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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路宽阔平坦、农舍田园舒适惬意、蔬菜大棚

排列整齐……1 月 25 日，农历正月初四，笔者来到“宅

改”后的湖口县流泗镇红星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如诗

如画的乡村新卷。

2020年 9月，湖口县被列为国家新一轮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县。两年多来，湖口县围绕“两完善、两

健全、四探索”改革试点内容，走出了一条“环境优美、

邻里和谐、资源集聚、集体增效、农民增收”的“宅改”

之路。

红星村脱贫户聂于勤是第一批享受“宅改 ”成 果

的 群 众 之 一 。 聂 于 勤 的 儿 子 由 于 小 时 候 患 脑 膜 炎 ，

留 下 后 遗 症 ，生 活 不 能 自 理 。 过 去 ，他 们 一 家 没 有

固 定 收 入 ，靠 着 老 两 口 打 零 工 度 日 。 说 起 如 今 生 活

的改善，聂于勤十分欣喜：“村里建起了蔬菜大棚，我

在大棚里工作，一年有 7000 多元的收入，再加上打一

些零工，一年能赚 1 万多元。”更让他满意的是，儿子

的 医 药 费 、挂 号 费 都 可 通 过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保 险

报销。

红星村作为湖口县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第一批

试 点 村 之 一 ，采 取 依 法 自 愿 、无 偿 退 出 的 办 法 ，结 合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积 极 清 退 废 弃 的 闲 置 房 、余 屋 和 院

墙，退出的宅基地全部归还集体，土地资源空间由此

得到拓展。目前，全村完成土地流转 1000 余亩，并打

造 6 万平方米蔬菜大棚，发展特色果蔬、优质大米等

产业，吸纳脱贫户进村里大棚务工，解决一批困难群

众 的 就 业 问 题 ，不 断 提 升 村 集 体 经 济 和 村 民 收 入 。

2022 年 该 村 集 体 经 济 突 破 30 万 元 ，户 均 实 现 增 收

2000 余元。

“宅改”让乡村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同样的喜悦

还发生在湖口县大垅乡王斯村。自湖口县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该村积极盘活闲置资源，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与助农增

收互促共赢。

走进王斯村的木耳种植基地，只见十几名工人穿

梭于菌棒间，采摘、运输、晾晒，整个流程有条不紊，一

派繁忙景象。“以前这块荒地长满杂草，现在种上黑木

耳，不仅能增加收入，还美化了环境。”该村党支部书记

殷碧欢介绍着“宅改”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去年 11 月，

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试种，收获颇丰。”短短两个月，该村

种植的 12 亩黑木耳就迎来了首次采摘，预计 2023 年全

年可产黑木耳近 4600 公斤，年收益 36 万元，带动周边

7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宅改”新村气象新
凌 瀚

我省实现“12345”热线
与“110”服务台高效联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近日，省政府新闻办、省政

务服务办、省公安厅指挥中心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 110 报警服务台高效联动工作情

况。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 年，全省 11 个设区市“12345”热线

均与“110”服务台实现了数据互联互通、工单警单双向流转、

受 理 反 馈 闭 环 运 行 、对 接 事 项 跟 踪 督 办 和 智 能 监 管 ，全 年

“110”服务台向“12345”热线分流非警务警情 19.8 万起，增长

96%，有效缓解了非警务警情占用警力情况的发生；“12345”

热线转“110”服务台工单 15020 件，办结率 98.53%，满意率为

98.51%，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不断提升。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与“110”服务台对接

联动工作。2022 年 7 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实施意见，目前

已全面实现“12345”热线与“110”服务台相关数据资源共享应

用，可最大限度挖掘数据价值，常态化开展政务服务诉求和警

情数据融合研判，有效排查风险隐患、矛盾问题。2022 年，依

托“110”服务台警情及“12345”热线关联数据，全省梳理研判

出重复警情 2.37万起，化解矛盾纠纷 1.65万起，整治黄毒治安

乱点 2107个，发现并推送进一步查办线索 234条。

“感谢街道办的帮助，几天就解决了厂房

问题，让企业能够尽快投入生产，我们对发展

更加有信心了。”日前，江西丽王塑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将一面写有“助企纾困促发展 秉

公执法优环境”字样的锦旗，送到了萍乡市安

源区东大街道办事处。

一面锦旗、一声感谢，这是安源区构建一流营

商环境，落实惠企利民政策、完善企业帮扶机制、

打造暖心爽心的亲清政企关系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安源区锚定打造“安心办事、安

心办企、安心即办”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以提

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满意度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全力打造“安心办”营商品牌，出台“工

业发展 18 条”“纾困解难 28 条”和招商引资优

惠政策兑现新流程等系列文件，通过推出“亲

清日”政企沟通交流制、“三包一助”网格责任

制、“1231511”税源型重点企业培育计划等一

条条惠企新政，一件件硬核实事加码落地，营

商环境越来越好。

2022 年以来，安源区荣获全省工业崛起

年度贡献奖，入选全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

点园区培育园区、全省首批碳达峰试点园区、

全省数字经济集聚区，在全省节约集约利用

土地考核中位居前列。

拔丝、镀铜、缠绕、包装……1 月 16 日，记

者走进金桥焊材集团萍乡有限公司三期生产车间，耳闻目睹

的是机器轰鸣、工人忙碌的生产景象。“2022 年，政府在稳岗

补贴、留抵退税和一次性留工补助等方面，提供惠企资金 800
余万元，有力保证了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正常运转。”公司

总经理助理张里对安源区的营商环境连连点赞。

“优化营商环境‘软实力’，才能构筑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安源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区正处于大力招商引资、重塑工业

辉煌、产业转型升级重要时期，将持续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力度，在全面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

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更高水平的开放环境和包容创新的人文

环境上下功夫，不断激发和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真正叫响

做实办事爽心暖心、企业省心放心的“安心办”营商品牌。

如今，“枝繁巢暖”“引凤来栖”的安源区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大企业、大项目落地，一个个市场主体正加速聚集，让安源

成为发展热土。截至目前，安源区共签约项目 36 个，合同金

额高达 241.3 亿元。其中引进投资 75 亿元的格派新能源锂电

池正极材料项目，填补了该区新能源产业链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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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摘、装袋、过秤、装车……眼下，正值宁都县

田头镇璜山村辣椒种植基地采摘季，青翠欲滴的

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摘，一派丰收景象。

“我种了 150亩，目前有 50亩进入采摘期，正

值销售旺季，每公斤批发价在 8.4元左右，后续还

有大量辣椒上市，一年下来实现利润 30万元不成

问题。”基地负责人黄寒生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

黄寒生的底气，源自基地被驻村帮扶单位

升级为智慧大棚。原来，璜山村是“十四五”省

定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驻村帮扶单位是中国

电信江西分公司。公司驻璜山村第一书记徐波

涛向记者介绍，璜山村共有 1012户 4033人，主要

产业有水稻制种、烟叶种植、大棚蔬菜、三黄鸡

养殖等，种植和养殖产业仍然“靠天吃饭”。由

于青壮年纷纷外出，村里劳动力也不足。

鉴于璜山村的情况，徐波涛与村两委商量，

决定依托公司数字化技术，为璜山村装上“数字

大脑”，让璜山村变得越来越“聪明”。

“我们对辣椒基地进行了数字化改造，通过

物联传感器将以往人力作业改为终端自动化控

制，打造先进的辣椒智慧大棚。”徐波涛说，传统

的辣椒种植有了数字化技术运用场景，可让更

多村民走上“智”富路。

对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改变，黄寒生有着深

切体会。“用手机便可控制翻棚，仅此一项今年

将节省成本 7 万元左右。”黄寒生告诉记者，智慧

大棚借助气象监测站、土壤监测器、大棚环境传

感器等设备，可在终端实时监测棚内土壤肥力、

温湿度、光照等生产指标情况，一旦触发阈值，

可在手机端一键控制浇水、施肥、翻棚等作业，

在大幅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还能稳步提升大

棚蔬菜生产效能。

村民黄南昌承包了 8 亩鱼塘，依托物联网技

术，通过安装溶解氧传感器、水温传感器等设

备，实现了远程操控智能增氧、动态跟踪并改善

鱼塘环境。

“往年养鱼，一到夏季，因为监测不到水里

的含氧量，补氧不及时导致鱼死亡，损失不小。”

黄南昌告诉记者，借助数字化技术，让他降低了

养殖风险。

数字化技术带给璜山村的变化还有很多。

走进璜山村，处处能感受到“科技范”：村里河

塘、水库安装的智能防溺水系统，能及时提醒村

民防溺水；村里的数字化动态监控大屏及云广

播，成为村两委干部的“千里眼”“顺风耳”，可实

时发布通知公告，及时传递村情资讯；农地耕田

区域安装的火焰和烟雾 AI 监测器，可实时监测

预警异常情况。

璜山村红色、绿色、古色资源丰富。徐波涛表

示，将把建设数字乡村作为村里的振兴方向，不断

丰富数字乡村产品应用场景，让璜山村走出“深

闺”，持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月 25 日，在铅山县河口古镇，农家带来灰鹅、白兔、小鸭子等

家畜禽作为奖品，吸引人们套圈游乐。

本报全媒体记者 宗 欢摄

小山村有“大智慧”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

春节期间，樟树市阁山镇孙家村大棚花卉迎来销售旺

季，大棚内春意盎然，前来选购鲜花的群众络绎不绝。

通讯员 周小琴摄

1 月 24 日，全国文明村——景德镇市浮梁县

经公桥镇源港村热闹非凡，村民舞龙灯、放烟

花、演“村晚”，共享农历新年美好时光。

中午时分，一支由 10 多名村民组成的舞龙

队伍从源港小学出发，两名抬着大锣的队员在

前面敲锣引路，中间是一条栩栩如生、长 20 余

米的金龙，打鼓队员紧随其后。金龙跟着龙珠

走村串巷，舞龙队每到一家 ，热 情 的 村 民 便 用

鞭炮、礼花“接龙”。源港村舞龙队龙头、村民

计跃民说：“我们村自发组织农民舞龙队，为新

春佳节营造热闹、喜庆氛围，祝愿新年生活更加

美好。”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源港村礼堂前的广场

上，烟花在这里绽放。多彩绚烂的焰火，照亮

了源港村的夜空。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源港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座无虚席，一场由本村村

民自导自演的新年文艺演出活动在这里举行。

喜 庆 吉 祥 的 舞 蹈《开 门 红》拉 开 了 演 出 序 幕 。

村两委干部给全村父老乡亲拜年，祝愿大家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15 个 节 目 精 彩 纷 呈 ，高 潮 迭

起。现场还穿插了与源港村有关的有奖知识问

答，如源港村的 3 种美食、源港村名的来历等，

让大家在欢乐的气氛中，加深对家乡的了解和

热爱。

源港村农民艺术团团长计宝容说：“源港村

作为知名的全国文明村，文化活动一直丰富多

彩。我今天又一次参加喜迎新春‘村晚’，心里

很高兴，也很激动，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脱贫户的新年愿望
徐文谦 本报全媒体记者 林 雍

传统民俗年味浓
吴国庆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

门上贴着寓意满满的春联，大红灯笼高高挂，家门口架子上

晒满腊肉、腊鸡……春节前夕，记者来到进贤县民和镇白果村脱

贫户朱钮仂的家中，一进门，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咕咕咕……”朱钮仂正在由老房子改成的鸽舍里忙碌着。

见到记者，他热情打着招呼，手里的活儿却一刻没停：清理鸽子

粪便、更换鸽子的饮用水、把玉米粒倒入木质食物槽内。他说：

“我现在养了 100 多只鸽子，鸽子还是挺好养的，养大了也不愁卖

不出去。”

忙完鸽舍里的活，朱钮仂带记者来到客厅。客厅收拾得干

净整洁，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一应俱全。他告诉记者，除了

养鸽子，还养了 400 多只鸭子、种了 10 多亩地，现在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

见记者坐下来，朱钮仂又开始忙着照顾老伴。换尿不湿、洗

脸、剪指甲……他动作娴熟。朱钮仂的妻子 1987 年起因病一直瘫

痪在床，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尽管家里经济条件不

好，但他一直悉心照顾生病的妻子。

自从 2014 年被认定为贫困户后，朱钮仂一家享受到不少政策

优惠，光是妻子看病可报销 90%这一项就解决了家里的大问题。

村干部也经常帮助他们，帮他申请了银行小额贷款用于发展养殖

业，加上自己踏实肯干，朱钮仂一家 2015 年脱了贫，现在的生活越

来越好。

“现在儿女都家庭美满，孙子今年考了研究生，孙女学习成绩

也很好。我自己目前身体还算硬朗，能养鸽子和鸭子，还可以种

地，再过几年干不动了，我就可以享清福了。”看着一大家人有说

有笑，朱钮仂脸上也绽放出笑容。

“希望老伴能好起来，自己能多赚点钱，孩子们学习成绩好，

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当被问起新年愿望时，朱钮仂爽

朗地笑着回答。

寻乌深化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上接第 1版）通过有效整合企业“四个一”帮扶单位、乡镇

便民服务中心和村级便民服务站等力量，寻乌县建设了一

支 210 余人的县乡村三级一体化帮办代办队伍。帮办代办

队伍坚持“三统一”，即统一穿戴“小赣事”标志红马甲，统

一 服 务 流 程 和 标 准 ，统 一 授 权 、委 托 、备 案 登 记 等 过 程 文

本，采取县乡村三级联动，为企业群众提供贴心周到的帮

代办服务。截至目前，共为 21 家企业提供贷款落实、税务

减免、惠企资金兑现等帮代办业务 33 件，为基层群众代办

社保、医保、民政救助等高频事项 1.5 万余件。

（上接第 1版）扩大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国际邮件互换局业务

规模。

高速公路方面，今年南昌将加快推进西二环高速、昌樟

高速二期枫生段扩建等项目建设，提前谋划景鄱昌、南昌至

修水、南昌至南丰、福银高速江西段二通道黄梅至南昌等高

速公路项目，加快形成“一环十二射”高速公路网。

大道通衢交汇四海，路网纵横广连八方。

今天的南昌，一个内联外畅、通江达海，具有全国重要影

响力的综合交通枢纽雏形初现。新的一年，自信、发奋、齐心

的南昌人正擎起“交通”这支大笔，在英雄城的阡陌绿水间，

擘画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画卷。

1 月 25 日 ，

大年初四。南昌

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区处处张灯结

彩、热闹非凡，吸

引众多游人前来

赏 灯 游 玩 ，欢 度

春节。

本报全媒体记者

田 野摄

乐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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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