 ，带 来 整 个

社 会 效 能 大 幅 度 提 升 ，老 百 姓 舒 心

更暖心。

主题成就展：“赣服通”让百姓办事更便捷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珊珊）近日，

在位于南昌市解放西路的南昌大众印

染 厂 原 址 ，一 个 新 的 产 业 项 目 ——

1962 文创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据

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主体施工已

完成，目前已签约引进新能源汽车展

示中心、篮球馆、羽毛球馆、娱乐、餐饮

等业态，预计今年12月中旬对外开放。

一边是闲置数年的老旧厂房，一

边是高端现代的文创项目，让两者擦

出火花的，是去年底南昌市青云谱区

在厦门开展的一场招商推介会。在这

场跨省招商推介会上，大众印染厂老

旧闲置厂房找到了新东家。

位于青云谱区解放西路的大众印

染厂，曾有着辉煌的过去。近些年，企

业逐渐没落，厂房开始闲置废弃。高

耸的烟囱、老旧的厂房、斑驳的砖墙、

废弃的仓库……通过保留工厂原有的

工业建筑及附属物，建设工业遗存博

物馆、花印艺术馆、创意工坊、都市运

动馆等，1962 文创产业园将打造成为

亮点鲜明的文化艺术消费空间。

老 厂 房“ 长 ”出 新 产 业 ，这 是 青

云 谱 区“ 腾 笼 换 鸟 ”的 生 动 实 践 ，也

是该区变转型痛点为发展亮点的逆袭

之路。 （下转第 3版）

老厂房“长”出新产业

青云谱区“腾笼换鸟”让包袱变财富

本报吉安讯 （记者董文涛 通讯

员肖和平）“我们村蔬菜基地种植面

积今年增加了 50 亩，还建成了红色研

学培训基地，村集体经济收入更加多

元化了。”作为吉安市青原区建设全

域旅游示范带和乡村振兴示范带上

的一个节点村，该区富滩镇张家渡村

党 支 部 副 书 记 罗 传 彬 难 掩 心 中 激

动。张家渡村发挥临近青东公路的

区位优势，将产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

设有机结合，乡村振兴动能澎湃。

青原区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

来，充分利用青东公路一线串珠、一

廊贯通的特点，在公路沿线建设全域

旅 游 示 范 带 和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带 ，将

“两带演进”作为推动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的有力举措。青原区成为江西

省“美丽活力乡村+民宿”联动建设先

行县，东固畲族乡敖上村成为江西省

5A 级乡村旅游点，白云湖匠心谷景区

通过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评

审……一项项成果绘就了交通动脉

沿线大发展的美丽图景。

集聚优势资源，全域旅游充满活

力。青原区树牢“抓大旅游、大抓旅

游”的鲜明导向，推动旅游景区一体

化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全区山水、古

村等核心旅游资源，打造以青原山为

龙头，文陂镇、富田镇、东固畲族乡为

脊梁的旅游通廊，全力争创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

通过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

成带，青原区创建了一批景色优美、

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美丽乡村。文陂

镇渼陂村按照庐陵古韵、展馆民宿、

商贸古街和红色记忆四大分区，布局

了上百种旅游业态，全面提升游玩体

验；东固畲族乡敖上村发挥红色资源优势，连续举办 4 届

“晒冬会”活动，累计吸引游客 20 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4000 余万元。

加速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更有底气。近年来，青原区

积极对接农民需求，探索创新保姆式、菜单式、点单式托管

服务，补齐粮食生产环节短板，有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同时，按照产业为根、文化为魂、生态为韵、民生为本

的理念，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环卫保洁、污水处理等工

作，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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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 日，崇义上堡梯田成功入选 2022 年度（第九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熟

于宋元时期、完善于明清时期的上堡梯田灌溉工程，既包含完善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系

统，也包含良好的生态保护系统。图为上堡梯田秋日美景。 王蕴蓉摄

上堡梯田
成功申遗

本报上饶讯 （记者张弛、余燕

通讯员徐卫清）“今年孩子入学报名

是网上填报，材料是否符合要求、审

核进展到哪个环节……整个过程一

清二楚。”近日，谈起自家孩子开学

报名事宜，上饶市广丰区丰溪街道

卧龙城小区居民刘女士连声称赞。

今年，该区依托“赣政通”平台构建

“就学一件事”联办体系，将全体新

生报名信息与户籍、房产、工商营业

执照等数据系统全面对接，层层审

核把关并全程接受群众监督，确保

公平公正。

扛 牢 主 体 责 任 ，拧 紧 责 任 链

条。该区紧紧扭住责任制这个全面

从严治党的“牛鼻子”，进一步完善

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一

岗双责”责任清单等，全力构建完备

的责任体系，为各级责任主体落实

责任提供了考核表和问责尺。坚持

以上率下，区委主要负责人带头履职

尽责，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进一

步 做 实 政 治 监 督 ，对 全 区 乡 镇（街

道）、区直单位、企事业单位等单位的

101 名主要负责人开展廉政谈话，督

促领导干部争做勤廉表率。注重发

挥巡察利剑作用，目前已开展两轮

巡察，移交问题线索 29 条。积极做

深做实警示教育、以案促改等工作，

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强 化 系 统 治 理 ，织 密 制 度 笼

子 。 该 区 聚 焦 教 育 、司 法 、工 程 建

设、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农民建房等

重点领域，形成十二个专题工作方

案，逐一明确牵头领导和责任单位，

推行“阳光招生”“阳光采购”、联审

联批等机制，着力从制度层面加强

监管、约束权力。强化执纪监督，着力坚决纠正和查处违

规建房、生态环保等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今年以

来，共处置问题线索 153 件，其中立案 120 件，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117 人，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

深化作风建设，擦亮服务品牌。该区紧紧抓住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建立日常现实表现档案，全过程了

解掌握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积极推进“一年两次考核”工

作机制，结合年度考核、半年考核、专项考核、党委推荐等

“六个结合”，对干部一贯表现“精准画像”。（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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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上高县敖山镇洋林村，

43 栋侨眷的房子整洁漂亮，党的二十

大代表、副镇长兼洋林村党支部纪检

委员唐国徽来到村民家中，拉家常，

聊发展。从深圳回乡，这个瑶族小伙

把火热的青春献给了洋林的振兴事业。

洋林是少数民族聚居村，村民都

是归侨。唐国徽大学毕业后，去深圳

创办了一家企业。家乡振兴，需要年

轻人的力量。想到家乡的落后，他选

择回乡，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我一

定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望。”唐国徽

说道。

“ 孩 子 是 洋 林 的 未 来 。”每 到 周

六，唐国徽和妻子便带着村里的孩子

们在村部写作业。唐国徽还请退伍

老兵到这里来讲战斗经历，请消防员

来讲消防知识。

洋 林 村 的 蔬 菜 大 棚 都 是 请 外 地

人建的。唐国徽在村里举办培训班，

不仅让村民能建好本村的蔬菜大棚，

还能去外村建大棚赚钱。他还鼓励

村民学电焊，增加就业技能。

侨眷一家亲，洋林村每个季度都

给全村 6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毛巾、牙

刷等生活用品；每月开展一次健康体

检，体检结果告知子女。“如果体检发

现老人有高血压，就建议子女多寄一

些低脂低盐食品。”唐国徽说。

唐国徽带领村民一起养羊，总共

投入 120 多万元，养殖规模达 800 多

头。在养羊陷入困境时，山东的亲戚

邀他去公司上班，薪资可观，但唐国

徽选择了留在洋林。每一次创新尝

试，都面临着不小的风险。唐国徽换

了 个 思 路 ，先 请 客 商 在 洋 林 试 种 瓜

果，再让村民来种。目前，村民种火

龙果有着不错的收益。

为打造少数民族示范村，县领导

要求一周内拆除乱搭乱建，有的村干

部 有 畏 难 情 绪 。 唐 国 徽 当 场 表 示 ：

“给我三天。”他召开户主大会，动员

村民拆除乱搭乱建，顶着压力，速战

速决，两天拆完，从而获得了 300 多万

元项目资金支持。

道路黑化，环境美化，文化活动

中心建起来了，美食赛办起来了……

洋林少数民族文化节迎来 10 多万名

游客。洋林村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

唐国徽还想在洋林建滑草场，办

泼水节，承接宜春市旅发大会。看到洋

林归侨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信，他动情

地说：“归侨的自豪，就是我的幸福。”

“归侨的自豪，就是我的幸福”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唐国徽

本报记者 邹海斌 朱兆恺

行走在赣鄱大地，一栋栋高楼拔

地而起，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座

座公园绿意盎然，一个个秀美乡村映

入 眼 帘 ，中 心 城 市 、次 中 心 城 市 、县

城、圩镇等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已经

初步形成。新型城镇化正让城乡绽

放出新的魅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省城乡建

设发生巨变的十年。随着新型城镇

化的深入推进，我省持续治顽疾、补

短板，加快强功能、提品质，城乡环境

持 续 改 善 ，城 市 功 能 与 品 质 不 断 提

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全省城镇化

率由 2011 年的 45.7%提高到 2021 年的

61.46%。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在全国均名列前茅。新

增城镇道路 7000 余公里，新增公共供

水管网 3 万余公里、新增供气管网约

2.3 万公里，新增城镇污水管网 1.6 万

余公里，建成综合管廊约 132 公里。

住房乃民生之要、民生之依。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省住房保障体系不

断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

住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项项住房

保障举措在一砖一瓦中落地见效。

近日，记者走进中铁建设集团中

南公司南昌南莲路棚改项目部工地，

这个南昌市最大棚改安置房民生工

程，正在进行竣工验收。

“高层视野开阔，新房户型结构

很不错，小区环境和设施也很棒，我

们很满意。”从低矮老旧、环境脏乱的

城中村，到整洁美观、配套齐全的高

层住宅，即将搬进新居的杨晓英脸上

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预计最迟 11 月，5300 多户居民

可陆续回迁。”中铁建设集团中南公

司江西第二党支部书记赵宁介绍，该

项目包括 34 栋住宅、2 栋高层商业楼、

2 栋幼儿园用房、12 栋临街商业及配

套楼，设有绿化景观带、游步道、休闲

娱乐场所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城镇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由 41.5 平方米提高到

50.5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由 51.8 平 方 米 提 高 到 63 平 方 米 ，住

房 水 平 明 显 提高。截至 2022 年 6 月

底，我省新建公共租赁住房 52.93 万

套，每年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10 万户左

右。开工（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6.26
万套（间）。 （下转第 3版）

住房保障网越织越密
本报记者 徐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