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南 昌 讯 （全 媒 体 记 者林雍

通讯员周金宇）“在家就能享受医疗医

保服务，这是对我们老年人最好的照

顾，我要给政府点赞。”近日，李渡宽老

人这样说道。前不久，家住南昌高新

区艾溪湖社区中兴和园小区的李渡宽

老人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订了家庭

医生服务协议，根据协议，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会配备家庭医生，为老人提供

电话问诊、上门医疗等服务。同时，参

保登记、异地就医、家庭联保共济绑定

等业务均能实现居家办理。

在南昌高新区，和李渡宽老人享

受同样服务的大约有 15 万居民。今年

年初开始，南昌高新区将推广医保门

诊共济政策与家庭医生服务相结合，

推动医保优惠政策和优质医疗服务落

地见效。组织医保专员深入辖区内各

社区、村，为居民提供医保政策咨询、

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等服务，并联合多

个社区开展现场政策宣讲会，为群众

讲解医保政策、办理相关业务。

为给居民提供多层次、多元化、个

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南昌高新区还

组 织 医 保 专 员 依 托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平

台，主动加入社区居民微信群中，为居

民在线提供医保报销、政策解读等服

务。截至 3 月 24 日，南昌高新区总参

保人数约 22.7 万人，今年新增参保人

数超 6000 人，3664 名符合条件的困难

人员享受到相应的医疗救助。目前，

辖区内的医保五级经办体系建设已全面完成，100 个

村级医保代办点均能够同时提供多项医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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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上午，共青城市泽泉乡长塘

村余宏林家里一片繁忙，由农家小院改建

的“微工厂”宽敞明亮，10 名缝纫工人正在

赶制服装，缝纫机旁整齐堆放着加工好的

成品。

“别看我们这个地方不大，工作还不

少 呢 。”正 在 忙 碌 的 村 民 胡 玉 娥 笑 着 说 ，

她 每 天 工 作 8 个 小 时 ，一 个 月 有 4000 多

元 的 收 入 ，“ 在 家 门 口 上 班 ，家 里 啥 活 也

不耽误。”

“工人都是本村村民，计件付工资，工

作时间很灵活。”余宏林介绍，他之前一直

在外务工，为了更好地照顾家里，2019 年

回到家乡，在自家院子里开办了一个小型

车间，接单加工服装。“派单的公司定期往

这边送原材料，顺便把成品拉走，有事微

信 、电 话 沟 通 ，不 需 要 出 村 ，一 样 可 以 挣

钱。”余宏林说道。

庭院里原本堆放杂物的闲置用地，摇

身一变成了“微工厂”，这不仅撑起了余宏

林一家的生活用度，还为周边留守妇女提

供了就业岗位。

像余 宏 林 这 样 在 庭 院 里 自 建“ 微 工

厂 ”的 ，长 塘 村 共 有 3 户 ，带 动 村 里 50 余

名 村 民 就 业 。 而 在 泽 泉 乡 ，农 家 庭 院 正

承担着多样功能，演绎多彩角色：有的开

饭店、建采摘园，打造周边休闲旅游好去

处；有的开小超市、家庭作坊，服务当地生

产生活……近年来，当地鼓励农民积极发

展庭院经济，使其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

途径。

庭院虽小，作用不小。共青城市农业

农村水利局负责人江蕃扣介绍，庭院经济

是农民以自己的住宅院落及其周围为基

地，以家庭为生产和经营单位，为自己和

社会提供农业土特产品和相关服务的经

济 ，具 有 投 资 少 、见 效 快 、经 营 灵 活 等 特

点。“今年，庭院经济更是首度被写入中央

一号文件。”她表示，当闲置的土地资源被

有效盘活，业态繁多的“微经济”将激活乡

村振兴“一池春水”。

“我之前在共青城服装厂务工，需要

在外租房住，几年前回到乡里的集镇上开

了一家快递站，一楼用来收发货，二楼用

来自住。”泽泉乡供销集配中心老板魏冬

琴说，“刚开始每日送到乡里的快递只有

十来件，用摩托车就能带来，现在多的时

候一天有 300余件快递，家里添置了 3辆货

车，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泽泉乡观音桥村的袁清山夫妇因烧

得 一 手 好 菜 ，之 前 常 常 为 同 村 人 操 办 红

白 喜 事 。 前 年 ，袁 清 山 在 自 家 庭 院 的 空

地 上 搭 建 了 一 个 300 平 方 米 的 棚 屋 ，为

村民吃年夜饭、办满月酒等提供场地。“这

里 可 同 时 容 纳 300 人 用 餐 ，今 年 从 大 年

初二到正月十五接待了 600 桌客人。”袁

清山说。

在“方寸之地”做足“产业文章”，让房

前屋后一亩三分地发挥大效益。泽泉乡

党委副书记廖常伟表示，当前，不少农户

正在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实现增收致富，乡

里也通过安全生产管理、帮助就业招工等

方式助农户“一臂之力”。但也应该看到，

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扶持，不少庭院经济

处于自发状态，特色不突出，个体农户生产

经营普遍缺少资金、技术、销路，难以形成

规模效益。“我们将采取政策引导、技术服

务等措施，扶持多种类型、适度规模的庭院

经济发展，帮农户选择有潜力和前景的产

业，推动形成一村一业或多业的庭院经济

发展格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小

庭院’撬动‘大经济’。”廖常伟说道。

庭院“小经济”释放“大潜能”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文/图

余宏林的“微工厂”，为村里的留守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

南昌全城通办临时居民身份证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记者 4月 5日从南昌市公

安局获悉：为进一步推动公安户政“跨省通办”改革工作，南昌

市公安局推行临时居民身份证“全城通办”。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江西省内户籍居民可向南昌市任何一家户籍派出所申

请办理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

据悉，江西省内户籍居民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

份证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在南昌市任何一家户籍

派出所窗口申请办理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申请领取临时居

民身份证是在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的同时办理

的，无须再提供材料；非同时办理的，须提交《居民身份证领取

凭证》。户籍派出所窗口当场受理、制作、发放，并收取工本费

每张 10 元。已领取临时居民身份证的公民，在领取居民身份

证时应当交回临时居民身份证。

我省开展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王纪洪）记者 4 月

4 日获悉：省住建厅日前发出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

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到今年年底，全省将完成城市燃气市

政管道更新改造 346 公里，餐饮等重点行业管道燃气用户燃

气报警器安装实现全覆盖，基本建成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城

镇燃气信息化管理平台。

我省将推进城市燃气等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加快落实城

镇燃气企业年用气量 5%的储气设施能力建设；运用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

理念创新，加强智慧燃气管理平台建设；推广燃气泄漏报警装

置安装，组织开展城镇管道燃气重点企业用户可燃气体报警

器规范安装的排查，对未安装或安装不规范的建立台账清单，

移交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并实施销号管理；推行燃气应急体系

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完善以安全生产标准化为基础的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体系，打造一批标准化标杆企业。

清明时节，铜鼓县排埠镇华联村，千亩高山茶叶迎

来采摘期。今年 70 岁的叶华英和 20 多名茶农穿行在茶

园，十指翻飞间，一抹抹新绿填满竹篓。

“村里的荒山变茶园，结出致富金叶子，离不开叶华

英的示范和带动。”村党支部书记刘润球说。20 世纪 80
年代，华联村 60 亩茶叶进入盛产期，村委会想把这块茶

园租赁出去，勤快能干的叶华英签下 5年承包合同。

刚接手时家里没有制茶机，也没有车。为了将新鲜

的茶青及时拉到县茶厂加工，叶华英每天天还没亮就上

山采茶，赶在县茶厂的小货车拉货前采完。对起步时的

艰辛，叶华英记忆犹新。

咬紧牙关闯出一条路来。叶华英拿出多年积蓄买

来制茶机，并高薪聘请了一名制茶师傅。1988 年，茶厂

终于有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合同到期后，叶华英再次签

下了 20 年的承包合同。2005 年，叶华英将茶园周边 50
亩荒山、荒地开垦出来，全部种上了茶叶，一时间她成为

全县荒山、荒地利用的典范。2006 年，叶华英当选省劳

动模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少村民跟着叶华英开荒

建起茶园，2015 年，华联村全村茶园面积达 1000 亩，成为

全县茶叶生产大村。茶园为当地村民提供大量劳务岗

位，每年发放劳务工资 120多万元。

2019 年，叶华英建起了茶叶加工厂，购置了全新的

制茶设备。如今，加工厂生产的茶叶在当地供不应求，叶

华英每年卖茶上千斤，收入十余万元。虽然年事已高，但

这位远近闻名的勤快人依旧闲不下来。除了经营茶叶，

叶华英还种了6亩水稻，养了牛、猪、羊、鸡、鸭……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产业发展上要作表率，在勤劳

致富方面要当榜样。”叶华英说，“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赣州排查整治
城镇危旧房屋安全隐患

本报赣州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记者日前获悉：赣

州市运用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体系和处置手段，

对该市所有城镇老旧房屋建筑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和

整治。

此次排查整治重点聚焦建成时间久远、建设标准较

低、失修失养严重的城镇危旧房屋，尤其是老旧建筑和单

位危旧公房、房改房、老旧公共场所、各类工矿建筑、企业

办公生产用房，以及 2000 年前建成的木、土木、砖木结构房

屋和 1990 年前建成的砖混结构房屋及预制空心楼板建筑，

对其管理维护和安全状况等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

面精准排查和整治，做到不漏一户一栋。

该市坚持边排查边整治，分类建立危旧房屋排查整治

台账，制定“一房一策”整治方案，落实解危措施。对经排

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有垮塌危险或被鉴定为危房的老旧

危房屋，第一时间撤出居住人员；分类制定管控治理措施，

该停用的停用，该腾空的腾空，该加固的加固，该拆除的拆

除，彻底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杜绝房屋垮塌事故发生，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月 29 日，峡江县一家园区企业，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峡江县积极推行新型学徒制和校企“订单式”培养，以劳动和

技能大赛为抓手，不断提升产业工人职业技能。

特约通讯员 陈福平摄

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易永艳

4 月 5 日，余干县康山大堤旁，养殖户在鳝鱼养殖基地查看网箱是否牢固。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余干县积极引导退捕渔民

转产创收，绿色养殖成为退捕渔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本报全媒体记者 涂序理摄

4 月 6 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定南县 2023 年脱贫劳动

力专场招聘会在该县大世界广场举行。43 家企业提供 1000

余个就业岗位，吸引了众多求职者前来应聘。

特约通讯员 詹继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