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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峡江县迎来旅游旺季。白天，文旅活动精彩纷

呈；夜晚，灯光篝火交相辉映，游人兴致盎然。近年来，峡

江县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浓厚的文化底蕴，紧扣“山

水峡江·康养福地”发展定位，构建处处皆景全域可游新格

局，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不断向全省知名康养

旅游福地目标迈进。

政府搭台提升质效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 1 亿元至 10 亿元的新建景区景

点，按其总额 6%的比例一次性给予资金扶持；成功创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一次性奖励 1000 万元……为助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峡江县出台若干扶持政策，奖励范围包

括项目建设扶持、品牌创建扶持、业态运营扶持等 7 大类

共计 25条。

奖补之外，峡江以商贸消费提质扩容三年行动为契

机，落实“小县大节庆”消费提振年活动。从“乐游峡江 玩

转新年”、“渔乐江湖”渔文化节到马埠西瓜节，围绕“吃在

玉峡”“游在玉峡”系列主题，该县组织各景点推出文艺汇

演、亲子互动、美食狂欢、焰火表演等体验活动，做到“月月

有节会、节节有主题”。同时，派发商贸文旅消费券，让游

客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沉浸式旅游，不断激发文旅消费

潜力。

串点成线全域发展

“这里不仅有原生态的风景，还有浓厚的渔文化，看的

玩的吃的都有。”近日，九江市民黄婷在峡江县巴邱镇蒋沙

渔村景区游玩后赞不绝口。

蒋沙渔村是峡江县全力打造的一个新景区，设有科

普、亲水、商业、民宿、渔乐、茶寮、沙滩、野奢 8 大功能区，

已成为周边县市游客青睐的“网红”打卡地。

蒋沙很美，但峡江的美远不止于此。打开峡江县的旅

游地图，峡江会议会址、红三军团东渡赣江会议旧址、魁星

阁等红色旅游地标星罗棋布；玉笥养生谷、金坪民族风情

小镇、樟溪上、石湫山庄等旅游点风光旖旎，人文景观与自

然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在发展全域旅游过程中，该县明确“一山（玉笥山）一

湖（玉峡湖）一区（金梅花景区）”的思路，通过“生态+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推进名山、名湖、名镇、

名村和赣江旅游带整体联动开发，推进绿色生态旅游、中

医养生旅游、民俗风情旅游、古村古镇旅游集群发展，实现

由做单个景点向建大景区转变。

业态融合丰富内涵

峡江，虽是人口小县，却拥有大量优质旅游资源，境内

有国家级湿地公园玉峡湖、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玉笥山，

是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国家园林城市、江西省森林城市。

如何利用好本地资源，打造特色旅游品牌？该县坚持

融合为要，以“+旅游”模式，发展多元化、体验式旅游产

业，全要素创新提升全域旅游发展质效。

推出“文化+旅游”，将富有峡江特色的地域文化融

入旅游项目、旅游商品开发和产品设计，常态化举办展

示 展 览 、赛 事 赛 会 等 活 动 ，让 多 彩 非 遗 活 起 来 、美 食 文

化热起来、红色文化火起来；“农业+旅游”，积极布局乡

村 旅 游 示 范 点 、精 品 农 业 庄 园 ，打 造 集 采 摘 种 植 、休 闲

体 验 于 一 体 的 农 旅 模 式 ，让 田 园 变 公 园 、农 区 变 景 区 、

产品变商品 ；“工业+旅游 ”，依托生物医药大健康首位

产 业 ，设 计 开 发 游 客 观 赏 、参 与 、休 闲 等 多 元 化 旅 游 产

品，将传统的工厂观光、商务接待转向科普游、研学游、

亲子游，提高工业复合效益，让峡江在全域旅游建设中

声名鹊起。

宜春表彰26名“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宜春讯 （全媒体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袁佳玲）7 月 11

日，2023 年度宜春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宜

春市广播电视台演播中心举行，26 名“新时代好少年”受到

表彰。

宜春市“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通过视频展

播、现场访谈、歌舞短剧等形式，全面展示“新时代好少年”的

风采和精神风貌。他们之中，有拾金不昧的好少年邓昱辰；有

由于生病失去左腿，但仍像“小太阳”一样温暖身边人的程诗

怡；有在突发火情中逆向而行，通知邻居迅速逃生的勇敢少年

肖康宇；有孝老爱亲，用稚嫩的双肩照顾家庭的孝心少年游若

宁……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

点滴善行义举为身边的同龄人树立榜样。

4 月，宜春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团市委、市

妇联、市关工委在全市开展 2023 年度宜春市“新时代好少年”

学习宣传活动，经过各地各学校推荐、专家评审、广泛公示，评

选出 26名宜春市“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卞晔 实习生曹锦

婷）项目建设前，环境影响评价必不可少，其

中环评文件的质量至关重要。近年来，我省

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以下简称环评

师）现场质询制度，有效倒逼提升项目环评

文件质量。

近日，注册环评师黄华（化名）应约来到

省生态环境厅机关大楼。针对黄华最新主

持编制的铜冶炼项目环评报告书，省生态环

境厅环评处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项目的生

产工艺、主要环境影响、可能存在的环境风

险及对应措施、污染物排放标准等问题，并

就存疑之处与黄华进行确认。

“你们很专业，问得很详细，没有深度参

与这个项目环评的人，真答不出来你们的问

题。”在对问题逐一回答后，黄华感慨地说。

如今，像这样类似面试的场景在环评处

时常可见。2021 年，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

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规范性检查的通知》，要求环评文件主要编

制人员在提交环评报告后接受质询，签署守

法承诺书，如实、全面说明项目环评工作全

过程质量控制等情况。

“此举的目的是确认环评师是否真实主

持项目环评编制工作，推动在环评文件编制

初期，就防止出现环评挂证、借证、粗制滥造

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提升环评文件质量。”

省生态环境厅环评处负责人说。

这一工作机制最终也让项目受益。对

此，某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感触颇深：“自从

实行这项机制后，我们聘请的第三方环评编

制单位、环评师更加认真负责了，多次与我

们开会交流讨论，告诉我们可能产生的环境

问题、国内外最新的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措

施，不仅让我们提高了对生态环保的认识，也为项目后期建设

省了不少事。”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强化对环评中介单位及人员的监

管，不断规范其从业行为。2021 年以来，我省省级（省生态环

境厅）开展环评师现场质询 168 人次，有效督促了环评师在环

评文件编制过程中认真对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文

件要求，全面分析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提出有效治理措

施，推动环评文件质量提升，助力建设项目高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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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大美
——峡江县构建处处皆景全域可游格局

饶黎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幸

湖口推进农村污水治理
保一湖清水入长江

本报湖口讯 （全媒体记者凌瀚）江湖锁钥，三省通衢。湖口

县地处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是江西“水上北大门”。近年来，该

县不断加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创

新建管并重模式，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全力保障一湖清水入长江。

湖口县付垅乡地处该县东部，域内水系汇入南北港注入鄱阳

湖。为保证入湖水质，湖口县沿水系布局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站，付垅乡水车村新屋周村小组污水处理站就是其中之一。该站

采取“厌氧+人工湿地”的方式，配套铺设污水管网直连村民家中，

统一收集厨卫污水，经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不仅高效

去除有机物和氮、磷等物质，还美化了周边环境。

污水有去处，乡村更宜居。近年来，湖口县因地制宜、科学施

策，充分考虑村庄地形地貌、人口聚集度和污水产生规模等因素，

科学选择适宜的污水治理模式，先后建设实施了生化、生物滤床、

复合生态净水等 6种模式。该县还探索创新农村污水处理运维模

式，建立湖口县乡镇生活污水运管中心，安装智能化在线监控系

统，聘请第三方公司对全县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及农村生活处理

设施进行日常维护和水质检测，由湖口县住建局、生态环境局、各

乡镇政府以及集镇居民负责监督管理。目前，湖口县建成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共计 116个，涵盖全县 12个乡镇。

7 月 10 日，在吉水县消防救援大队，少先队员正在进行队列军姿训练。该县开展“红

领巾 火焰蓝”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切实提高青少年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特约通讯员 廖 敏摄

今年 5 月，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发布了 10 户

2023 年“最美家庭”先进事迹，来自赣州市南康区的

肖春家庭光荣入选。

在当地，肖春一家人人称羡：四世同堂，夫妻和

睦，婆媳融洽。而作为南水社区妇联主席，肖春还以

实际行动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说到结婚彩礼，有人认为谁要的彩礼多，谁在婆

家的身价、地位就高，婚后的生活就幸福。但肖春家

庭却“不要彩礼要幸福”，一家三代“零彩礼”。

“20 多年前我结婚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把日

子过好就行了。重金彩礼只是一时的排场，家庭和

谐才是最真实的幸福。”2020 年，肖春的女儿阳东霞

谈婚论嫁时，肖春夫妇坚持“零彩礼”，向陈规陋习

说“不”。一开始，阳东霞并不太理解父母亲的决

定，心里有点小失落，但后来听母亲说起她和外婆

不要彩礼的往事，便欣然同意。婚后，阳东霞和丈

夫谢丰元把小家庭经营得很是幸福美满。“丈母娘

的这个决定，让我们的小家有了一定的积蓄，我们

也可以为自己的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谢丰

元说。

作为一名基层妇联主席，多年来，肖春走街串巷，

用亲身经历宣传移风易俗。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

2022年，南水社区辖区内婚嫁彩礼由平均每户9.8万元

降低到平均每户4.5万元，“零彩礼”越来越多。

不仅是喜事“零彩礼”，肖春家庭也成为厚养薄

葬的践行者。前年，肖春的公公因年高体弱突发疾

病住院治疗。夫妻俩每天轮流守在床前照顾，擦身

换衣，无微不至。公公去世时疫情形势严峻，肖春一

家召集长辈兄弟，提议从简治丧，用鲜花祭奠、无烟

祭扫的方式哀悼故人。考虑到公公离去，婆婆会很

孤单，肖春经常陪伴老人做做家务、聊聊天，帮助婆

婆从愁绪中走出来。

“最美家庭”传递着“最美”的能量。肖春家庭向

我们生动诠释了“最美家庭”的幸福密码。

“最美家庭”的幸福密码
陈 巍 本报全媒体记者 齐美煜

▶7 月 以 来 ，横 峰 县 组

织“ 童 心 港 湾 ”服 务 队 深 入

乡 镇 开 展 安 全 自 护 、防 溺

水、科普教育和亲情连线等

活 动 ，关 爱 留 守 儿 童 成 长 。

图为 7 月 11 日，队员们在青

板 乡 为 农 村 留 守 儿 童 科 普

机器人编程、搭建和操作等

技能，让孩子们充分感受科

技的魅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摄

7 月 7 日，在于都县胜利学校，老师正在为暑期托管班的学生进行特色课程

授课。暑假期间，于都县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托管服务，通过设置艺术类、体

育类、科普类等特色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王蕴蓉摄

暮色渐浓，华灯初上。7 月 11 日，位于上饶市广信区的时

光 PARK 夜市热闹非凡。近年来，当地通过搭建“线上+线

下”新平台，培育消费新热点，以多种形式开展夜游、夜娱、夜

食等促消费活动，点亮夜间经济，提升城市活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江西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
7月底前发放到位，385万退休人员受益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7 月 12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

获悉：我省决定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调增的基本养老金（含从 2023 年 1 月起补发的资金），将在 7
月底前发放到位，预计全省有 385万退休人员受益。

此次养老金调整，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采取定额调整、挂

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并实现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调整办法和标准统一。定额调整体现公平原则，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33 元。挂钩调整体现“多缴多得”“长

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一是与缴费年限挂钩，缴费年限每满 1
年增加 1 元；二是与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按本人 2022 年 12
月基本养老金的 1.2%增加。倾斜调整体现对高龄退休人员

的统筹照顾，年满 70 周岁不满 75 周岁的高龄人员，每人每月

增加 33 元；年满 75 周岁不满 80 周岁的高龄人员，每人每月增

加 38 元；年满 80 周岁不满 85 周岁的高龄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43元；满 85周岁以上的高龄人员，每人每月增加 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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