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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润泽，爱“阅”洪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康春华 文/图

天下英雄城，古邑诗书香。在英雄城

找寻疗愈心灵的阅读，遍布在城市内的孺

子书房，不期而至的读书会、讲书会，与作

者、文化大咖面对面交流……行走在南昌

市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便会被书香气所

吸引，随着阅读场景越来越多，英雄城多了

一张文化名片——书香洪城。

近年来，南昌市高度重视文化强市建

设，在全省率先实施城市书房建设，推动公

共图书馆向基层延伸。艾溪湖美书馆、高

新图书馆、莲花书屋等一批精品城市书房

相继精彩亮相，成为网红打卡点、文化新地

标，艾溪湖美书馆荣获“全国最美书店（城

市书房）”称号，4 月 24 日在浙江杭州举办

的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年度最美书店发

布活动上，南昌市青苑书店被评为年度最

美书店。

满城书香传递阅读魅力

对一座城市而言，书香是体现文明进

步、优雅美好的精神气质。一座书香氤氲

的城市，必定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5 月 7 日，记者走进艾溪湖湿地公园附

近的艾溪湖美书馆，看到阅读区坐了不少

人，每个人都在安静地读着手中的书，还有

人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读书笔记。扑鼻而

来的书香气息，让人迫不及待地走近书架，

伴着耳边传来翻阅书本的沙沙声，尽情享

受独特的静谧。

“ 美 书 馆 不 但 书 多 ，阅 读 环 境 也 很 优

美。”家住南昌高新区的龚世茹是一名老

师，平时需要给学生讲述电影艺术创作，因

此她经常利用周末时间，来到艾溪湖美书

馆给自己充电。

艾溪湖美书馆阅读面积约 500 平方米、

藏书 2万余册，是集图书借阅、公共阅读、美

育教育、文化沙龙、党群活动于一体的公益

文化空间，可提供图书借阅、美学传播、文

化引领、文创展示等多样化特色服务。自

2019 年 1 月开馆以来，累计近百万人次入

馆阅读，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 300 场，成为

市民和游客停留歇息的“网红”打卡地。

书香不仅在城内，在城外的梅岭景区

一角，有一家与景区交相辉映的梅岭镇妙

泉村孺子书房·湾里牛栏咖啡分馆。书房

室内通透明亮，配置了 20余套桌椅，还藏有

600 多册图书，不少到此旅游的游客也会选

择到书屋小憩，屋中人与书已然成为一道

独特风景。

据了解，南昌市目前共建成 10 个公共

图书馆、83 家城市书房、114 个乡镇街道图

书室、1993 个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1179
个农家书屋，书香逐渐浸润南昌城的更多

角落。

公共文化建设快速推进

书 香 洪 城 并 非 一 朝 一 夕 能 建 成 。 早

在 2016 年 ，南 昌 在 全 国 首 倡“ 香 樟 树 ”模

式，让书香如香樟树一样遍及南昌大街小

巷，该市计划用三年时间，打造至少 10 家

城市书房。

2018 年至 2019 年，南昌高新区的瑶湖

书房、艾溪湖美书馆相继落成，首创“图书

馆+公园”建设模式，这些城市书房凭借超

高的颜值、高品质的阅读体验，吸引年轻人

前来打卡，增强了南昌城市文化底蕴，提升

了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2020 年 9 月，南昌启动“书香洪城”十

大精品图书馆建设，公共图书馆建设进入

全新时代，由过去解决“有没有”向建得“好

不好、美不美”转变。

2022 年 1 月，为持续推动公共文化设

施向基层延伸，南昌以普惠均等、就近服

务为原则，启动“孺子书房”建设，计划用

两年时间，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建设

100 家 城 市 书 房 ，统 一 命 名 为“ 孺 子 书

房”。同时，“孺子书房”还被纳入南昌市

2022 年民生实事人大票决项目。

2022 年，南昌市建成并免费开放了 60
家“孺子书房”（市区 43 家、县城 10 家、乡镇

5 家、村级 2 家）。2023 年建设任务是 40 家，

目前，经过实地查勘、督导，这 40家“孺子书

房”陆续进入装修设计等环节，今年底前将

全部建好对外开放。

同时，南昌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引进空间设

计、设备供应、服务运营等专业团队，公共

图 书 馆 建 设 和 运 营 能 力 得 到 有 效 提 升 。

促成“青苑”“席殊”等本地书屋延续发展，

引进“几何”“三一”“陆上”等连锁书店落

户南昌。

特色活动加速书香弥漫

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吸引人们主动

读书，书香如甘泉一般浸润心灵。

前不久，首届江西省全民阅读大会“阅

读一小时”读书会活动启动，南昌各县区公

共图书馆、“孺子书房”（城市书房）、书店积

极参与，向全社会发出倡议，每天阅读 1 小

时，养成每日阅读的习惯。同时，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营造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助力

南昌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

“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工作之余，安

静地看自己喜欢的书。”今年 60岁的环卫工

人左桂香是新建区抱朴书屋的常客，她一

直保持阅读习惯。抱朴书屋负责人黄天浩

介绍，左桂香总是早早地来到书屋等候开

馆，每次举办读书活动都积极参与。

左桂香只是众多读书活动的受益者之

一。如今，和她一样沉浸在阅读快乐中的

市民越来越多；豫章讲坛、小小“洪”旗手、

图书大篷车、开往新时代的校车、阅读马拉

松、主题研学、飞阁流书……丰富多彩的读

书活动带动市民享受阅读，让南昌的书香

味越发浓郁。

此外，南昌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全民共建”理念，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

式，吸引专家学者、各类读者和文化志愿者

等多方互动，并以图书馆为载体，创新开展

科普教育、艺术普及等各类活动，逐步实现

“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名家”。

如今，“书香洪城”已成为南昌的重要

文化标识与精神符号。作为“全国城市书

房联盟”10 个发起城市之一，南昌将继续坚

持“文化建设、为民惠民”的根本导向，点亮

城市阅读之光，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兴盛，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南昌高新区年度考核反馈
激励干部干事创业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考核组对领导班

子的总体评价是团结务实、能打硬仗，名次前进三位，再次

跻身全国百强镇，存在整体视野格局不够开阔、镇域经济

发展内功不够厚实等问题……”近期，南昌高新区创新考

核机制，采取“面对面”的方式与 18 个机关部门、镇、管理

处、区属相关单位领导班子和 200 余名科级干部进行考核

结果反馈，并邀请各部门分管领导参会。

反馈会上，不仅“原汁原味”地向各部门（单位）反馈考

核综合情况，以及对班子的综合评价、量化得分、考核等次

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通报干部的考核等次和优秀年轻

干部，并答复干部在谈话中集中反映的问题。该区要求各

部门（单位）针对考核组反馈的问题剖析问题存在的原因，

提出整改方案，践行“项目为先、实干奋进，争分夺秒拼经

济”的工作要求，全力推动高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南昌高新区强化年度考核结果运用，以考核

促业务工作落实，全面推动各项问题整改到位。增强考核

工作持续性，做实做细考核工作，构建年度考核工作“闭

环”，有效增强干部考核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把考核结果转

化为提振干部精气神、激发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

青山湖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日前，南昌市青山

湖区 2023 年红十字博爱周暨“文明实践+红十字人道伴

行——5·8 人道公益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现场具有“红

十字”标识的宣传海报、展板吸引了众多热心市民参与。

当天，来自南昌市的各志愿服务队还现场开展了公

益志愿服务。南昌市雄鹰救援队现场开展“救”在群众身

边——应急救护培训演练，不少市民兴致盎然地参观学

习。演练结束后，各志愿者服务队公益项目成果展赢得

市民啧啧称赞。在义诊、VR 应急救护培训体验、造血干

细胞捐献宣传、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等爱心摊位前，

络绎不绝的市民前来了解体验。

据悉，此次活动搭建起该区红十字会与爱心企业、公

益组织和志愿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平台，促进多方联动，探

索多元化公益圈，引领社会主义新风尚。

南昌经开区
“小赣事”帮办代办暖人心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鄢玫）走进南昌经开区行政

审批服务保障中心大厅，帮办代办服务专窗和“小赣事”服

务标识颇为醒目。这是南昌经开区创新政务服务方式的

创新之举，该区“小赣事”帮办代办服务，成为“办事有速

度、服务有温度”经开区特色政务服务样本。

今年 4 月初，南昌经开区行政审批服务保障中心组建

了一支有 5 名成员的帮办代办“小赣事”团队，通过集中的

政务服务业务培训，团队业务人员对全领域业务、所有环

节事项都能熟练受理，并能提供指导、帮办、代办服务。针

对老弱病残、现役军人等特殊群体，还开辟“绿色通道”窗

口，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办理。

据“小赣事”团队负责人介绍，对于能在大厅办理的事

项，可提供“一站式”现场帮办代办；对于不方便来现场办

理的，可线上远程辅导企业准备申报材料，提供办事进度

查询、疑难业务解答、线上材料预审等专属服务；针对一些

特殊群体以及重大重点项目等，会主动上门为企业“送政

策、送服务”。截至目前，“小赣事”团队帮办代办服务事项

达 1659件，办结率达 100%。

新建区18万亩油菜喜获丰收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贺登毅）伴随机器的轰鸣声，一

排排成熟的油菜被卷入收割机，脱粒的油菜籽被运往晾晒

场，油菜果壳和油菜秸秆被收割机碾成碎片，直接抛撒还

田。在新建区铁河乡新丰分场千亩油菜基地里，田间地头

呈现出一派丰收的场景。

“机械收割不仅省时省工，而且能降低损耗，秸秆还可

以还田，1000 亩油菜收完以后马上就可以种水稻，一季油

菜加两季水稻让亩收入提高了不少。”种粮大户熊中海高

兴不已。

去年秋收结束后，勤劳能干的熊中海在政府的鼓励

下，放弃低产的本地油菜，改种了优质高产的油菜品种。

在收割现场，经过农业专家的测产，熊中海的油菜田平均

亩产量达到了 132.8 公斤，标志着“稻-稻-油”模式种植的

油菜实现丰产丰收。

据悉，去年新建区整合资金 1000 万元，从政策、补贴、

技术、培训等方面入手，鼓励农户在秋收后种植油菜，让

“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如今，该区 18 万亩油菜已全部成

熟，迎来了大丰收。

西湖区加强桃花河生态保护
本 报 南 昌 讯 （全 媒 体 记 者宋思嘉）“ 这 里 整 治 之 前

是臭烘烘的河沟，现在河道都清理干净了，视野开阔了，

来这里散步的人越来越多。”日前，在南昌市西湖区朝农

街道桃花河边居住了十多年的市民陈凤莲，开心地说起

身 边 的 变 化 。 朝 农 街 道 桃 花 河 总 长 度 7.8 公 里 ，总 面 积

约 1.74 平 方 公 里 。 近 年 来 ，桃 花 河 内 水 葫 芦 泛 滥 ，造 成

河道大面积堵塞、阻碍排灌，在汛期阻碍水流，严重影响

水生态。

为加强桃花河生态保护，西湖区坚持巡查摸排，抓好

常态管理，街道级河长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村）级河长每

周巡河一次，通过现场巡河及时掌握水质变化，监督保洁

员做好对河道的清理与管护，利用河长 APP 上传巡河数

据，对云海路至云卿路河段的水葫芦进行全面打捞清理，

共派出打捞人员 30 人次，出动挖掘机、打捞船共作业 20 余

天，清理河面约 10 万平方米，打捞水葫芦约 50 吨，河道面

貌得到有效改善。与此同时，组织辖区干部、党员、志愿者

开展河道清杂、清河净滩等志愿活动；利用各社区（村）电

子屏、宣传栏等，大力宣传保护水环境工作的重要性，增强

群众河道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引导群众爱河护河，

共同参与水域环境治理。

自今年春节之后，南昌的旅游热度一直

居高不下，跻身最受关注的国内旅游目的地

之一。“五一”假期，南昌再次迎来了四面八

方的游客。由于南昌市旅游热点景区多而

分散，各大商圈促销活动密集，加上近郊游、

宿营活动火热等特点，南昌市各主次干道、

各大商圈假日期间的客流量持续走高。

据了解，“五一”假期南昌接待游客数

量 达 1326.31 万 人 次 ，与 去 年 同 比 增 长

620.1％。虽然旅客数量暴涨，但南昌的道

路交通一如往常秩序井然。

在八一广场地铁站 3 号出口处与江西

省美术馆“凹造型”合影；在红谷滩万象城

仰拍南昌摩天轮；在夜幕下的绳金塔历史

文化街区拍摄古装视频……南昌市的网红

打卡点大多分布在城区闹市之中，大量游

客的到来，让这些地方人气爆棚，但这些地

方都没有成为城市交通堵点，这与交警在

路口的有序指挥密切相关。为了确保打卡

游客不影响交通运行，南昌交警部门结合

游客较多区域的交通流量分布情况，主动

调整勤务，将警力最大化投入重点区域，全

力保障交通秩序。

假期的夜间，不管是本地游客还是外

地游客，免不了约上三五个好友一同吃夜

宵，但这个时候如果堵在路上则会胃口大

减。因此，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万达金

街、紫荆夜市等夜间消费场所比较集中的

地方，南昌交警部门根据各摊主“上岗”时

间和群众集中出行的时间，加大对周边路

口的疏导和指挥，组织铁骑小分队强化路

面巡逻。4 月以来，交警部门结合节假日和

夜间人流车流情况，每次出动警力 600 余人

次，疏导保障过往车辆 3万辆次。

科 技 也 是 畅 通 网 红 城 市 的 法 宝 。“ 五

一”假期，在南昌开车出门的市民发现，路

口的交通信号灯变“聪明”了。其背后是，

南昌市交警部门一点一方案优化“夜市经

济”140 个路口信号配时；在中山路、梦时

代、万达金街等商圈周边设置信号协调控

制，实行缓进快出协调放行，形成微循环，

保 障 区 域 交 通 顺 畅 。 同 时 ，充 分 应 用 高

德、百度等航软件，以及官方“两微一抖”

平台、城市交通引导屏，实时发布人车流

量、交通管制、绕行方案、停车引导等实时

路况信息，引导市民、游客合理规划出行

方式和线路。

停车难是城市的通病，节假日驾车外

出更是难觅停车位，但今年“五一”假期，

停车难题在南昌并不明显。为了方便游

客在景区周边停车，交警部门不仅开辟临

时道路停车场，不少重点区域周边机关、

企事业单位也开放夜间停车资源，让外地

开车的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万寿

宫历史文化街区船山路周边，新增 620 米

的夜间停车地段，大大缓解了周边的停车

难题；在食客较多的船山路东侧，新增可

容纳 140 余辆机动车的临时停车点。而对

于外地游客在重点旅游区域发生的轻微

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也实施“柔性执

法”，以教育引导为主。

穿 古 装 ，品 美 食 ，看 风 景 …… 在 英 雄

城领略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采，南昌跻

身“网红城市”靠的是硬实力，这座城市正

在迸发出更加强劲的活力，“旅游热”带动

了城市经济的复苏，南昌也将以最大的诚

意喜迎八方来客，笑纳四海宾朋，确保畅

游无阻。

“网红城市”的畅行密码
本报全媒体记者 康春华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鄢玫）南昌新建区西山镇依托闻名中外的万寿

宫文化，全力推进文旅小镇建设。目前，该镇正在完善旅游硬件建设。以游

客集散为主的万寿广场一期工程已完工，即将验收，二期投资 3.2 亿元的西山

特色小镇定于 10月开工。

旅游业是西山镇重点发展的朝阳产业。西山镇有厚重的人文底蕴，包括

以道教文化、赣商文化为主的万寿宫文化，以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主

的红色文化，以明末清初名医喻嘉言为主的中医及养生文化，以厨师之乡为

主的餐饮文化等。全镇产业发展也围绕旅游做文章，稳定水稻主导产业的同

时，立足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鼓励并扶持“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

文
旅
小
镇
初
现
芳
容

西山镇万寿广场一期工程已完工等待验收西山镇万寿广场一期工程已完工等待验收。。通讯员通讯员 熊适钊熊适钊摄摄

采摘游基地草山村梨园采摘游基地草山村梨园。。通讯员通讯员 熊适钊熊适钊摄摄

在南昌高新区图书馆内在南昌高新区图书馆内，，读者们正在尽情享受阅读时光读者们正在尽情享受阅读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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