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在抚州市东乡区甘坑生

态 林 场 蔡 家 源 村 ，瓜 农

正在家中收集捆绑晒干

的 丝 瓜 络 。 该 区 采 取

“ 省 级 龙 头 企 业 + 合 作

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推 广 种 植 丝 瓜 络 1.1 万

余 亩 ，带 动 村 民 增 收 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饶方其摄

1 月 2 日，游客正在吉水县黄桥镇大桥村田园综合体体验田园生活。黄桥镇充分发挥当地“红、古、绿”资

源，融合现代农业及传统农耕文化，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休闲旅游、研学拓展”于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带动农村农业协同发展，助农增收。 特约通讯员 廖 敏摄
农旅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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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史 上 的 江 西 ————

在 第 十 四 届 中 国 航 展 上 ，

歼-20、直-20、运油-20等大国重器

集中亮相，令国人自豪，让世界赞

叹。大国重器，是大国底气的重要

支撑。回望来时路，我党我军最早

独立创建的第一座大型综合性兵工

厂，就坐落在兴国县兴莲乡官田村。

第三次反“围剿”时，官田村临

近战场但地形隐蔽，群众基础好，

有兵工基础，所以缴获的武器都被

送 到 官 田 村 。 但 是 这 些 武 器 大 部

分已经损坏，需要修复。同时，随

着 中 央 革 命 根 据 地 武 装 力 量 的 快

速 发 展 ，也 迫 切 需 要 补 充 大 批 枪

支 弹 药 。1931 年 10 月 ，中 革 军 委

在 官 田 村 建 立 了 中 央红军第一个

大 型 兵 工 厂 —— 中 央 兵 工 厂 。 这

是苏区时期设备最齐全、生产规模

最大的兵工厂，被誉为“人民军工

的摇篮”。

当时，兵工厂设备比较落后，只

有锉刀、老虎钳、打铁炉等，地雷、手

榴弹等火药装填环节只能靠手工。

即便如此，铿锵的兵器铸造声依旧

响彻昼夜。从 1931 年 10 月建立到

1934年初，中央兵工厂为武装红军、

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支援红军，苏区群众积极

捐款捐物，还自发组织洗衣队。同

时，中央兵工厂下设的杂械厂则生

产犁、耙、镰刀等农具，给群众从事

农业生产。兵工厂工人与群众之间

有着浓浓的鱼水深情。

这种鱼水深情一直绵延至今，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在兴国县 2022 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140
名新兵着戎装、戴红花，精神抖擞，其中大学毕业生比

例过半，实现了大学毕业生征集比例稳中有进、本科

毕业生征集数量显著提高等目标。近年来，兴国连续

多年圆满完成征兵任务。

前不久，兴国县兴莲乡官田小学举行了“八一爱

民学校”揭牌仪式，学校是全省 8 所“八一爱民学校”之

一。兴国县人武部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兴国县充分

利用中央兵工厂等红色资源，创新开拓具有兴国特色

的国防教育，实现红色教育、国防教育常态化开展。

兴国县连续六届被授予“全省双拥模范县”称号，三次

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县”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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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毛笔约 75%市场份额

文港毛笔制作基地入选
国家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

本报进贤讯 （全媒体记者林雍）近日，江西省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示范基地名单公布，南昌

市文港毛笔制作基地入选。

据了解，2021 年，文港毛笔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第

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 年，文港毛笔获批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并荣获江西省最受欢迎的消费

品牌。近年来，进贤县文港镇致力打造“笔尖上的文

港”，研发出形式多样的毛笔文化产品。目前，文港镇

拥 有 毛 笔 生 产 企 业 400 余 家 、毛 笔 作 坊 2200 余 家 。

2022 年，产销毛笔 9.5 亿支，产值 35.75 亿元，制笔及相

关文化用品产业实现销售收入 79.96 亿元、利税 9.43
亿元，占据全国毛笔约 75%的市场份额。

“湾区+老区”职教创新
发展大会在赣州举行

本报赣州讯 （全媒体记者曹章保）近日，2022 年

“湾区+老区”职教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在赣州举行。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职’应新时代‘育’建共同体”，

由江西省教育厅、赣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开幕式上举行了深（圳）赣（州）职业教育联盟成

立仪式和集中签约活动。赣州远恒佳职业学院项目、

赣州应用科技职业学院项目等两个职业教育招商项

目和“湾区+老区”院校合作项目签约落地。

近年来，赣州市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努力改善

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适时调整和优化办学资源，并

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促进职业

教育集聚发展，形成发展职业教育的整体合力和良好

氛围。目前，赣州市有职业院校 63所，其中高职院校 6
所、中职学校 41所、技工院校 16所。

黎川文化滋养群众
幸福生活

本报黎川讯 （通讯员吴细兰、黄慧

娟）每天早饭后，黎川县磨市社区的邻里

中心便热闹起来，居民们聚集于此，看书、

健身、看电视……不亦乐乎。这是该县大

力发展基层公共文化惠及群众所带来的

喜人变化。近年来，黎川县整合资源，采

用“文 化+”方 式 ，大 力 发 展 基 层 公 共 文

化，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该县采用“文化+保健”“文化+教育”

等形式打造城市社区文化服务中心，中心

设有多媒体室、阅读室、健身室、体检室、

儿童教育辅导室等活动区域，丰富了社区

居民的业余生活。今年以来，该县完成了

城区 12 个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的打造。同

时，采取“文化+居家养老”“文化+健身”

的形式，提升村级文化服务中心的使用

率，通过送演出、送电影、送戏曲、送图书、

送培训，让公共文化资源发挥最大效用。

为方便群众就近享受公共文化服务，该县

着力打造“文化墙”，配备棋牌、书籍、音

响、大屏幕液晶电视机等公共文化基本设

施，无偿向群众开放。目前，黎川县已经

完成 30座“文化墙”建设。

党员议事说理促和谐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

“路灯亮了，道路拓宽了，村里的环境好

了，这多亏了村里的党员议事说理会。”2022
年 12 月 5 日，在上饶市广丰区大南镇大南社

区翁村小组，聊起村里的党员议事说理会，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赞不绝口。

过去，翁村村口河道年久失修，村里基

础设施建设较落后。“2022 年年初，党员议事

说理会在村里召开，提出筹集资金进行秀美

乡村建设再提升，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一个

月内便募得资金 60 万元。”大南社区党支部

书记李碧翔说，区里探索实行秀美乡村建设

12 筹资奖补机制，通过群众参与加上政府

奖补，一共筹集资金 180万元。

有了这笔资金，翁村先后维修了两口山

塘，清理了河道，安装了路灯，村容村貌得到

大提升。

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可以放到党员议事

说理会上议。大南镇溪东村村民徐禄发与

邻 居 徐 顺 发 因 为 土 地 纠 纷 ，多 次 到 镇 村 反

映。由于时间跨度大，镇村干部对当时的情

况了解不多，调解效果不好。

“最后镇村干部一起来到党员议事说理

会 。2008 年 徐 禄 发 建 房 时 我 是 村 干 部 ，对

情 况 较 清 楚 。 我 还 找 来 当 时 做 工 的 泥 瓦

匠，一起摆实事讲道理，讲邻里情。”70 岁的

老党员姚海水说，在事实面前，双方最终达

成一致。

有矛盾找党员议事说理会说理。为推

动基层协商服务基层治理，大南镇充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全镇 6 个村（社区）均

成立党员议事说理会，100 余名老党员成为

议事说理会的志愿者，先后调解各类矛盾纠

纷 120 余起。“有了党员议事说理会，群众遇

事多了个说理的地方。”大南镇党委书记周

浩说，通过党员议事说理，及时发现问题，主

动化解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峡江“家校共育”助“双减”
本报峡江讯 （全媒体记者李歆 通讯员王凤霞）

近年来，峡江县积极探索在各中小学校构建以家长学

校为核心，以家委会、家长会、家庭教育沙龙为载体的

“家校共育”模式，画出最大育人同心圆，助力“双减”

政策落地见效。

该 县 以 学 校 德 育 处 和 班 主 任 、心 理 老 师 为 主

导，整合社会各界中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方面

的 专 家 资 源 ，向 家 长 科 普 家 庭 教 育 知 识 ，指 导 家 长

科学开展家庭教育。同时，邀请家长来校参与家长

讲 坛 、职 业 分 享 、志 愿 护 学 等 活 动 ，形 成“ 让 家 长 教

育 家 长 ”的 良 好 氛 围 。 此 外 ，该 县 各 家 长 学 校 还 在

母 亲 节 、父 亲 节 、妇 女 节 以 及 家 庭 成 员 生 日 等 特 殊

节 点 ，鼓 励 孩 子 与 家 庭 成 员 换 位 劳 动 ，既 拉 近 亲 子

关 系 ，又 能 促 进 劳 动 教 育 ，让 学 生 在 良 好 的 家 教 家

风中健康成长。

重引导 搭平台 兴文化 促和谐

芦溪多管齐下激活新乡贤资源
本报芦溪讯 （全媒体记者刘启红）芦溪

县将凝聚新乡贤力量作为基层统战工作的

着力点、创新点、突破点，以“乡情、亲情、友

情”为纽带，有效激活新乡贤资源，助力乡村

振兴。

重引导。芦溪县建立县新乡贤联络联

谊机制，组建“三请三回”智囊团，通过茶叙

会、现场观摩等活动，邀乡贤、聊乡情、看变

化、谋发展，引导新乡贤在宣传家乡、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等方面贡献力量。截至目前，

该县通过新乡贤牵线搭桥引进项目十余个，

其中包括“5020”项目 2个。当地乡贤彭健打

造的旅游综合体——仙凤三宝园，自 2017年

1 月试营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 400 余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4.5 亿元，获评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省 5A 级乡村旅游点，带

动 126人就业。

搭平台。芦溪县在萍乡市率先打造芦

溪东阳新乡贤展示堂，并纳入全县党建重点

项目观摩。通过打造“乡贤课堂”平台，聚合

起一支多技能型乡贤人才队伍，发挥其在产

业、技术、经验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帮助解决

村民在生产、销售、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开

展农民画、电商技能、电瓷技术等各类教育培

训30余次，解决村民各类技术问题60余个。

兴文化。芦溪县还着力以乡贤的嘉言

懿行垂范乡里，助力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契合、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优良家

风、文明乡风和淳厚民风，并将一批熟悉村

情村史、擅讲红色故事的党员干部、乡土文

化人才、文艺志愿者骨干、道德模范、社会志

愿者组成宣讲团，围绕理想信念、思想道德、

文明礼仪、科学文化、农民传统技能等主题，

引导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崇德向善，让红色

故事口口相传。

促和谐。芦溪县大力践行新时代“枫桥

经验”，建立乡贤共商共议工作制度，引领新

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发挥乡贤在推动基层民

主协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乡贤参与乡

村重大工程和重大事项管理，依法参与民主

协商、信访矛盾化解等基层治理工作，加强

和改善乡村治理，共同维系乡村治理秩序。

截至目前，在新乡贤的推动下，该县已办结

群众烦心事、揪心事、困难事 368件。

创新思路解百姓
难题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杨松）在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工作中，樟树市阁山镇创新

工作思路，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

题，切实提升办理质量和效率。2022 年

以来，阁山镇累计受理群众诉求 140 件，

实 现 按 期 办 结 率 100% 、快 速 办 结 率

99.9%、满意率 96.3%，平均办件天数 4 天

以内。

阁 山 镇 落 实 分 管 领 域 和 属 地 管 理

一 岗 双 责 ，完 善 考 评 方 式 ，实 行 月 度 考

评与年度考核相结合、指标考评与热线

数量及办理质量相结合等方式，压紧压

实 分 管 领 导 、蹲 挂 点 领 导 、干 部 与 全 镇

124 个 网 格 员 的 双 重 责 任 。 同 时 ，实 行

一 张 派 单 管 到 底 。 接 到 热 线 工 单 后 第

一时间登记，站所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

况 ，并 做 好 初 步 处 理 和 相 关 解 释 工 作 ，

逐件剖析原因，讨论解决办法，力争“日

清零、月总结”。制定 12345 政务服务热

线 管 理 办 法 ，聚 焦 群 众 诉 求 频 繁 、涉 及

面 广 、长 期 未 能 解 决 的 普 遍 性 、周 期 性

问 题 ，并 将 其 作 为 重 要 议 题 研 究 部 署 ，

办 理 进 展 情 况 定 期 调 度 、通 报 ，切 实 提

高工作效率。

本报讯 （殷琪惠）为了让广大农民及

时获取药品和医疗物资，近日，省邮政管

理局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农村地区医疗物

资寄递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全力保障

农村地区寄递服务网络畅通。

农村寄递服务是当前农村医疗物资运

输配送的重要渠道，对最大程度保护广大

农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通知》要求，全省相关行业企业要加强资

源调配，全力保障农村地区人力、运力稳

定，确保邮件快件不积压、不滚存。要根据

疫情形势变化，及时预判可能造成的人员

到岗率下降、邮件快件临时积压等问题，确

保营业网点应开尽开、人员应上岗尽上岗、

邮件快件应投递尽投递。对农村邮件快

件，要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通过加快流

转速度、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投递线路等方

式，尽最大努力防止积压发生。同时，要保

障防疫物资、医疗药品等广大农民急迫需

要的邮件快件优先处理、优先投递。

《通知》要求，要加快提升农村地区医

疗物资寄递服务效率。邮政企业要发挥

“村村直通邮”的优势，主动承接农村医疗

物资投递任务。快递企业要统筹全网资

源，维持农村地区合理的派费水平，持续

拓展乡镇到村的快递服务，尽快将药品和

医疗物资交到农民手里。

目 前 ，我 省 农 村 地 区 寄 递 服 务 开 展

情况基本平稳。我省有关部门已制订农

村地区寄递服务应急保障预案，如有消

费者来电反映或 12345 平台转办关于农

村地区医疗物资寄递服务问题，将重点

关注，优先处理。

我省全力保障农村医疗物资运输畅通
防疫物资医疗药品优先处理优先投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