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5 月 12 日

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省红十字会、国家消防

救援局机动支队五大队在南昌市瑶湖湿地

公园开展“防范灾害风险 护航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的水域救援联合演练，130 人参加了

演练。

演练内容包括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突

发险情应急处置、充气式橡皮艇救援基础技

能演示、防汛及救援装备应用展示等。演练

模拟受台风和强降雨影响，南昌市区及赣江

上游普降暴雨、特大暴雨致城区内涝、水位

上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省红十字会、

国家消防救援局机动支队五大队及时根据

预 案 启 动 应 急 响 应 ，联 合 开 展 水 域 救 援 行

动。救援人员利用大型救援艇、橡皮艇、摩

托艇、舟艇、救生衣等救援装备，以小组作战

形式，在水域救援落水者。落水者被救上岸

后，岸边的救援人员对落水者进行模拟心肺

复苏等。

通过此次演练，检验和提升了省红十字

水上救援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加强了与国

家消防救援局机动支队五大队在人员协同、

装备协作等方面的合作，确保遇到突发情况

能够及时有效救助受灾群众。

我省开展水域救援联合演练

▲5 月 10 日，南丰县红十字救援队走进县桔都小学，开展校园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暨应急演

练活动。通过实战逃生演练、防灾减灾应急救护知识讲解等，提升学生应急避险意识和能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摄

◀5月 11日，全南县消防救援大队宣教人员走进校园，以互动授课方式为学生讲解消防安全

和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学生防灾减灾防范意识。 通讯员 李凡钦摄

◣5月 10日，南昌市青云谱区消防救援大队在青英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海 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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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慈善
吕富来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为留守儿童和乡亲做点实事好事，是企业家应尽的职

责。”日前，婺源县上降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桂开与县慈善

会签订《定向捐赠协议书》时如是说。为关爱留守儿童，黄桂

开一次性捐赠婺源县慈善会“童伴妈妈”项目 52.5万元。

今年 51 岁的黄桂开是婺源县中云镇横槎村人。他敢闯

敢试，勇于拼搏奋斗，经过 30 余年的艰苦创业，成功创办了几

家企业，成了远近知名的农民企业家。黄桂开的企业为当地

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年缴税收 1000 多万元，也是全

县重点扶持企业。同时，他个人也被婺源县工商联推选担任

中云商会会长。

创业成功后的黄桂开时刻不忘回报社会。多年来，对于

生活困难群体，他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同时积极投身社

会公益慈善事业。“捐赠蓝天救援队6万元、捐赠50万元助力疫

情防控，捐赠环卫保洁费 6万元……”谈起黄桂开，婺源县慈善

会会长程红亮满是赞赏。据介绍，近三年黄桂开共捐赠社会

公益慈善金达 200 万元。今年春节期间又为当地 70 岁以上

老人发放“长寿红包”16 万元，为老年体协捐赠“尊老爱老”活

动经费等。

2022 年，黄桂开引进蜂业质量提升行动项目，成立中云

养蜂合作社，建设婺源县中蜂养殖示范场，带动 20 余户村民

致富。“我们提供蜂箱设备给村民，对蜂蜜实行保护价收购。”

通过发展中蜂养殖产业，仅此一项，蜂农年增收 3 万元以上，

日子越过越甜。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全力推进公园体系建设

从“城市里建公园”到“公园里建城市”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岭秀湖市民公园。 （资料图片）

5 月 7 日早晨，在位于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的岭秀湖市

民公园内，已经有不少老人在晨练。微风吹拂着树叶，沙

沙作响，空气中草木的气息令人神清气爽。“出门进公园、

散步闻花香、抬头听鸟鸣，这样的生活真是太舒心了。”家

住公园旁的 76岁退休教师熊辉高兴地说。

15 时许，天气晴朗。磨盘山森林公园内，绿草如茵，

三五成群的游人或在帐篷里休息，或铺上餐布野餐。孩子

们在大草坪上欢快地奔跑、嬉戏、放风筝……处处是欢声

笑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

19 时，在天宁西路与绿苑路交叉路口处的口袋公园

内，居民纷纷走出家门，有的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有的

在休闲座椅上惬意聊天……“这里之前是一片荒地，去年

改造成小公园后，我们有了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家住附近

的徐女士笑着说。

这是湾里管理局全力推进公园体系建设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湾里管理局全面推进公园绿地新建、扩建和

改造工作，凭借天然的生态优势，打造出一批环境优美、

功能设施齐全、体现文化底蕴的城市公园，并大力布局高

品质绿色空间体系，将“城市中的公园”升级为“公园中

的城市”。

“我们将整个城区作为公园打造，把好山好水好风景

融入城市。”湾里管理局景区与城乡建设办公室负责人黄

国卿说，当地按照“城在绿中、路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理

念，在城区构建全域公园体系，打造景观优美的开放型城

市绿色生态空间。

位于湾里管理局便民服务中心两侧的岭秀湖市民公

园于 2019 年改造，在青山衬托下，湖光山色、小桥流水，具

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韵味。与之相邻的磨盘山森林公园以

环形步道贯通全园，东侧的体育公园设有足球场、篮球场、

羽毛球场等，配套健身设施及休憩廊亭，成为周边居民健

身的首选之地。位于洪崖丹井景区下游的凤鸣湖公园，利

用原有水系打造河道、水岸、绿地生态共生的边界空间，对

河湖长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水岸两侧的地势落差，

公园配有不同的绿化形态及功能空间，漫步园中，步移景

异，令人赏心悦目。从以往被公园围墙阻挡，到如今可直

接从临街景观带入园，在湾里，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

融合。

“2020 年以来，我们利用城区的边角地、零碎地、闲置

地，见缝插针，布局建设 16 个口袋公园，建设面积 8.3 万余

平方米。”黄国卿介绍，位于站前街道文明北路社区内的口

袋公园，一年前还是一片杂乱的垃圾场。去年，街道对这

里进行环境整治，铺设绿化带，增设庭院灯，安装健身器材

和石桌凳，为居民提供了一个休憩游乐的空间。

目前 ，湾里城区绿地率已达 39.29%，公园绿地面积

160余万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15平方米。“出门见

绿、开窗见景”已从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越是细微处，越能彰显为民服务温度，因而越要拿出

实招硬招。据了解，湾里管理局不断完善公园绿地的公

厕、垃圾箱等配套设施，聘请专业的环境公司对公园进行

养护，由政府实行定期考核，让绿地常绿常新。

公园城中建，人在画中游。城市绿地，让百姓的生活更

具诗情画意。如今，不论是微风和煦的清晨，还是华灯璀

璨的夜晚，在湾里大大小小的公园里，居民都能走得进、坐

得下，实打实感受绿意。这种还绿于民的城市理念，更好满

足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大大提高了“绿色幸福感”。

永修保障供电安全
本报永修讯 （通讯员刘跑跑）近日，国网九江市永修县

供电公司着力抓好防线下垂钓、防火灾、防外破三个重点，全

面开展线路巡视巡检，确保供电安全稳定。

为防止因线下垂钓引发意外触电事故，该公司全面加强

垂钓安全隐患整治，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河道、湖边、池塘

附近线路开展特巡，发现垂钓者及时劝止。在禁钓区域装设

“高压危险，禁止垂钓”警示标识。针对气候干燥、多风，易发

生火灾，该公司积极部署防火工作，对重点线路、区域开展

“地毯式”排查，设置防火、防焚烧警示标识，对火灾易发区、

山林茂盛区等区域安排专人盯防。此外，为有效遏制电力设

施外力破坏事件，该公司积极组织开展防外力破坏专项排查

治理工作，通过强化巡防管理、建立联合机制等，落实人防、

物防、技防举措，保障电网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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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智能语音客服
“小医医”上岗
可提供 24小时在线智能应答服务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洪怀峰）5月 12日，记者从南昌市医

保局获悉：为更好地服务参保群众，南昌市医保局在“12345”

政务热线新增了智能语音客服“小医医”。新上线的智能语

音客服能在异地就医、医疗报销、单位及个人参保、个人账户

查询、医保电子凭证申领、职工医保门诊共济等医保政策方

面，为参保群众提供人机互动智能解答。

据悉，参保群众咨询医保业务时，只要拨打 0791-12345
转 2 号键，“小医医”就能提供全天候的智能应答服务。“小医

医”还可以通过引导式的提问，调用“医保场景知识库”来解

答参保群众的问题，如遇“小医医”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将自

动转到人工服务进行解答。截至目前，“小医医”上线共接听

2.3 万余条咨询。“小医医”上岗，不仅是提升政务服务的一项

便民措施，也是高科技与政务服务的有效结合，为参保群众

带来更加便利的医保服务体验，让参保群众的办事过程更加

智能，在实现政务服务智能化的同时，解决了简单、重复、高

频类的医保咨询，提升了医保服务效能。

“红色议事厅”议出新面貌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歆

“我觉得应该统一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对，小区路灯

也该找人维修了”……5月 8日，吉水县白水镇白水社区的“红

色议事厅”里格外热闹，居民围坐一起，围绕社区建设等事

宜，你一言我一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解题”思路。

啥是“红色议事厅”？原来，这是吉水县白水镇白水社区

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社区自治”治理新路径，打造居民沟通

交流、议事协商、解决小区治理难题的高效联动新平台。

白水社区负责同志告诉记者，“议事厅”以社区党支部为

载体，以“息访息事、无忧无讼”为工作目标，通过不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的形式，让社区工作干部和居民“面对面”，快速有

效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

不仅如此，社区还组织小区党员与热心居民成立“红色

议事厅”工作组，采取入户谈心、电话询问和微信群沟通等多

种途径，及时掌握小区里的大事小情，为居民提供服务。

长期以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路灯不亮、衣物乱晾晒等

问题，一直困扰着白水社区的居民。公共环境的“脏乱差”，

也导致了邻里间的矛盾愈发严重。为此，小区党支部多次召

开“红色议事厅”联席会议，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形成议题，制

作议事清单，工作组和居民代表充分讨论和协商，形成议事

结果，最终由议事工作组认真落实议定事项，及时反馈处理

结果，确保落地见效。

如 今 ，白 水 社 区 乱 停 乱 放 现 象 明 显 好 转 ，农 贸 市 场 摊

位统一规划，道路进行了“白改黑”，街道秩序井然有序，圩

镇 100 盏路灯现在都亮了，居民再也不用为晚上出行安全

担忧了。“我们一定要让社区居民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

与者，充分撬动党建引领下的自治共治力量。”白水镇镇长

郭由洪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