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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南昌高新区农户抢抓农时加紧在田间插秧。当地通过

机械化和人工种植手段协同作业，种植早稻 1230 亩、再生稻 1700 余亩。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 4 月 30 日 ，

乐平市种植户正在

插种水稻秧苗。农

忙时节，当地种植

户利用晴好天气，

翻耕、灌溉、插秧、

施 肥 …… 绿 野 平

畴间，忙碌的劳作

场景构成了一幅动

人的水乡春耕图。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 4 月 24 日 ，

来 自 省 内 高 校 的

大 学 生 在 位 于 武

夷 山 北 麓 的 铅 山

县 体 验 采 茶 的 乐

趣。近年来，铅山

县 走“ 以 茶 促 旅 、

以旅带茶、茶旅结

合 ”发 展 之 路 ，把

茶 文 化 全 面 融 入

特色旅游体系，延

伸产业链，助推乡

村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摄

▲5 月 1 日，定南县农民在稻田里给秧苗施肥。连日来，当地抢抓晴

好天气开展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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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赣江之滨 共议水源保护
“取水口处建议竖立警示牌或者宣传牌，告知群众取水口

附近不能做什么，取水口的重要性等等。”“饮用水水源地取水

口旁存在很多垂钓的情况，要怎么管？劝阻不听的是否要处

罚？对于那些在饮用水水源地区域游泳、垂钓的行为，除了采

取巡查、智能技术等方式采用哪些手段来劝阻或制止？”……

4 月 26 日下午，一场“约法赣江之滨 共议水源保护”立

法 民 意 征 集 活 动 在 朝 阳 江 滩 公 园 举 行 ，人 大 代 表 、政 协 委

员、党员、居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及职能部门相关人员

等 40 余人到场参加，通过面对面拉家常的方式，围绕桃花街

道青云水厂取水口等水源保护“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征

集意见建议。

饮用水水源保护是一项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事

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的工作。此次立法民意征集会活

动汇民声，集民意，收集到相关意见建议 10 余条，旨在把人民

民主贯彻立法工作全过程，帮助更好地守护好赣江“一江清

水”，让广大市民喝上更加健康、纯净的饮用水。

南昌市西湖区桃花街道党工委长期重视饮用水水源保

护工作，将饮用水源保护工作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

中，要求街道人大工委与纪工委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建立

巡查小队，对辖区内饮用水源开展定期和不定期巡查，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构建起群众与法规政策之间沟通

的桥梁。 （周艳平）

遂大高速公路建设按下“快进键”
“五一”假期，在遂大高速公路 B1 标建设现场，中铁十二

局 362 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高标准、严要求进行现场路、桥、隧

道施工，助力全线施工进度再提速。

为确保在“五一”假期期间启动和完成 T 梁浇筑任务，项

目部技术人员与作业班组紧密配合，严格按照标准化施工要

求对浇筑方案进行优化完善，并组织技术骨干开展技术、安

全、质量、环保等“全覆盖”保障。施工过程中，项目管理团队

全过程督战，对进场原材料质量、钢筋绑扎、模板安装等重点

把控，对梁体养护、质量跟踪等环节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力争

各工序、各环节精准衔接。

施工一线紧锣密鼓的背后，是该项目部党支部的坚强保

障作用。中铁十二局遂大 B1 标党支部书记介绍，党支部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支持一线工作、关心一线工人，有力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为了让现场人员安心工作，整个假期期间项目

部都按照“服务职工，助力生产”的工作理念，做好饮食起居服

务，“确保让大家吃得好、干得好”。

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是江西省高速公路规划网修编

“10 纵 10 横 21 联”中第 9 纵的重要组成部分，遂大高速 B1 标

段线路全长 5.758 公里，包含桥梁、隧道、路基等多种结构类

型，其中桥梁总长约 1500 米、隧道工程总长约 2600 米，桥隧占

比超 70%。 （吕春辉 黄志刚）

本报抚州讯 （全媒体记者徐

立鸣）4 月 25 日，抚州市举行 2023
年二季度重大重点项目开竣工动

员大会，390个重大重点项目开竣

工，总投资 1306.3 亿元。其中，竣

工项目 136个，总投资 313.8亿元；

开工项目 254 个，总投资 992.5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380.3亿元。

今年以来，抚州市深入推进

“项目大会战”，吹响项目攻坚冲

锋号，年度实施重点项目个数、计

划投资额均创历史新高。在一季

度开工 470 个项目的基础上，二

季 度 开 竣 工 390 个 重 大 重 点 项

目，充分展示了该市大抓招商、大

干项目的工作成效和各地各部门

抢抓机遇、比学赶超的奋进姿态。

接下来，抚州市将进一步吹

响项目建设的集结号、打好经济

增长的主动仗，继续优化服务，形

成“人人谋划项目，人人关心项

目，人人服务项目”的浓厚氛围。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4 月

27 日，南昌县（小蓝经开区）举行 2023 年第

二季度重大重点项目联动开工及竣工投产

活动。本次开工的项目共 45 个，总投资超

123 亿 元 ；竣 工 的 项 目 共 23 个 ，总 投 资 约

93.33亿元。

据了解，本次开工的重大重点项目涵

盖了工业、农业、生态、基础设施、社会民

生等领域，项目数量多、发展前景好、辐射

带动能力强。本次竣工投产项目聚焦汽车

汽配、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涉及江

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生物医药产业园

建设（一期）、南昌大学国际食品创新研究

院等。

今年以来，南昌县（小蓝经开区）立足

传统主导产业，聚焦特色优势产业，精准开

展链式招商，先后举办多场大型招商活动，

把项目推进作为产业发展的支撑，对签约

项目、在建项目实行挂图作战，对重大重点

项目“一对一”组建工作专班，推动项目早

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加速资源向项目聚

焦、要素向项目聚拢、力量向项目聚合。

南昌县联动开工投产抚州开竣工390个
重
大
重
点
项
目

1442处水毁水利工程
完成修复

本报讯 （舒海军）当前，我省进入主汛期。省水利厅督

促各地开展水利工程全覆盖防洪隐患排查，重点排查水毁水

利工程修复、已建水利工程运行、在建水利工程防汛准备、山

洪灾害预警设施运行等存在的风险隐患。目前，我省 1442
处水毁水利工程全部完成修复，192 处在建涉水水利工程均

已落实防汛措施，并制订了应急抢险预案。

据 介 绍 ，省 水 利 厅 派 出 12 个 水 利 综 合 督 查 组 ，对 全 省

204 处工程项目进行督查暗访，建立问题台账，逐一分析并

提出整改要求和时限。此外，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对防

汛 各 项 重 点 工 作 进 行 全 面 部 署 。 全 面 落 实 10573 座 水 库 、

3734 座农村水电站安全度汛“五个责任人”，1437 座圩堤安

全度汛“四个责任人”以及 9942 座重点山塘安全度汛“三个

责任人”制度；印发《2023 年江西省重点水利工程汛期调度

方案》，范围涵盖 15 座省级调度的大中型水库、43 座重要圩

堤及 3 座分蓄洪区；指导各地调整 10266 座小型水库安全度

汛风险等级，落实 9496 个山洪灾害危险区责任人及预警指

标 ；储 备 抢 险 物 料 、救 生 器 材 、抢 险 机 具 20 余 种 ，总 价 值

4931.75 万元；指导各地开展 200 余场次应急演练，参与人数

1.5 万余人次。

吉水：智慧助老暖人心
本报吉水讯 （通讯员张晓梅）为扎实做好养老认证

工作，保障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连日来，吉水县社会保险

中心积极组织志愿者开展智慧助老养老认证志愿服务

活动。

吉水县社保中心通过微信群、入户走访、设点宣传

等多渠道广泛宣传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政策，提高退

休人员对养老认证的知晓率，让他们熟知线上认证方

式，足不出户便可自助“刷脸”认证，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同时，该中心设点集中为退休人员开展现场

资格认证服务。下一步，吉水县社保中心将继续秉承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工作原则，积极解决退

休人员实际问题，真正把为民、便民落到实处。

南城：家门口享健康服务
本报南城讯 （通讯员彭国正、付建红、余小英）走村

入户，开展点对点送诊疗、送健康等一系列医疗便民服

务……在南城县，360 名乡村医生开展巡诊活动，让群众

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

近年来，南城县不断提升健康服务水平，以“家庭健

康服务中心”项目为阵地，整合利用资源，投入资金 730
万元，在工业园区、社区、村卫健室等建设 120 个“智慧医

疗健康小屋”。与此同时，充分发挥家庭医生“健康守门

人”作用，织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网，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优先覆盖高血压、糖尿病、孕产妇等重点人群。根据

签约对象的健康状况实行分类管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有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预约转诊、健康管理等

服务。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4 月 28
日，记者从省林业局获悉：围绕森林资源

保护，我省林长制经过 5 年探索实践，实现

了全面见效。国家林草局森林督查结果

显示，2022 年我省林业资源违法问题数相

比 2018 年下降 66.8%，违法采伐的林木蓄

积量下降 94.17%。在前不久落幕的首届

林长制论坛上，国家林草局森林资源管理

司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孙伟娜表示：“江西

推行林长制的做法，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

领作用。”

绿 色 生 态 是 江 西 最 大 财 富 、最 大 优

势、最大品牌。2018 年 7 月，省委、省政府

出台《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我省

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林长制。

我省构建了责任明确的林长制组织

体系。省委书记、省长分别担任省级总林

长、副总林长，每年通过省级总林长会议

等，高位推动林长制工作；建立五级林长

体系、划定责任区域、明确林长责任；以县

（市、区）为单位，将所有林业资源合理划

定为若干个网格，并以村级林长、基层监

管员、专职护林员为主体，构建覆盖全域、

边界清晰的“一长两员”源头网格化管护

责任体系。同时，全面应用江西省林长制

巡护信息系统，实时记录护林员巡山护林

轨迹，及时上传和处理护林员发现的破坏

林业资源违法事件。

我 省 不 仅 出 台 了《江 西 省 林 长 制 条

例》，推动林长制有法可依，还建立了总林

长发令、林长巡林等配套制度，将林长制

考核情况纳入市县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

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及流域生态补偿等考

核评价内容，并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

奖惩和使用的重要参考。

2022 年，我省签发总林长令 291 次，各

级林长开展巡林 5581 人次，全省市县两级

林 长 协 调 解 决 林 业 资 源 保 护 发 展 问 题

2602 个，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林业资源保护

发展责任意识显著增强。

山有人管 林有人护 责有人担

我省以林长制力促林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