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讯（易永艳易永艳）“奶奶

往这边看一下，给您拍个最

美的证件照……”近日，分宜

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户籍民

警上门为 87 岁、行动不便的

林奶奶拍照办理身份证，解

决了老人办证奔波之苦。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

因行动不便，无法到公安机

关办领二代身份证的问题，

分宜县公安局推出“流动户

籍室”，把办证窗口“搬到”群

众家里，让老年人、残疾人在

家就能完成身份信息采集，

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心

坎上。

民警上门为老人拍照办证。

通讯员 黄小军黄小军摄

上门办证 服务高龄老人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侯艺松侯艺松 通讯员涂浚琛涂浚琛）为

科学有效地做好春季传染病

防控工作，保障师生健康安

全，日前，九三学社新建区支

社联合区政协、统战部门在

南昌市新建区第四小学开展

“普及传染病知识，关心关爱

师生健康”送科普进校园活

动。

活动中，医生就春季流行

的传染性疾病进行了详细阐

述和专业讲解，并现场为师生

示范七步洗手法，引导学生自

觉接受疫苗接种，养成良好的

卫生、饮食习惯，做好自己健

康的第一责任人。同学们纷

纷表示，此次活动让他们学习

了传染病预防知识，懂得了如

何预防流感。

守护健康 预防传染疾病

医生现场示范七步洗手法。

通讯员 涂浚琛涂浚琛摄

志愿服务 改善居住环境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徐徐

黎明黎明）“ 志 愿 者 们 每 天 早 上

清 扫 庭 院 、道 路 ，如 今 环 境

优 美 ，让 人 赏 心 悦 目 。”近

日 ，贵 溪 市 冷 水 镇 居 民 向

江 西 新 闻 客 户 端“ 党 报 帮

你 办 ”频 道 反 映 ，连 日 来 ，

该 镇 组 织 村 干 部 、网 格 员 、

党 员 群 众 等 志 愿 者 整 理 房

前 屋 后 柴 草 杂 物 、打 扫 庭

院 卫 生 、清 理 积 存 垃 圾 ，推

动 环 境 卫 生 从 点 上 提 升 ，

为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助 力

添 彩 。

志愿者在清扫垃圾。
通讯员 徐娜徐娜摄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陈璋陈璋）近日，丰城市孙渡街

道新安社区新世纪家园小区

居民楼顶的“空中菜园”被清

除，受到小区业主好评。

有居民反映，新世纪家

园小区有人长期占用公共区

域，把公共楼顶变成私家菜

地，种上了各式各样的蔬菜，

又乱又脏，不仅破坏环境，还

容易造成屋顶渗水的安全隐

患。孙渡街道联合城管部门

和新安社区立刻进行处理，
并对清理出来的菜苗、土壤、

泡沫箱等进行集中清运。

清除菜园 解决楼顶烦恼

清理“空中菜园”。
通讯员 吴新燕吴新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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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党
报帮你办”抖音号
和今日头条号。你
有投诉困难，我们
帮办帮问。

培育更多全民健身热土
陈 璋

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民 生

近日，贵州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的“村 BA”火了。在 3 月

27 日举行的总决赛上，简易的看台挤满了观众，还有人早早搬

来梯子抢占有利地形。经过一番激战，决赛双方不仅获得了奖

牌，还领取了富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纪念品。

这项原本是台盘村“六月六”吃新节的篮球赛事，因为近年

来人气越来越旺和接地气的比赛风格，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村

BA”。一个“村”字，既说明了赛事的队伍基础、设施设备与普

通篮球赛事不同，更蕴含了浓浓的乡土情，就连许多职业球员

也纷纷到此打卡，体会不一样的篮球氛围。

值得关注的是，眼见赛事“出圈”，当地政府却没有趁热打

铁对其过度商业开发，而是本着乡村赛事服务村民的初心，不

收门票，全面开放。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还从打造篮球文化

小镇的角度着手，融合文旅产业发展，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创业，

助力乡村振兴。

我国作为体育大国，有着强大的群众体育基础，如何利用

好现有资源吸引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考验着各地政府的智

慧。而“村 BA”的火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或许不是每个地

方都能成为台盘村，但只要充分调动群众热情，相信会有更多

地方成为全民健身的热土。

咨询室里，一声声轻柔话语，温
暖着少年的心；大课堂上，一场场精
心的活动，传递着一份守护责任……
近年来，遂川县全面加强学校心理健康
服务体系建设，去年9月，县教体局通过
整合学校和社会资源，成立“润心”志愿
服务队，为中小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支持，用心用爱守护“少年的你”。

排忧解难，驱散“心中阴霾”

“孩子在最彷徨无助的时候，是你们

拉了他一把……”近日，遂川县“润心”志

愿服务队的老师康泽群收到一条令她欣

慰不已的短信。发短信的是遂川二中小

袁（化名）同学的妈妈。今年春季学期刚

开学，小袁由于厌学和父母发生冲突，把

自己封闭在家里。“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好

几天都不说一句话。”回忆当时情形，小袁

妈妈哽咽道，“幸好学校向我推荐了‘润心

’，在我求助后，服务队的康泽群和肖贵华

两名老师很快上门家访了。”

前两次家访时，小袁十分抵触，闭门

不见。第三次上门时，小袁才逐渐打开心

扉，倾诉了自己的迷茫与不安。随后，肖

贵华通过启发与引导，找到了小袁心病的

根源，并运用心理学知识帮助其化解。

康泽群说，过去，由于青少年处于成

长期，出现心理问题往往被当作正常现

象。“这些年，青少年心理疾病发病率逐

渐增高，若不进行早期干预和调整，可能

会出现严重后果。”她说，学业压力大、父

母关心不够、人际关系紧张等因素都会

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打造一支有爱心、素质硬、专业强

的心理健康志愿服务队伍，是我县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举措。”“润心”志愿

服务队负责人项忠艳说，服务队成员主

要由各中小学持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证、

心理健康教师资格证的在岗教师组成，

目前已发展队员 73 人。截至目前，累计

开展个案心理咨询 200 余次，帮助 20 余

名有严重厌学、焦虑、网瘾等问题的中小

学生走出困境。

建设阵地，筑牢“心理防线”

3 月 15 日，“润心”志愿服务队走进

泉江中学，该校心理老师、服务队成员李

春玲面向初二、初三年级家长举行了一

场心理辅导讲座。“这种讲座很有意义。”

一名家长说，“可以让我们学会如何更好

地与孩子交流。”据悉，这是服务队今年

的首场心理讲座，截至目前，服务队已走

进 8 所学校举行专题讲座，服务学生近

3000人。

当日讲座结束后，许多家长来到学校

的心理辅导室，或参观，或寻求“一对一”辅

导。恰巧，初二年级的小微（化名）来到心

理辅导室。“每当有烦心事，我就会来这里，

和李老师聊聊天，心情就放松多了。”她腼

腆地说。在李春玲看来，走进这里的孩子，

或许正经受心灵的风雨，但万幸的是，他们

在这里被关注、被倾听、被治愈。

“通过课程和专业疏导，我校学生在学

习和生活中产生的心理问题，都能得到有

效排解。”泉江中学副校长吕盛圭说。

为更好地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遂川

县不断加强校内心理健康阵地建设，全县

72所中小学均建有标准化心理辅导室，可

全方位、全过程对在校学生进行心理干预

和辅导，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保障。

“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升行动

已入选今年吉安市十大民生工程项目。”

项忠艳说，“我们会充分发挥服务队的辐

射和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源和力

量投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引

导孩子们以健康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

“润心”服务守护“少年的你”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侯艺松侯艺松
摄

◀“ 润
心”志愿服
务队在泉江
中学举行心
理 辅 导 讲
座。

我叫小语，今年 9 岁，是一名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住在南昌市青云谱区。

1 岁时，父母离婚，妈妈从此下落不明。

两岁时，爸爸因为接受不了妈妈离开，

整日酗酒，意外猝死。从此，我就跟着

爷爷奶奶生活。

去年，爷爷也永远离开了，我只能

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我的奶奶很

爱我，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我，虽然

她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却总是认真

听我说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奶奶还对

老师说：“这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麻烦

老师一定要多关照。”

我知道自己没有爸妈，和别人不一

样，在学校总是耷拉着脑袋，不敢直视别

人，也很少和同学来往。因为我的情况

特殊，青云谱区民政局党员志愿者和社

区的叔叔阿姨一直很关心我，经常来慰

问，我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我有双

粉色的轮滑鞋，就是爱心人士送的。社

区的阿姨每次探访完都会叮嘱奶奶，遇

到困难要告诉她，党和政府会帮助我们。

奶奶年纪大了，很少走动，也不放心

我一个人出门玩。我只能关在家里，眼

巴巴地看着窗外那些小朋友。

有一次，社区阿姨说，青云谱区民政

局的两名社工会来我家提供辅导。我不

知道是什么样的辅导，有一些期待，更多

的是紧张。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

发现她们很好，会想各种办法陪我玩，我

叫她们“社工姐姐”，她们让我感受到了

亲人般的温暖和久违的快乐。

一天，社工姐姐发现我家的轮滑鞋，

问我会不会玩，我告诉她们不会。社工

姐姐问：“小语，想学吗，我可以教你。”在

征得奶奶同意后，社工姐姐们指导我穿

上了轮滑鞋，扶着我一步一步走。一开

始，我穿着轮滑鞋很不适应。社工姐姐

说：“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要勤学

苦练才会有收获，慢慢来，我对小语有信

心。”听了这话，我好像浑身充满了力量，

一步步滑向不远处的社工姐姐，一头扑

进了她的怀中。那一刻，我好像感受到

了妈妈般的温暖。看到社工姐姐们为我

的进步欢呼雀跃，我深受感动。有了社

工姐姐们的指导，我的进步很快。不久

后，在社区的操场上，我就穿着心爱的轮

滑鞋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翱翔。

今年春节来得特别早，青云谱区民

政局的局长叔叔在知道我的新春愿望是

拥有一件暖和的棉服后，冒着大雨、顶着

寒风为我送来了一件崭新的棉服。叔叔

告诉我：“你是党和政府的孩子，我们会

永远做你坚强的后盾，你要用更加阳光、

积极的态度迎接每一天，要好好学习，活

出生命的意义。”

生活永远不会因为少了谁而止步不

前，在我的生命中虽然少了爸爸妈妈和

爷爷的陪伴，但是我收获了更多人的关

怀。我要拿出学习轮滑的勇气去战胜学

习上的困难，我要和身边的伙伴玩成一

片，认真聆听老师的教诲，做一个勇敢、

善良、正直的新时代好少年，追逐自己的

梦想，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关爱。

像快乐的小鸟一样翱翔
——一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走出生活阴霾的自述

省委、省政府决定 2023年集中力量办

好 10 件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其中第一

件就是加大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

工等群体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力度。在分

宜，该县领导干部深入各村调研黄茶产业

发展情况，快速出台《分宜县“钤茶银保

贷”实施办法》，不仅解决了农业产业投入

大、融资难问题，还彻底解决了茶农风险

不可控、收入不确定之忧。

时下，分宜县漫山遍野的茶树焕发出

勃勃生机，茶农们迎来一年最为忙碌的时

候。在分宜名优种养专业合作社种植基

地，负责人王春花看着脆嫩的鲜黄茶，心

里乐开了花。她介绍，合作社种植了 800
多亩黄茶，预计可产 3000 多斤，按照每斤

售 价 2100 元 计 算 ，今 年 产 值 超 过 630 万

元，纯利润可达 200多万元。

分宜县气候条件好、地理位置佳，发

展黄茶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15
年，王春花从浙江返回老家分宜创业，在

钤山镇金鸡布村种植黄茶。通过多年实

践，王春花摸索出一条集培苗、种植、产

销、康养、文旅为一体的产业发展新路。

金鸡布村第一书记周琦伟介绍，截至

目前，王春花直接带动农户种植了 2000多

亩黄茶，种植面积居分宜县第一，带动 200
多人在家门口务工，年人均增收2万多元。

采访中，王春花向记者透露，由于种

植黄茶投入不小，全面推广尚有困难，尤其

是给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等群

体带来不小的负担。如果遇到持续干旱天

气等自然因素影响，很可能血本无归。

所幸这一问题得到了分宜县委、县政

府重视。去年 9 月 26 日，分宜县委书记邹

家洪主持召开了一场黄茶产业发展座谈

会。去年 10 月，分宜县制定《分宜县推进

黄 茶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实 施 方 案（讨 论

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不久前，

分宜县政府出台《分宜县“钤茶银保贷”实

施办法》。

“创业可贷款、种茶享补贴、受损有赔

偿，‘钤茶银保贷’的推出，彻底打通了黄茶

产业主动脉。”3月28日，分宜县金融发展服

务中心主任黄强告诉记者，“钤茶银保贷”是

由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牵头推出的“政府+
银行+保险+农户（企业或合作社）”新方式，

是我省首个以保单质押作为主担保的创新

型贷款，贷款额度农户（个人）不高于300万

元，合作社及企业不高于500万元。

今年 3 月，王春花获分宜九银村镇银

行 200 万元黄茶贷款。有了这笔钱，王春

花抓紧采购茶苗，补种到去年因干旱损毁

的 300 亩茶园内。分宜九银村镇银行行

长丰采称，目前，茶农万细建获批 20 万元

贷款，茶农钟生华等人获批 8 万至 30 万元

不等的贷款，连一些种植果冻橙的农户也

瞄准了黄茶“商机”，一边申请贷款一边物

色茶苗。

黄强算了算，现在，茶农种植 1亩黄茶

需要 1.5 万元成本，贷款约 1 万元/亩，还可

以享受政府补助 1500 元/亩，实际上茶农

每亩只要投入约 3000元，茶叶丰产期还有

保险保底收入作为保障，茶农们信心满满。

分宜县计划今年新增 3500亩黄茶，到

2024 年全县黄茶种植面积发展到 1 万亩，

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黄茶

产业成为该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

进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

刚刚结束赣州地区几家企业的访企

拓岗工作，又张罗起学院连续举办 10 年

的“商到论坛”，邀请企业家与学生面对面

交流就业形势，这段时间，江西环境工程

职业学院商学院党委书记张建平一刻也

没闲着，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作为学院 1000多名学生的就业经纪

人，我的职责就是为学生就业服务。”张建

平说。2009 年，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推

出就业经纪人制度，实施至今已有 14 年，

规定每名毕业生都有一名教职工对应做好

其就业（实习）跟踪和服务工作，使其就业

竞争力和个人价值最大化，实现优质就业。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就业处处长

李心婳说，之前，就业处在调研时发现，不

少学生存在“只去大城市就业”“只进待遇

好的单位”“岗位不对口不做”等片面或狭

隘的就业观，对行业要求和企业发展情况

不了解，进而导致“就业难”“就业慢”等问

题。为此，学校推出就业经纪人制度，构

建以岗位为导向、以实践为核心、以大赛

为引领的“三维生涯”就业育人体系，邀请

政府、企业进校园、进班级开展就业讲座

等，帮学生了解专业发展趋势、就业政策，

找准就业坐标和方向。

“刚开始求职时四处碰壁，投了十几

封简历都石沉大海。”该校高铁乘务专业

2022 届毕业生何甯之前一直没找到合适

的工作，她的就业经纪人刘茜老师得知

后，从面试礼仪、简历制作、沟通技巧等方

面予以指导，最终，何甯成功应聘高速公

路收费员。工作后，何甯性格日渐开朗，

因 工 作 认 真 负 责 ，被 单 位 评 为“ 微 笑 之

星”。“多亏老师鼓励我先就业后择业，积

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需要。”何甯说。

如今，该校越来越多的学生像何甯一

样，在就业经纪人的指导下登上就业舞

台，在毕业后端稳“饭碗”。近三年，该校

毕业生平均毕业去向落实率 96.77%，用人

单位对毕业生的总体满意度达 99.75%。

创业可贷款、种茶享补贴、受损有赔偿——

一片黄茶带富一方百姓

为学生就业架起“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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