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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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教材纯净一些
付 强

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604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蔡蔡
颖辉颖辉）“ 感 谢 爱 心 企 业 的 善

举。”近日，南昌市英雄基金

会秘书长张巍向江西新闻客

户 端“ 党 报 帮 你 办 ”频 道 反

映 ，江 西 济 民 可 信 集 团 有 限

公司捐赠了 10 万元用于“洪

城义警”公益项目，展现了企

业社会责任。

据悉，去年 5 月，在南昌

市 委 政 法 委 的 支 持 下 ，英 雄

基金会全面整合社会力量 10
万余人，打造了万寿宫、梦时

代、老娘舅、滕王阁、一附院

等 25 支品牌义警队伍，积极

协助公安机关开展各项防范

活 动 。 张 巍 表 示 ，“ 洪 城 义

警 ”将 以 更 好 的 姿 态 展 现 英

雄 城 南 昌 的 城 市 形 象 ，全 面

落实平安南昌建设。

捐赠仪式现场。

爱心企业 资助“洪城义警”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

消费帮扶 助力群众增收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徐徐

黎明黎明）“企业家积极购买农副

产品，减轻我们的销售压力，

感谢他们。”日前，南昌市新

建区铁河乡东阳村村民向江

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

频 道 反 映 ，该 区 工 商 联 组 织

乡贤和 50 多家民营企业来到

该 村 江 西 芰 湖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采 取 以 买 代 帮 的 形 式 购

买 农 产 品 ，助 力 群 众 增 收 。

江西芰湖食品有限公司还向

铁河乡中心小学捐助 2000 元

用于支持乡村教育事业。

消费帮扶助农增收。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摄

日前，教育部发布2023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明确提出中小

学教材中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

码等信息。近年来，教材插入广告事件时有发生。据报道，在广东

一所中学，教科书竟出现多达十多页的广告，基本是宣传某教材编

写机构。而河北的家长打开一些教辅材料，首先看到的不是目录，

而是该编写机构系列产品的广告，封底还有链接网址、二维码等。

更有一些地方的教材竟出现了某啤酒、某文具的商业广告。

教材插入广告，不仅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学习，

更有可能让学生形成对教材中所谓品牌的依赖和崇拜，加重家长的

经济负担，这背离了教书育人的初衷和理念。教材在学生心中是知

识权威的象征，维护教材的权威性、纯粹性势在必行。此次教育部

明确中小学教材不得夹带商业广告，具有重要积极意义。在此基础

上，有关部门还应从教材编写到审核、印刷、出版、发行等，每个环节、

细节从严把关，并接受家长、学生、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形成全方位的

监督体系，真正让商业广告远离教材，共同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本 报 讯本 报 讯（全媒体记者付付
强强）“以前去县城，要先走 2 公

里 小 路 再 过 几 座 桥 才 有 班

车 ，现 在 班 车 直 接 通 到 家 门

口 ，农 产 品 跟 着 有 了 好‘ 出

路’。”日前，安福县寮塘乡口

塘村村民肖卫军向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表

示 。 近 几 年 ，安 福 县 交 通 运

输局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

无 缝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积

极打通交通服务“三农”的最

后 一 公 里 ，该 县 交 通 运 输 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

村 公 路 的 带 动 下 ，去 年 安 福

县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分别达到 551 家、

967 家、705 家，一大批本土乡

村旅游景点和充满地域特色

的 农 耕 文 化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迸发出新的活力。

修幸福路 乡村振兴提质

美丽的口塘村产业振兴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付强摄

2万工匠活跃在全国各地

柴春华今年 50 多岁，生长在木工世

家。2018 年，他的古戏台建造基地被评

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拥有 40 多位经验丰富的手工匠

人。

5 月 23 日，记者来到柴春华的古戏

台建造基地，一座投影面积 200 多平方米

的古戏台已现雏形，工人们正在加紧完

善。走近细看，这座戏台为四柱三间的

牌楼式结构，上面雕有飞檐翘角、舞狮同

堂，并挂着八盏宫灯，造型十分精美。

离 戏 台 不 远 处 ，还 有 几 座 古 建 筑

正 待 修 复 ，工 人 叶 保 根 正 在 为 其 中 一

座 雕 刻 房 梁 ，手 法 娴 熟 。 在 他 身 边 ，30
多 把 不 重 样 的 不 锈 钢 雕 刻 刀 一 字 排

开 。 而 这 ，已 经 是 叶 保 根 用 过 的 第 三

套雕刻刀了。

“我家三代都是从事古戏台建造修

复，我 15 岁入行，至今已有 16 年了。”在

叶保根的介绍下，记者了解到，这名“90
后”工匠在 2021 年就被评为江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乐平有着十分浓厚

的古戏台文化底蕴，像我这样的人在乐

平还有不少，现在连我爱人都成为一名

雕刻工了。”

“古戏台是一种建造水准非常高的

古建筑，自古以来，乐平工匠就凭借精湛

的技艺在建筑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乐平

古戏台文化发展商会会长齐海林介绍，

乐平共有 2 万人从事古戏台建造修复行

业，遍布在全国各地。这些年，随着我国

文旅行业加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以古戏台为代表的乐平古建筑

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被广泛应用于全

国各个景区、民宿和美丽乡村。

产业发展迎来新的机遇

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红色文化奇石

园古建筑建造、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左

宗棠故居修复、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画展

中国展厅古建筑搭建……翻看这些年乐

平古戏台建造修复产业发展的纪录，其

范围已经遍及全国各地 ，并走向海外 。

“我们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前提下，还会因

地制宜，根据地方特点创新，与当地景色

有机融为一体。”齐海林说。

圣鑫庄园是吉林市一个知名休闲景

区，在景区资料中有着这么一句话——

大型地下古酒堡和飞檐翘角的精雕古门

楼群并列，园区内的江南美景与关东民

俗交相辉映。这里面的精雕古门楼群便

是来自乐平古戏台文化。

“我们建了一座古戏台和两座官厅

古建筑 ，并根据东北的气候 ，选用粗大

的横梁和柱子，天井增加可活动式加热

玻璃 ，既保留了南方建筑的特点 ，又兼

顾了当地的使用需求，为景区增添了不

少 色 彩 。”柴 春 华 笑 着 说 ，“ 楼 群 建 好

后 ，我还在上面写了一段序 ，专门介绍

古戏台的特色，让更多人了解乐平古戏

台文化。”

2018 年，为进一步提升乐平古戏台

文化品牌价值，乐平整合三十多家古戏

台文化企业，聚集一大批乐平古戏台文

化从业者和相关专业人士成立乐平古戏

台文化发展商会，让产业发展迎来了新

的机遇。

“ 我 们 除 了 专 注 既 有 的 产 业 内 容 ，

还 把 目 光 延 伸 至 与 产 业 有 关 的 各 类 文

化载体，目的就是更好地传承和丰富古

戏 台 文 化 底 蕴 。”翻 开《中 国 乐 平 古 戏

台 大 全》，齐 海 林 告 诉 记 者 ，大 家 通 过

实地探访，详细记录了乐平范围内的每

座古戏台特点，并编撰成册。“2019 年，

我 们 辗 转 全 国 24 个 省 区 市 ，学 习 当 地

古建筑文化，并积极展示乐平古戏台文

化，起到了很好的文化交流作用。”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整合乐平古

戏台文化资源，以党建文化、民俗文化、

农耕文化、慈孝文化、赣鄱古典建筑文化

等为依托，以建筑产品创新与特色品牌

构建为核心，建设一个集古建研学、古建

艺术培训和教学、赣剧表演于一体的文

化产业园，让乐平古戏台文化传播到世

界各地。”齐海林说。

古戏台营造技艺带活一方产业

▶乐平古戏台。

“这段时间我在忙着办理赴葡萄
牙的签证，那边急得很。”5月23日，乐
平古戏台文化发展商会副会长、乐平
市建文古建筑有限公司负责人柴春
华一边张罗工匠师傅，一边联系办理
出国手续。就在今年初，葡萄牙一个
古建筑项目找到柴春华，急需他前往
当地安装搭建。

乐平古戏台文化源远流长，该市
保留了 500多座古戏台，它们造型独
特，极具中国古代民间建筑风格。近
年来，随着古建筑文化保护力度的不
断加大，乐平依托赣剧之乡的“天
时”、中国古戏台博物馆的“地利”，
以及拥有一大批古戏台营造技
艺传承人的“人和”，加速推进
古戏台建造修复产业在全国
以及全球范围出圈出彩。

邮箱：65204228@qq.com
电话：0791-86847355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齐光年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璋陈璋摄

▶工匠在
雕刻房梁。

本 报 全 媒 体

记者 陈璋陈璋摄

5 月 19 日上午，定南县历市镇文明路

龙帝花园小区 92 岁老人廖平清家里迎来

暖意融融的一幕：几个“女儿”带着瓜果蔬

菜，有的帮老人梳头按摩，有的打扫卫生，

不一会，厨房里香味飘来。

“她们不是亲人，却像亲人一样对我

好。”廖平清的两个儿子在广东定居，老伴

过世以后，她就过上了独居生活。由于患

有 多 种 疾 病 ，老 人 自 理 能 力 日 渐 下 降 。

2021 年 10 月，定南县上线智慧养老信息

平台。廖平清的儿子为老人注册申请后，

每周都有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免费服务，

还有医生为她检查身体。

在定南，得益于“智慧+居家养老”服

务模式的推广，越来越多的老人在家就能

得到专业的护理服务，老人更舒心，子女

也更放心。截至目前，已有 580 名老人签

订了服务协议。

老人养老不愿离家

赣 州 市 民 金 敏 最 近 放 心 不 下 父 母 。

父亲前几年中风，一直由母亲照顾，但不

巧的是，母亲最近被查出心脏病，需要做

支架，家里一时陷入窘境。金敏的父母已

经 80 多岁，住在定南县城，几个哥哥常年

在外打工，作为远嫁女儿的她有心无力。

定南县民政局社会福利股股长钟淑

兰介绍，在定南，跟金敏父母类似的情况

不在少数。定南县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有

3 万余人，占总人口的 14.17%，其中失能、

部分失能老人 2487 人，留守（空巢）老人

164人。

“受经济因素等条件影响，仅有少部

分老人选择机构养老，大部分老人不愿意

离开家及熟悉的社区，更愿意选择居家养

老。”钟淑兰说，随着定南县老年人失能

化、空巢化速度加快，居家养老服务的需

求量逐渐增加，养老福利事业面临新的难

题。

精准服务在线下单

家住定南县群贤社区的何添清老人

由于双腿残疾瘫痪在床，老伴也有 81 岁高

龄，常年都有买药需求，但老人家腿脚不

利索，出门很费劲。智慧养老信息平台上

线以后，老人经常通过电话下单，家属也

可以在手机下单，助老员提供上门理发等

服务。

长期服务于群贤社区的助老员叶成

秀在一次聊天中，得知何添清因家住 5 楼

多年不曾下楼后，坚持每周带老人外出一

次。她把老人从 5 楼背下楼，然后用轮椅

推老人在小区、公园里散心。“叶阿姨每周

上门帮我父母刷地板、晒衣服、修脚按摩，

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就像照顾亲爸亲妈

一样。”何添清的女儿感慨道。

钟淑兰介绍，为解决困难长者的居家

养老难题，定南县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为失能老人提供免费居家上门服务，

将智慧养老融入城市“15 分钟”养老服务

圈。老人只要拨打服务热线电话，助老员

根据信息平台派单，上门开展生活照料、

家政清洁、健康体检、精神慰藉等养老照

护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可提供 11 大类

60 多项居家养老服务，助老员按需提供服

务 1.89 万余人次，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费 86万余元。

实施适老化智能改造

走进定南县历市镇城南居委会刘月

房老人家中，房间里不少细节透露着“智

能范”：家里装上了智能摄像头，厨房里的

烟雾报警器实时监测危险情况，可自动升

降的床头边，还有一个可随时拉响的报警

器……“有了这些智能设备，我们儿女放

心多了。”刘月房的儿子李金波说。

为满足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需求，提

高他们自理能力和安全系数，自 2021 年开

始，定南县共投入建设费用 66.7 万元，分

批对 200 户特殊困难老人、高龄老人家庭

实施居家养老改造。

智慧养老信息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着“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智能

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原则，建设方根

据老年人家庭的不同情况 ，进行量身定

做，制定个性化方案，以求实现精准匹配、

个性服务，最大限度满足老年人的生活和

安全需求。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完成后，定

南县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 100 户

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对象提供居家养老上

门服务，每月至少提供 4次上门服务，为建

床对象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医、助聊

等生活照料。

踏着暮色，沿着蜿蜒的盘山路，近日

晚上，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梅岭镇党委书记

李小亮来到立新村小沙田自然村村民张

光禄的家里中。

“李书记来了啊……”张光禄热情地

将 李 小 亮 迎 进 屋 内 。“ 家 里 老 人 身 体 如

何？孩子学习怎么样？”刚坐下，李小亮便

掏出纸笔，和张光禄拉起了家常。

“都挺好，大女儿马上大学毕业正在

找工作 ，她说拿了报考单位笔试的第一

名。”张光禄边倒水边笑着说。李小亮随

后又问：“家里还有什么困难？”

“书记，家里负担比较重，能不能帮我

介绍份工作？”张光禄的妻子李圣英接过

话，“最好离家近，我也没什么技能，只能

做些保洁之类的活。”李小亮仔细记录下

李圣英的需求。

“ 村 里 的‘ 宁 归 处 ’民 宿 正 在 招 保 洁

员，你可以去试试。”一旁的立新村党支部

书记高昭梁说。“尽快帮李姐联系民宿老

板，不要错过了好机会。”李小亮叮嘱道。

不知不觉，月上枝头。李小亮又陆续

走进几户村民家里，详细询问生产生活情

况。“入户走访和上门问需是我们的基本

功，只有把百姓当朋友、当亲人，想方设法

帮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他们的日子才能

越过越好。”李小亮说。记者看到他随身

携带的笔记本上，每一页都记录着百姓提

出的问题，提问时间、是否解决、解决进度

等信息一目了然。

这是梅岭镇开展“梅岭夜话”活动的

一个生动缩影。为解决“白天干部下村，

群众地里干活；晚上干部回乡，群众收工

回家”的时间错位问题，去年 10 月，梅岭镇

结合领导干部带班值班制度，采取夜间座

谈、家访等方式，上门上户与群众面对面

沟通交流，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

拓展民意收集渠道，搭建干群的民生需求

对接平台。

入户中，干部对群众的诉求现场“接

单”，能解决的当场解决，尽量不让问题隔

夜 ，不能现场解决的也做好政策解读工

作。在一次“梅岭夜话”中，梅岭镇副镇长

郑亚骏得知果农朱晓山的葡萄园存在产

量较低等问题，便辗转联系到江西农业大

学的专家，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不少村民

看到我们下班来家访，很感动，也会主动

与我们交心，干群关系也因此而更密切。”

经历过几次“梅岭夜话”后，郑亚骏感触颇

深，夜访次数多了，干群间“有事聊事，没

事聊天”的情景成了常态。

离案头、走田头、熟户头，这种全靠脚

力的基层走访，让群众反映的事情件件有

回音、事事有交代。截至目前，“梅岭夜

话”共夜访群众 252 户，收集问题 90 余个，

帮助解决群众房屋漏水、巷道修复等民生

问题 50 余个，解答群众社保缴纳等政策问

题 40 余个。这种行走在 8 小时工作时间

外的“结亲式”走访，也已成为镇干部扩大

村民朋友圈的重要方式。

“梅岭夜话”解难题 干群议事零距离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智慧服务扬优势 村民养老不离家
易永艳

邮箱：1518098306@qq.com
电话：0791-86849662

助老员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易永艳易永艳摄

本报本报讯讯（全媒体记者陈陈
璋璋）“ 以 前 没 有 晾 衣 架 ，我

们 自 己 拉 线 晒 衣 服 。 现 在

好 了 ，社 区 帮 我 们 安 装 了 不

锈 钢 晾 衣 架 ，既 方 便 群 众 ，

又提升了居住环境。”近日，

南 昌 市 青 云 谱 区 京 山 街 道

京 新 社 区 麻 纺 小 区 居 民 向

江 西 新 闻 客 户 端“ 党 报 帮 你

办”频道反映。

原 来 ，麻 纺 小 区 一 些 筒

子 楼 以 前 没 有 固 定 晒 衣 区

域 ，居 民 拿 着 竹 篙 和 绳 子 在

空地晾晒。京山街道纪检监

察工委了解此事后，联合京新

社区干部深入居民家中详细

了解情况。目前，小区多个晾

衣架已装好。

添晾衣架 解决晾晒难题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璋陈璋摄

麻纺小区新装的晾衣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