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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徐黎明徐黎明 通讯员刘建华刘建华）近

日 ，寻 乌 县 菖 蒲 乡 的 居 民 向

江 西 新 闻 客 户 端“党 报 帮 你

办”频道反映，该乡打造的铜

锣湾 3A级乡村旅游点让当地

村 民 多 了 一 条 增 收 致 富 路 。

菖蒲乡挖掘红、绿、蓝、橙、古

等 文 旅 资 源 ，推 进 红 色 旅 游

项目建设，打造七彩河谷、网

红 索 桥 、龙 舟 竞 渡 等 旅 游 项

目，同时推出赏花、采果、农

家 乐 等 休 闲 旅 游 项 目 ，还 利

用 光 裕 围 、龙 衣 围 等 客 家 围

屋，挖掘人文历史，向游客讲

好梅花落地、进士牌匾、博士

文化等人文故事。

乡村旅游点游客盈门。

通讯员 刘建华摄

发展乡村旅游 带动村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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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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让智能电视“困”住老人
侯艺松

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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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陈陈
璋璋）“这个‘五一’假期，村里

来 了 许 多 游 客 ，农 家 乐 生 意

越来越好。”近日，萍乡市湘

东区白竺乡村民向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表

示。据悉，白竺乡以大丰、源

头、崇源、龙台等村为试点，

合作共同成立旅游开发服务

公 司 ，扎 实 推 进 桐 花 谷 景 区

农 产 品 展 销 中 心 、观 光 车 运

输 服 务 运 营 ，持 续 抓 好 和 平

农 场 亲 子 餐 厅 、童 话 树 屋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发 展 ，做 大 做 强

“连村联创”共富公司品牌，

形 成 了“ 连 村 成 片 、集 群 成

链、抱团发展”的产业振兴新

格局。

农场迎来许多游客。

“连村联创”共富 助推产业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璋陈璋摄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侯侯
艺松艺松）“前些天，万寿宫街区

人流量非常大，但环境卫生、

交 通 秩 序 依 旧 很 好 ，多 亏 了

街道的工作人员。”近日，南

昌市西湖区广润门街道居民

向 江 西 新 闻 客 户 端“党 报 帮

你办”频道反映。据悉，“五

一”期间，广润门街道每日接

待游客 60 余万人次，街道党

工委充分发挥“红色广润门”

党 建 大 联 盟 的 优 势 ，联 合 公

安、交警、城管、市场监管等

部 门 的 工 作 人 员 坚 守 岗 位 ，

街道社区干部担当红色志愿

者，清理垃圾、维护交通，保

障 秩 序 。 辖 区 商 家 、非 公 企

业 也 积 极 投 身 街 道 倡 议 ，自

觉 行 动 ，热 情 好 客 ，诚 信 经

营，爱护卫生，赢得外来游客

的广泛赞誉。

展现人大作为 推动污水治理

红色志愿者清理垃圾。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侯艺松摄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朱朱
雪军雪军 通讯员梁清林梁清林）“我连

续多年在县乡人大会上提出

治理农村‘黑水体’的建议，在

争取到试点项目后，东源乡人

大跟踪助推，不仅找到了污水

治理的新路径，还让整个改造

工程提前完工。”日前，上栗县

人大代表何凌云说。

在人大代表的“鼓与呼”

下 ，上 栗 县 政 府 在 桥 头 村 开

展 农 村 污 水 治 理 试 点 ，桥 头

村利用人大代表联络室广泛

征 求 群 众 的 意 见 建 议 ，形 成

治理方案——农村污水通过

净 化 沉 淀 处 理 ，用 于 农 作 物

浇灌。在污水治理探索实践

初期，东源乡人大代表、种植

大户何建良主动提出先在自

家西瓜地里建立终端处理设

备 ，他 使 用 处 理 后 的 肥 水 浇

灌 的 西 瓜 成 熟 后 ，不 但 个 头

大 ，且 更 甜 更 脆 。 何 建 良 的

成功，打消了村民的顾虑，让

全村污水管网铺设更迅速。

节假日不休息 擦亮城市名片

使用处理后的肥水浇灌的果园。
通讯员 姚姣姚姣摄

手中两个遥控器，在不同界面来回切换；色块图标下，是大大

小小的功能模块堆叠；弹窗式广告、应用程序推荐、隐藏的付费会

员等等，海量信息扑面而来……随着智能电视的普及，收看电视群

体的主力军——老年人，却面临着观看电视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

不可否认，具有海量内容、丰富应用的智能电视，满足了年轻消

费群众的休闲娱乐需求。但对于部分习惯了只要一个遥控器就能

简单换台的老人来说，名目繁多的收费节目、设计复杂的收看模式

令他们感到窘迫。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迎合了年轻人的口味，但

部分老年人却面临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当下，电视业务运营商频

繁提供的服务、复杂的操作流程已让老人面临着看电视难的问题。

因此，智能电视厂商在适老化设计方面刻不容缓，比如放大字

号、简化功能操作菜单、提供更符合老年人使用习惯的大按键遥控器

等等。智能电视只有在功能上主动靠拢老年人，老年人才会更容易跨

越智能门槛。电视业务运营商应简化优化前端内容供给，比如将免费

直播频道放在突出与醒目位置，而非被庞杂的广告和收费节目掩盖。

相关部门也应出台有关标准，保护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初夏，婺源县秋口镇月亮湾景区晨雾

缭绕，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秋口镇外俞

村村民俞树清泛舟江面。岸边，摄影师们

架起的“长枪短炮”纷纷对着俞树清拍个

不停。

俞树清今年58岁，从小在水边长大，曾

经当过渔民。20年前，因家门口的小河鱼虾

资源锐减，他不得不与妻子一起外出务工，

夫妇俩除掉开销，年收入不足2万元。

200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名来自

广东的摄影爱好者请他在河面上划竹筏

营造捕鱼的场景。从此，俞树清荡舟江面

的画面随着月亮湾的美景传遍网络。

“摄影师要的就是云雾缭绕若隐若现

的感觉。”清晨 6时，俞树清穿好一身行头，

划着小船向江心驶去，他要在江中找一处

最适合拍照的地方。

“看到这么多游客迷恋家乡美景，我

的内心充满了自豪。”俞树清说，当撒网

模特每年收入约 5 万元，淡季就在县城干

装修，年总收入约 10 万元，是以前务工收

入的 3 倍。十多年前，他就买了小车，并

在景区附近建了一栋楼房，生活得有滋

有味。

此时，相隔十多公里的思口镇漳溪河

水面上水汽蒸腾，如梦如幻。村民王利保

提起网来，向岸边的摄影师喊着：“我倒数

3、2、1，就开始撒网，大家准备好。”随着倒

数结束，王利保丢出去的网呈圆形撒向江

中，岸边照相机的快门声顿时响成一片。

按照每人 20 元的收费标准，这个早晨

王利保赚到了 600元模特费。

近年来，漳村实施秀美乡村建设，一

边是粉墙黛瓦的古村落，一边是青翠欲滴

的水口林，漳溪河将两岸景致倒映在水

中，形成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成了“摄影

天堂”，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

王利保利用自己熟悉捕鱼的一整套

流程，向摄影师展示撒网的动作。由于懂

得摆姿势、善构思，成了网红“渔翁”，他捕

鱼的照片还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向他

预约付费拍摄的旅游团队越来越多。

像俞树清、王利保一样，在油菜花开

时节，婺源不少农民陆续吃上“旅游饭”，

他们或赶着一头水牛，或肩挑一担木柴，

穿梭行走在油菜花田埂间，当起摄影爱好

者的模特，每天能挣 200 元至 300 元，一批

乡村模特应运而生。

“ 这 些 年 来 ，我 每 年 至 少 来 两 次 婺

源。这里保留了古朴乡村的原汁原味，是

我们摄影爱好者的理想拍摄地。”来自北

京的摄影师蒋伟说。

“丰收喽！”在江湾镇篁岭古村，村民

曹细香裹着头巾、系着围裙，将盛满玉米、

辣椒的晒匾摆到木架上。游客们围在四

周，举着手机拍下丰收图景。

篁岭古村成为热门景点后，搬下山的

村民中有近 200 人被景区返聘，从事和旅

游相关的工作。

在赋春镇严田村，62 岁的村民李明德

牵着牛走过老樟树旁的古石桥。平均每

次表演 1小时收益可达 100元。

每到旅游旺季，李明德就牵着家中老

牛，在村口的古樟桥上从这头走到那头，

这样简单朴实的动作，他已经重复了 20
年。“农夫与牛”的田园农耕风景图，成为

当地风景线，并印刷成精美的明信片。

如今的婺源，乡村游业态延伸到田间

地头、江河湖面，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

活中。村里的渔夫、农民摇身变为乡村模

特，成为别具特色的风景，他们将干农活

变成“表演”，勾勒出众多摄影师、画家心

目中的诗意乡村。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为解决村

民出行难，2010 年，九江市庐山西海风景

名胜区柘林镇司马村（黄荆林场）低价对

外发包该村山林，以换取承包人修建一条

进村道路。盼了十多年，路终于修通了，

但当村民想开农机进村复耕山上撂荒多

年的上千亩田地时，却遭到修路方——九

江西海南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南山旅游公司）设卡阻拦。

以山换修路 路通却设卡

司马村位于柘林湖畔的群山之中，有

村民 700 余人。过去，村庄仅靠一条 0.5 米

宽的小道与外界联系，生产落后、生活不

便。2010 年 9 月，司马村村民委员会提议

低价发包山林换修路，得到村民一致赞

同。随后，村委会与商人陈贵林签订了一

份《承包毛竹山合同》，约定承包费每年每

亩仅 16 元，经营期限 30 年，条件是由陈贵

林出资修建一条砂石道路，路宽不小于

4.5米，路长不小于 6公里，工期 7个月。

“因为凿山修路投入太大，这条路修

修停停。”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十多年

来，承包方几次变更，最后由南山旅游公

司（庐山西海大峡谷景区运营方）把路修

通，并从原来的砂石路提升为水泥路。然

而，近日，当村民开着大型机械进山准备

复耕撂荒的田地时，却遭到南山旅游公司

设卡阻拦，连拖运水泥、砖瓦进山修葺老

屋也被禁止。

在设卡位置，记者看到，南山旅游公

司悬挂了《通告》，大致内容为“为维护景

区秩序 ，保护村民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

全 ，来往村民和景区施工人员要服从管

理，村民生产生活车辆（小型车辆）进入景

区，必须在门岗登记，填写《安全责任承诺

书》。如擅自通行或不听劝阻强行通行，

造成意外将通过法律手段追究有关人员

责任”等。

路权被出卖 村民不知情

4 月底，记者随同村民穿过一片密林，

徒步进入司马村老村，只见田地杂草丛

生，房屋破旧不堪。村民介绍，虽然他们

搬到了山下居住，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

子”，他们想将这些田地复耕，增加收入。

如今，景区限制大型耕作机械设备进山，

导致他们难以开展生产。

对此，南山旅游公司向村民出示了一

份《土地租赁经营协议》，证明他们设卡有

凭有据。《协议》显示，司马村已出租辖区

内所有土地（含山林、水田、旱地及村民宅

基地等）约 1.5 万亩给九江华诺旅游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现该公司权益已转让给南

山旅游公司），出租年限 43 年，即 2012 年 8
月 31 日至 2055 年 8 月 31 日。同时，一次

性支付 350 万元给村委会，用于买断该道

路的使用权。该《协议》由司马村党支部

书记蔡官冬签字，柘林镇政府作为鉴证方

盖章确认。

“我们的土地和房屋从未被征收过，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还在手上，村委会怎么

能擅自出卖路权呢？”面对村民的质疑，蔡

官冬称，《协议》是政府部门拟定的，确实

没有依法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

记者就此事欲采访南山旅游公司负

责人时，遭到对方拒绝。

柘林镇政府工会主席龙细歪介绍，依

照上述《协议》，九江华诺旅游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已支付 350 万元买断该道路使用

权。但目前为止，买断道路、出租村民的

土地和房屋，既没有召开村民会议取得村

民同意，也没有走征收程序，司马村村委

会就与景区签订了《协议》，确实不规范。

现在，镇政府鼓励村民进山复耕田地，但

景区方面又出于游览秩序和安全隐患等

因素考虑，禁止村民开大型机械设备上

山，由此引发矛盾纠纷。

限制农机通行于法无据

对此，江西澄湖律师事务所舒瑶瑶律

师认为，景区设卡拦路于法无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九条规定：“禁止任何

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

款和拦截车辆。”况且，该道路建设在村民

自己的土地上，南山旅游公司未依法获得

土地使用权，无权限制村民使用。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

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

家庭承包方式。”依照上述规定，司马村村

委会显然不是土地的权利人，无权对外出

租土地，更不能出卖进村道路，其行为违

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与相关公司签订的

《土地租赁经营协议》属无效合同。

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

织法》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土地承包经

营方案、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及分配方案”等

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

村民成模特 吃上“旅游饭”
乡村游推动婺源农民生活方式发生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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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到南昌嗦一碗拌粉、登一次滕王阁、

坐一次摩天轮，“五一”假期，南昌多个景

点游客创历史新高。面对汹涌而至的游

客，南昌市各部门做好服务，让远道而来

的游客既领略到英雄城与时俱进的新潮、

又感受到英雄城人民的热情。

“你们的铛铛车太有味道了，本身就

是一道风景。”5 月 1 日 9 时许，刚从南昌火

车站出站，郑女士便站在南昌公交运输集

团新运行的“网红打卡铛铛车”专线前合

影。

上车后，郑女士更是惊喜不断。这条

新运行的线路是专为来南昌旅游的游客

而设置，一路途经滕王阁、万寿宫、八一广

场、秋水广场等知名景点。“我看了攻略，

大士院、珠宝街、羊子巷等网红打卡小吃

店都在这条线路上，真是太方便了。”车上

几名从长沙来的大学生“吃货”听到车上

临时导游的介绍都哈哈大笑。

“在车型上，我们沿用了之前的复古

铛铛车，但在功能上有很大区别。特别是

推出了两种票价，2 元限坐一次及 5 元当

日不限次乘坐。在线路设计上，除了满足

游玩需求外，也充分考虑了与地铁 1、2 号

线的接驳。”南昌公交运输集团运调处处

长涂元鹏介绍，试运行期间，他们会在每

趟车上安排临时导游，向乘客介绍站点分

布、线路特点，并发放南昌旅游宣传手册，

让“网红打卡铛铛车”成为游客了解南昌

的窗口。

据悉，在“五一”假期中，铛铛车 5 天

突破 6 万人次乘坐，万寿宫、绳金塔、南昌

动物园、秋水广场、南昌之星等热门景区

专线日均客运量均突破 1 万人次，达到线

路开通以来历史最高值。

面对蜂拥而至的外地游客，交警、市

场监管、城管，这些穿着蓝色制服的执法

人员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实施柔性执法，

让外地游客感受到了朋友般的温暖。

“我们预计假期期间城市交通压力会

显著加大，南昌交警广泛发动各机关、企

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将停车场面向社会

免费开放，在‘五一’期间腾出 3500 余个停

车位，方便群众停车。”南昌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秩序处负责人洪源介绍，“对外地

游客与车辆的轻微交通违法免予处罚，并

要求民警及时救助遇困群众，让外地游客

感受到温暖。”

5 月 2 日 20 时许，记者在餐饮店比较

集中的船山路看见，西湖交警六中队负责

人刘文志正满头大汗地在疏导交通。“为

了方便群众停车，我们在船山路单侧设置

了夜间泊位，但有司机会把车停在道路另

一侧，容易造成拥堵，所以要不断巡逻，把

违停车辆劝走。”据了解，在万寿宫、船山

路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交警和市场监督

管理执法人员都是从 7 时 30 分上岗，直到

23时人流散去才下班。

“我们不仅在万寿宫街区每家店内都张

贴了投诉举报电话，还在游客服务中心设置

了投诉台。”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润门

分局局长徐丽红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上班

15个小时以上，在街区内巡逻每天步数在2
万步以上。“虽然很累，但看见商户守法经

营，游客玩得开心，我也就开心了。”

“渔夫”王利保。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摄

老茶馆模特表演引来摄影师拍照。

“农夫”李明德。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摄

“五一”期间南昌多部门合奏“迎宾曲”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景区设卡阻拦 农机无法通行
庐山西海大峡谷景区买断路权致村民无法复耕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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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实习生 付 文

5 月 7 日 18 时许，夜色渐浓，南昌的大

街小巷逐渐热闹起来。

在南昌上大学的于恬，是一名兼职古

风摄影师，她常带客户来滕王阁取景。夜

游滕王阁带火了汉服体验行业——手提

渔灯、闲庭信步，在摇曳的裙摆间梦回大

唐。零售平台美团数据显示，3 月份以来，

滕王阁旁的万寿宫商圈夜间时段（18 时至

次日 6时）交易额增速同比上涨 307%。

不仅是在省城南昌，5 月 6 日深夜 12
时，万载县一家“美宜佳”的女店主仍未打

烊。天气转暖后，夜间消费带动了夜间外

卖订单增多，她正忙着分拣一个 3 公里外

的订单。据了解，县城的夜间消费力不断

得到释放，追求“即点即得”的消费者每月

可以给这家小店带来约 1500 单的外卖订

单增量，夜间线上订单有时占到三四成。

零售平台美团数据显示，今年 3 月以

来，平台上江西夜间即时零售订单量同比

增长 36%，以夫妻小店为代表的小型超市

增速尤为明显，增长达 130%。

当下，夜经济已点燃江西，丰富的“夜

游”“夜演”“夜食”“夜娱”等消费业态，释

放出赣鄱大地的消费潜力。目前，全省累

计打造夜经济和美食街区超过 150 个，形

成“县县有街区、各市有示范”的发展新格

局，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我省夜经济红火 群众幸福指数高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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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设卡限制农机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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