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8 日，在赣州市全民健身中心综合体育场，大型吊车正在吊运钢结构场馆顶棚支撑架。据悉，该体育场设计座位数为 5 万余个，建成

后可满足当地举办国家级单项赛事、部分国际级单项赛事和省级综合赛事的办赛需求，为赣南革命老区发展体育、文演、会展等产业提供专

业场所。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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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江南乡村，满目苍翠、丰收在望。行走在稻花

香里，记者遇见了一群默默奋斗在田间地头的基层（驻

村）干部，他们用忠诚和担当解答乡村振兴的一道道难

题，以群众的一张张笑脸检阅自己工作的成效，他们忘

我拼搏的身影定格在建设美丽乡村的时代群像中。

桃湾村新村村小组：致力于打造省级
精品新农村

6 月 16 日，走进新干县溧江镇桃湾村新村村小组，如

诗如画的乡村美景展现眼前：绿水青山、阡陌田园、秀美

村庄相映成趣。徜徉其中，新建成的家风家训馆传承厚

重文脉；中国精神暨移民文化广场将移民艰苦创业、为

国奉献的精神呈现在文化墙上；村头墙壁上的一幅大型

油画，画中的角色都是 67 户村民的代表……这一切，让

人感受到文化的滋养熏陶。

在文化广场的出口处，记者遇见了村里的重点帮扶对

象、年逾八旬的单身听障村民郑庭栋。老人见到远处走来

的省教育考试院驻桃湾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黄国标时，

笑得格外开心。两人亲切地进行手语交流，情同父子。

此时，回村照顾百岁老母亲的新干县三中教师洪梅

君主动迎了上来。他告诉记者，自己是村民理事会成

员，说起村里的变化，令他最感动的是，新村在打造省级

精品新农村过程中，工作队不仅与村民融为一体，还十

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激发村民建设新村热情，出现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动人场景。村庄硬件建设，村民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主动投入脏乱差整治，密切配合项目建

设。对此，溧江镇党委书记邹月明深有感触：“新农村建

设没有固定模式，其最美的样子总是呈现在村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中。”

面对新村的变化，黄国标内心充满着感激和欣慰：

“村民的朴实和奉献，给了我无穷力量！”工作队队员黄

龙华不会忘记，2021 年 3 月，省教育考试院遴选新一轮驻

村干部时，身为业务骨干的黄国标上有 93 岁的老父亲需

要照顾，下有读小学一年级的儿子需要陪伴，但他主动

请缨参加驻村帮扶。两年间，黄国标把村民当亲人，全

力以赴为群众排忧解难，自己的两个生日只能在视频中

接受家人的祝福。

黄国标忘我的工作态度赢得了村两委和村民的信

任与支持，工作队助力开展的修建进城快捷公路、开办

老年人“颐养之家”幸福食堂、创建省级水生态文明村等

11 个项目，引来资金 1100 万元，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

力。黄国标也因此被评为 2022 年度“新时代赣鄱先锋”

“省级乡村振兴优秀驻村干部”，桃湾村党支部被评为

“全省 2022年度乡村振兴模范党组织”。

岭南村：“党建+”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6 月 21 日下午，永丰县藤田镇岭南村党员心心念念

的党课开讲了，讲课人是江西日报社驻村工作队队长、

第一书记彭平，“乡村振兴要靠我们的双手去创造，更要

靠共产党人带领群众团结奋斗！”课后，党员王安进说：

“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让彭书记用接地气的话

给讲活了，大家听了还想听。”对此，村党支部书记王悦

军深有感触：“理论学习补齐了村级党建的短板，激发了

岭南村 75名党员的信念力量。”

岭南因地处山巅之南而得名。这里地势高阳光足，

但人多地少，人均只有 6分田，近 5000人口集中居住。要

在 这 方 山 水 之 间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可 谓“ 螺 蛳 壳 里 做 道

场”。2021 年 7 月，工作队驻村后，与村两委拧成一股绳，

针对山村实际，找准发展定位：突出发展水果产业，壮大

葡萄、脐橙、柑橘等果业，聚力建设“一个保留着传统农

耕文化的果业村”，绘就四季瓜果飘香的新画卷。

为激发乡村振兴的强大内生动力，工作队充分发挥

宣传思想工作优势，注重理论学习、思想建设，永葆党员

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建+”打造成实现乡村振

兴的核心力量。工作队帮助建成光伏电站及白茶、脐橙

示范基地，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村民发展特

色产业，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村民不会忘记，去年下半

年，我省遭遇大旱，白茶基地四周水塘全部干涸，新开垦

的山地晒得发烫。为呵护种下不久的茶苗，村里党员干

部建水窖、搞滴灌、打旱井，还动用洒水车，保住了三分

之二的茶苗。如今，历经大旱考验的白茶基地形成了示

范效应，周边村民开始连片发展白茶。

同时，江西日报社（报业传媒集团）凝聚团队力量，

汇聚社会爱心，捐资捐物改善村幼儿园、小学教学条件，

为山村明天播种希望。村群团组织和村老年协会发挥

作用，助力入党积极分子吴小娇组建好媳妇健身队，帮

助老党员王培祥组建五老宣传队，推进移风易俗，弘扬

文明新风。当下，村民翘首以盼的长 4.2 公里、总投资

380 万元的藤岭公路升级改造工程已全面启动，岭南村

的致富路将更宽敞、更畅通。

潭丘乡：“富脑袋”和“富口袋”并重

从新干县潭丘乡新开发的海木源漂流景区往外走，

记者来到了千年古村潭丘村。这里曾是新干县苏维埃

政府所在地，居住着 764 户村民。来到新建成的村红色

文化广场，只见古老祠堂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乡贤

馆、童心港湾等融为一体，与修建一新的红色大舞台交

相辉映。此刻，广场一角的“妈妈味道”电商直播间里，

村干部邹艳梅正将留守妇女巧手制作的擂茶、酱饼、米

皮等特色小吃，还有村民的绿色农产品销往外面的世

界，小小电商站年营收由过去的几千元增长到现在的 10
多万元。

跟随村党支部书记聂小龙来到广场附近的村老年

公寓，映入眼帘的是 14 户入住老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场

景。公寓集吃、住、娱等功能于一体，为年老体弱、无人

照看又不肯离开村庄的老人，营造了一个温馨家园。82
岁的刘秋月竖起大拇指说：“干部们做的事都是积德的

好事！”对此，聂小龙说：“唯有时刻关心群众生活，才能

赢得村民信任，团结一心创造新生活。”

潭丘村的嬗变正是潭丘乡培育文明乡风，创造美好

生活的一个生动缩影。对此，扎根潭丘 12 年的乡党委书

记李彩虹坦言，潭丘乡地处山区，曾是县里社会治安重

点乡。为改变山乡面貌，乡党委的决策思路坚定而清

晰：“富脑袋”和“富口袋”并重。为此，潭丘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开发生态旅游，变闲置民房为民宿，盘活资源，

增加群众收入。同时，村村建起舞蹈队、电商平台、“颐

养之家”，让在外务工创业者放心安心，在家劳动者大显

身手。去年，该乡公众安全感综合指数排全县第一。近

三年，乡贤回乡投资或参与引进项目 42个，总投资约 4亿

元，捐款近 1000 万元，潭丘乡先后被评为全省生态文明

建设先进集体、省级文明村镇。

乡村振兴的答卷人
——看基层干部如何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全媒体记者 汤 民

菜籽榨出“黄金”油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进入盛夏，德兴市海口镇江田村一家设备先进的榨油坊正式

开榨。每天一大早，不少村民将菜籽送来榨油。菜籽经过清理、干

燥、冷却等严格工序处理后，变成金黄的成品油，即可装桶食用。

近年来，海口镇依托政府出台的惠民政策，引导鼓励农民大力

种植油菜。同时，为满足农民的需求，该镇开办了7家榨油坊加工

油菜籽。江田村的江法油茶专业合作社榨油坊，就是在该村挂点

单位大力支持下开办的，每年可为村集体创收20余万元。

在谈到村集体经济收益时，该合作社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榨

油坊每天加工菜籽 4000 公斤，一个月仅加工费就能为集体创收

9万元，还不包括生产产品、自产自销所带来的效益。

“感谢村委会办了榨油坊，不仅种油菜增加 2000 多元收入，

在油坊打工一个月，还有 3000 元工资。”说起榨油坊，村民老张

非常开心。前些年，老张每次榨油要去很远的地方，费时费力，

自从家门口有了榨油坊，榨起油来方便多了，他打算明年再多种

几亩油菜。该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刘书平介绍，当地现有

131 户种植百亩以上的油菜种植大户，今年该市油菜收割面积

8.06万亩，较去年增加 2.7万亩。

据介绍，传统的手工收割油菜，脱粒后大多采取就地露天焚

烧的方法处理油菜秸秆，不仅污染环境，也造成油菜秸秆资源浪

费。近年来，德兴市大力提倡机械化收割油菜，机收率超 90%。

通过机收，油菜秸秆被粉碎后抛撒田里，可有效改良土壤，增强

肥力，每亩节省化肥成本 30 元左右。而榨油产生的渣饼，经过

发酵也是肥效较高的有机肥，深受农户喜爱。德兴鼓励乡贤能

人返乡创业，把工厂车间建在农村，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

岗位，并积极扶持村办合作社、乡村工厂发展，通过以工代训、技

能培训等措施，让农民变工人，实现务农、顾家、挣钱“三不误”。

目前，该市有榨油坊 36家，季节工 200多人。

三县文艺联展的乐曲声还在萦绕，

宁州水乡夜市已经升起浓浓的烟火气，

美食、特产、文创产品琳琅满目，深入其

中就能邂逅湘鄂赣三省的人文风情。6
月 18 日，在修水县举行的长江中游经济

区“通平修”绿色发展先行区首届文化旅

游消费季活动如火如荼，丰富多彩的内

容让游客应接不暇。

湘鄂赣三省山水相依，自古以来人

缘相亲、商贸相通。在省际交流越发密

切的今天，江西修水、湖北通城、湖南平

江这个“铁三角”在文旅融合发展上也越

发稳固。2021 年，三省共同签订了《长江

中游三省“通平修”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

框架协议》，探索区域协同发展新路径，

推动湘鄂赣天岳幕阜山文旅融合发展示

范区建设，开启湘鄂赣幕阜山区域一体

化文旅合作新局面。在此次文化旅游消

费季活动中，“通平修”三县又签订合作

协议和协同推进实施要点备忘录，为融

合发展翻开新的一页，实现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市场联动、信息互通，“铁三角”

正为三省文旅市场注入新的澎湃活力。

“通平修”拥有 50 余个国家级旅游景

区和近 20 个国家级、省级文旅品牌，三

县 文 旅 资 源 既 有 各 自 的 特 色 又 紧 密 相

连，游客常年将邻县作为短途旅游目的

地，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联动发展态势

明 显 。 2022 年 ，三 县 游 客 接 待 总 量 达

2355.7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200.36亿元。

今年以来，三县相关部门和景区加大

营销力度，推出多项优惠政策。此次文化

旅游消费季活动发布了环天岳幕阜山经

典旅游线路及景区大礼包。6 月 18 日至

12 月 30 日，三县实行景区大门票互免政

策，三县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可免大门票进

入其他两县景区游玩。同时，三县联合举

办文旅活动周，6月 24 日至 7月 1日，全国

游客都可以免大门票进入景区游玩。从免门票到吃住打折，再到

举办特色活动，三县景区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客流。

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游客已不再满足于单纯欣赏风景，更关

注旅游体验，这也倒逼各地不断创新旅游业态，提供更多休闲化、

特色化、体验化消费产品，把引来的“流量”变成“留量”。修水县

抢抓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机遇，持续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和项目建

设，重点打造了宁州古城、黄庭坚文旅小镇等景区，推进宁州水

乡、金龙山、鹿鸣谷、仙姑山等项目建设，全面唱响文旅品牌。同

时，该县举办“修水姑娌”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百城百夜”文化

和旅游消费季等活动，推动文旅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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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别是人民政协的基本组成单位，人民政协的基础

在界别、优势在界别、活力在界别。

2022 年以来，上饶市政协把加强和改进界别工作，

作为推进市县政协工作守正创新的重要抓手，探索在市

县两级政协所有界别全覆盖创建“同心圆”界别活动室，

发挥界别特色和委员专业优势，拓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

的广度、深度，从而扩大“朋友圈”、画大“同心圆”。

委员履职积极性的高低，界别活动开展的多少，决

定了政协委员联系服务界别群众的质量。

去年 1 月，一阵履职新风，吹到了上饶市政协五届二

次会议会场。“我们以界别为单位开展活动，按界别编组

进行小组讨论，突出界别的代表性，方便委员就本界别

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集思广益。”上饶市政协

主席俞健说，界别的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落实，界别委

员互动交流更加频繁，大家的履职热情更高了。

作为妇联界别召集人，曾歆颖以所在界别的名义作

大会发言，主题是“推行幼儿园延时服务，解决家长后顾

之忧”，说出了众多家长的心声，得到与会领导和委员的

关注和好评。

“鼓励界别委员通过参加政协会议、开展界别协商、

组织调研考察、提出界别提案、联系界别群众等活动形

式积极履职，做到每个界别每季度至少组织 1 次委员联

系界别群众活动，每月至少上报 1 条社情民意信息，每年

独立或联合开展至少 1 次专题协商，每年至少提交 1 件

集体提案。”俞健介绍，上饶市政协还将 29 个界别归口到

市政协 8 个专委会，同时建立健全界别工作服务保障和

考核总结激励等机制，推动界别活动与政协围绕中心大

局履职同频共振。

界别群众在哪里，“同心圆”界别活动室就建在哪里。

截至目前，上饶市县两级政协所有界别全部建成“同心圆”

界别活动室，按照“学习交流的园地、联系群众的平台、议

政建言的渠道、凝聚共识的阵地”的功能定位，有效推动

委员回归界别、服务界别群众，着力打造界别常态化履

职平台。

今年 4 月，上饶市政协“同心圆”环境资源界别活动

室在上饶规划展示馆“开门迎客”。电子留言板、线上建

言献策平台、委员微信二维码……这个“汇民声、聚民

意”的平台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市民王小平参观展示馆后，留言反映龙潭湖排水口

有异味，希望问题能尽快解决。不久，上饶市政协环境

资源界别召集人童晓军召集委员们专题开展环境资源

界别第三次界别活动，与相关部门协商讨论龙潭湖公园

排水环境改良事宜。在政协“智力”的助推下，各部门很

快拿出具体解决方案，共同发力消除源头问题。

童晓军介绍，界别活动室自 4 月 14 日面向市民开放

以来，对收集到的 100 多条意见建议进行分类，及时开展

专题协商活动，推动有关部门迅速办理，在协商中释疑

解惑、增进理解，推动了政协协商走进基层、走近群众。

“委员和委员之间通过‘同心圆’经济界别活动室有

了更多的交流，可以互相学习。并且，通过这样一个议

政建言的平台，委员还可以联系界别群众，把他们的想

法、观点、建议带到我们经济界别会上沟通、讨论并统一

收集，以经济界别集体提案的形式，提交相关部门进行

处理。”上饶市政协经济界别召集人王菊萍说道。

近日，一场产业“链合会”协商会议在广丰区“同心

圆”工商联界别活动室召开。围绕即将投产的华迪动力

锂电池项目，在广丰区政协工商联界别召集人鄢庆清的

召集下，原料供应、产品采购等链上企业相约前来，一起

谋划生产供需订单，寻找各自的新机遇。

这是委员们借助界别活动室平台，发挥自身特长，

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镜头。“通过‘界别+产业链’

模式，创新委员联系服务产业链企业机制，加强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合作对接，促进界别工作和产业发展深度融

合。”鄢庆清说。如今，围绕中心工作、民生关切，多发出

“界别声音”，形成更多有价值的建言成果，助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在上饶已成为广泛共识。

扩大“朋友圈”画大“同心圆”
——上饶市政协加强和改进界别工作走笔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 斐

“家乡味道”飘远方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歆

“今年 2 月，我带了 10 多瓶高溪豆腐乳过来，分给朋友，这是

家乡的味道，我忘不了！”近日，记者联系上澳门的永新县人许书

文，电话那头传来爽朗的笑声。

这些年，永新人独有的“家乡味道”——高溪豆腐乳，在该县

15万余外出务工人员的口口相传下远销外地。

“最开始是家庭小作坊生产，靠的是口口相传建立良好口

碑。走上规模化发展之路后，一年能卖 1 万多瓶，年收入 30 万元

左右。”高溪豆腐乳创始人彭忠平告诉记者。

挑原料、浸豆、碾浆、过滤、蒸煮、下膏凝固……走进占地3000
余平方米的高溪乡农业产业孵化基地，规模化的生产车间里，工

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另一头，线上直播、线下展销也是热火朝天。

传承“土”味、卖出“特”点、增强“产”能，是当地发展特色产

业的传统做法。在乡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高溪豆腐乳正多渠

道“走出去”，冲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发展瓶颈。

“我们在加紧钻研制作技艺、让‘土特产’保持原汁原味的同

时，联合本地其他特色产业一起注册商标，走产销一体化之路。”

彭忠平的女儿彭汝南告诉记者，去年，他们与本地生产油茶、艾

叶的企业，联合注册了永新县“高溪三宝”农特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家乡味道”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

在父女俩的计划里，他们还想打造豆腐乳体验馆，吸引游客前

来沉浸式感受豆腐乳的制作过程，同时，通过直播制作工艺、开设视

频课程等方式，让当地制作土特产的技艺，更快地“飞”入千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