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付付
强强）“我们学校附近的沪浔路

终 于 开 始 施 工 改 造 了 。”近

日，九江市浔阳区人大代表、

九江七中党总支书记李青向

江 西 新 闻 客 户 端“党 报 帮 你

办”频道反映，沪浔路由于修

建年代久远，路面坑坑洼洼，

一到雨天就积水。在离九江

七 中 南 大 门 不 远 处 ，还 形 成

了 一 个 水 坑 ，给 师 生 出 行 带

来 不 便 ，同 时 存 在 着 一 定 程

度 的 安 全 隐 患 。 对 此 ，浔 阳

区人大收集相关群众意见和

建 议 ，并 督 促 有 关 部 门 尽 快

落 实 。 目 前 ，浔 阳 区 已 启 动

沪浔路的改造工作，预计 11
月底前可交付使用。

路面改造便出行

改造施工现场。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付强摄

消除隐患

疏通下水道治“心病”

为民解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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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出行更舒适
陈 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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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侯侯
艺松艺松）近日，南昌县向塘镇向

化小区居民向江西新闻客户

端“党报帮你办”栏目反映，

社 区 推 进“ 网 格 化 ”治 理 工

作 ，小 区 下 水 道 堵 塞 问 题 终

于解决了。

据 了 解 ，向 化 小 区 是 个

老 旧 小 区 ，每 当 下 雨 ，下 水

道 排 水 不 畅 ，生 活 污 水 倒

灌 ，周 边 臭 气 熏 天 。 社 区 网

格 员 联 合 楼 栋 长 多 次 走 访

了 解 情 况 ，征 集 居 民 意 见 建

议 ，并 逐 级 上 报 给 蹲 点 领

导 ，邀 请 多 方 部 门 现 场 实 地

查 看 ，商 讨 解 决 方 案 ，并 联

系 施 工 方 对 下 水 道 多 处 堵

塞 点 进 行 彻 底 清 淤 ，优 化 加

固 了 排 水 管 路 ，解 决 了 居 民

多年的“心病”。

网格员征集居民建议。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侯艺松摄

本报本报讯讯（易永艳易永艳 通讯员

吴丽娟吴丽娟）“之前在屋场贴心会

上 提 出 希 望 能 增 加 小 区 路

灯，没多久就装好了，现在小

区 里 亮 堂 多 了 ，我 们 每 天 吃

完 晚 饭 出 来 散 步 活 动 ，也

更安全了。”近日，萍乡市安

源区白源街道白源村村民姚

绍 清 向 江 西 新 闻 客 户 端“党

报帮你办”频道表示。

连 日 来 ，在 安 源 区 白 源

街 道 ，一 场 场 屋 场 贴 心 会 在

各村（社区）火 热 开 展 ，街 道

干 部 、辖 区 人 大 代 表 、政 协

委 员 、网 格 员 、党 员 群 众 代

表 等 围 坐 一 起 ，以 贴 地 气 的

方 式 充 分 听 民 声 、集 民 意 、

汇 民 智 、解 民 忧 ，进 一 步 畅

通 了 沟 通 渠 道 ，拉 近 了 党 群

干群关系。

屋场贴心会汇民意

基层治理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蔡蔡
颖辉颖辉）“楼道里的自行车乱停

放、给车辆充电也是乱拉线，

太 不 安 全 了 ，如 果 能 有 专 门

的 电 动 自 行 车 停 车 棚 就 好

了。”近日，南昌市东湖区大

院街道院二社区居民李阿姨

向 江 西 新 闻 客 户 端“党 报 帮

你办”频道反映。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院二

社 区 后 ，民 盟 东 湖 区 支 部 携

手 院 二 社 区 共 商 民 事 ，通 过

现场走访察看和召开议事协

商会等方式由居民自主选择

社 区 智 能 充 电 车 棚 安 装 位

置 ，并 参 与 筹 措 建 设 安 装 经

费 。 经 过 两 个 多 月 的 施 工 ，

院 二 社 区 首 个 充 电 车 棚 建

成 ，解 决 了 社 区 居 民 的 后 顾

之忧。

社区善治

建好车棚消隐患

建好的车棚。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

“赶场咯！”7 月 27 日 10 时许，上栗县

长平乡流江村集市里人头攒动，村民们纷

至沓来，有的在蔬菜摊前买菜，有的在小

吃摊前大快朵颐，集市里升腾着浓浓的烟

火气。

而在半个月前，村民们赶集却是另一

种场景：村口公路两旁房屋密集，人流量

大，车辆驶过，险象环生。原来，以前商贩

们喜欢在路边摆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路

边市场。近年来，随着车流量增大，人车

争道的矛盾日益凸显。“每到节假日，堵两

三个小时是常事。”流江村党支部书记、主

任黄敬良介绍，占道经营带来很大的安全

隐患。而在长平乡 16 个赶集点中，就有

14 处路边市场，其中有 3 个赶集点在车流

量大的省道上。

7 月 27 日，笔者在 S308 公路原赶集地

点看到，公路主路宽 7 米，两边各有 1 米宽

的路肩，赶集路段全长 300 多米。赶集时

若两边摆满摊位，中间仅可供一辆小车通

行。笔者注意到，该路段 5 分钟内就有 10
辆车通行，除了摩托车、小汽车，还有运输

矿石的大货车等。黄敬良介绍，每次赶集

日，村干部和公路运输管理部门的工作人

员都要集体出动，疏通道路，保障群众安

全。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村里提出整

体搬迁集市。黄敬良和工作组挨家挨户

征集意见，却吃了闭门羹。“我坐在家里就

能收摊位费，搬走了我上哪收这个钱？”

“家里祖祖辈辈都在这赶集，搬走了我们

买东西还有这么方便吗？”针对村民的反

对意见，工作组一一梳理分类，通过多次

召开屋场贴心会、人大代表联系选民、上

门上户疏通等多种方式，最终取得了村民

的理解，他们答应搬迁集市。

经过反复走访与对比，工作组决定将

集市从 S308 公路搬迁至 50 米外的村民入

户道上，同时串联村里的休闲广场、废弃

屋场等场地，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经过

半年多的努力，终于打造了新的赶集点。

7 月 25 日，搬迁后的流江村赶集点迎

来首次开张，村民吴玉玲闻讯前来，看着

眼前宽敞的集市，她高兴地说：“再也不用

一边赶集一边注意来往车辆了，比以前安

全多了。”

村 民 们 逛 得 开 心 ，摊 主 摆 摊 也 很 舒

心。李忠的摊位上，6块门板依次排开，上

面摆放着各类现炸糕点。“以前在路边摆

摊，要时刻看好锅，稍不留意，车辆带起的

灰尘、雨水就会落到锅里。现在不仅更卫

生了，摊位也宽敞多了。”李忠说，他一上

午就收入 800多元，生意比之前好多了。

临近中午，赶集的人逐渐散去，等最

后一个摊主收好摊位，垃圾车开始作业，

半小时后，地面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黄敬

良告诉笔者，每逢赶集日，乡行政执法队

和城管队联合村里，派人到现场管理，村

里的志愿者也来协助维护秩序，卫生则由

第三方公司负责，确保新集市运营有序。

长平乡人大主席周建萍介绍，从 2018
年开始，乡里对占道为市的现象进行整

改。8月 1日，随着最后一处路边市场的搬

迁，至此，长平乡路边集市正式成为历史。

走进贵溪工业园区江西中鼎工艺有

限 公 司 的 生 产 车 间 ，眼 前 一 片 繁 忙 景

象。工人们一手拿着小铁锤，一手握住

錾刀，在铜板上以錾作笔，镌铜入画，錾

铜碰撞之声不绝于耳。

“这几匹马的轮廓没有问题，但眼睛

还不够传神，皮毛还要精雕细琢，力求更

加 生 动 逼 真 ，雕 刻 动 物 关 键 要 注 意 细

节。”金属錾雕行业代表、国家级技能大

师黄俊军正向徒弟传授錾铜雕刻技法。

錾铜雕刻也称铜雕、铜錾刻，是指利

用铜的延展性，用錾刀在铜器物上刻出

各类图案，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2021
年，贵溪錾铜雕刻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今年 55岁的黄俊军出生在“铜都”鹰

潭，自幼与铜相伴。“我爷爷就是铜匠，我

小时候就给他打下手。”黄俊军说，他从

1989 年起先后到北京、云南、浙江等地拜

师学艺，之后进入上海和南昌的工艺品

厂工作，此间又学习了日本和韩国的铜

雕工艺，掌握了一手精湛的錾刻技艺，至

今从事铜雕工作已有 36年。

36 年来，黄俊军的作品多次获奖，多

件作品被权威部门收藏，其中，中国工艺

美术馆收藏了《晚荷风香》《降龙罗汉》两

件作品，2010 年上海世博会江西馆也摆

放了他的作品，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关注。

如何推动錾铜雕融入现代生活，在

创新中传承让非遗走进寻常百姓家？这

是近年来黄俊军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黄俊军介绍，完成一件铜雕作品，要

用到 160 多种不同的錾子，需要使用勾、

落、串、点、台、压、采、丝、镌等 10 多种技

法。操作时必须用小锤敲击各种形状不

一的金属錾子，在金属表面留下錾痕，錾

出各种不同纹饰，耗时很长，生产效率不

高。如果仅依靠手工，虽然保证了质量，

但 难 以 保 证 数 量 。 如 果 全 用 机 械 化 操

作，作品又没有灵魂，会失去个性。

怎么办？黄俊军经过不断摸索，创

新推出“前期制坯采用现代锻压技术，后

期錾刻工艺保留传统人工”的生产工艺。

“这样一来，产品既传承了纯手工古

典金属装饰艺术的风格，又体现了规整、

标准的现代工业美学。”经过黄俊军一番

技术改良，制作一个铜坯的时间从近两

天压缩到 30分钟。

新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兼顾现

代生活所需，还不失手工錾铜之美，更为

关键的是提升了生产效率，使越来越多

的铜錾雕艺术品走进百姓家。如今，黄

俊军和团队已开发生产出茶器、文器、家

居装饰等三大系列 400 多个品种的铜錾

刻工艺品，年均销售额 6000万元。

为了让錾铜雕刻技艺发扬光大，黄

俊军一直注重培养新生代技艺人才，目

前已结出丰硕成果。他培养的 200 多名

匠人中，有 28人获中级工艺美术师职称，

还有 2 名江西省“能工巧匠”、5 名鹰潭工

艺美术大师、2名鹰潭铜都工匠。

“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把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逐步建成一个集产、学、

研、培于一体的基地。”黄俊军说，只有不

断通过创新，与时代同行，让錾铜雕融入

现代生活，非遗才有持续生命力。

8 月 4 日下午，记者来到南昌市第二

中学红谷滩高中校区（绿茵路校区），校

正门保安亭外悬挂的“南昌市第二中学

体育运动场地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公示

牌”显示，该校体育运动场地于周日、法

定节假日、寒暑假面向本学区内学生、学

校周边社区居民（暂定初中学区居民）开

放。校区开放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入，

预约优先，每天不超过 150 人次。目前，

该校体育场地开放时间为 6 时至 12 时、

14 时 至 18 时 ，开 放 的 体 育 场 地 为 篮 球

场、乒乓球场及场地上的运动器械，室内

体育场馆暂不对外开放。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登记身份信息，

所有进入该校的锻炼人员必须凭身份证

办卡后再入校。

“来办卡的已有近 100 人，一般是早

上来锻炼。”该校负责办理健身卡的工作

人员表示。此前，学校只在每周五下午

开放健身卡办理窗口。“为了方便群众，

现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工作时间都可以

来办健身卡。”该名工作人员说。

“我给全家都办了健身卡，早晨带着

孙子来田径场跑步，特别舒服。”住在校

园附近的居民王大姐笑着告诉记者，看

到校园开放的消息后，她第一时间来办

理了健身卡。“有了专门的锻炼场地，而

且人也不多，这个政策太好了！”

8 月 7 日，记者又走访了南昌市第十

中学（阳明校区）和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十中校内植被覆盖率高，运动场所

阴凉处较多。市民出示有效身份证件，

登记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信息后

即可入校。南昌市第十二中学同样采取

登记居民身份证的方式入校。与二中不

同的是，这两所学校上午开放时间在 8时

以后。十二中的安保人员表示，由于天

气炎热，近期来校运动的市民很少，部分

值班的安保人员有时也会酌情允许市民

提前至 7时进校活动。

“已经入校锻炼过了。学校的跑道

很好，环境也好，很适合日常锻炼。”记者

采访校园周边群众时，大家都赞不绝口，

为这项新举措叫好。

采访中，记者发现还有部分名单内

的学校因为施工原因没有及时开放，周

边群众表示，希望校园能早日开放，让大

家有个安心舒适的健身场所。

各 校 开 放 时 间 不 一 致 ，能 否 统 一？

尚在施工的学校何时能开放？各县区主

管的小学是否能开放？采访中，记者还

收集了一些群众关心的问题，走访了南

昌市教育局体卫艺科。

“因为各校的课时安排、上课时间等

有所不同，所以开放时间没有统一规定，

由各校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南昌市教育

局体卫艺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民如怀

疑学校假借施工等名义不开放校园，可

向市教育局举报，局里核实后会处理。

“目前已经要求各县区根据情况，将辖区

内满足条件的小学校园应开尽开，方便

群众。教育局联合体育局会进行实地督

查，对于符合开放条件而未按时对外开

放的学校将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

南昌市32所中小学校运动场地免费开放

共享体育场馆 助力全民健身
把好事办得更好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深圳、青岛等地的

中小学校园体育场馆早已全部向群众开

放。这些地方不仅校园开放程度高，而且

入校也方便。深圳市还专门推出“线上预

约”小程序，方便群众进入校园健身。

在开放校园健身场所，方便居民锻炼

方面，南昌市已经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群

众也纷纷叫好。下一步，希望有关部门能把

这个好事办得更好，在开放的时间、预约的方

式等具体细节上更加便民利民，让群众进入

小区周边体育场馆更便捷，推进全民健身步

伐，提高群众幸福感。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邮箱：48505265@qq.com
电话：18679958802

实习生 喻博闻、黄倩

为实现学校体育场馆社会资源
共享共用，提高学校体育场馆使用效
益，更好地满足广大青少年学生和人
民群众就近便利参加体育健身活动
的需求，7月 20日，南昌市教育局公
布了 32所南昌市中小学校体育场馆
向社会免费开放名单。学校体育场
馆开放情况如何？群众对“共享操
场”是否欢迎？近日，记者走访了多
家名单内的学校，就其体育场馆对外
开放情况进行了解。

在校园操场晨练的群众。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

记者手记

推动錾铜雕融入现代生活
黄俊军：在创新中传承让非遗走进百姓家

上栗县长平乡14处路边市场全部搬迁

集市搬新家 燃旺烟火气
易永艳

本报讯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付强付强 通讯员龚龚
小晶小晶）8 月 8 日，德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将位于该县磨溪乡闲置多年的两栋棉花

仓库改造一新，9 月将作为磨溪乡游客服

务中心开门迎客。届时，将有 28 家商户

进驻，提供就业岗位 55 个，预计年内接待

游客 1万余人次。

近年来，该社以盘活资产为突破口，

整合优质资产、改造低效资产、开发闲置

资产，促进资产保质增值。近 3 年来，该

社已投资 67.8 万元，对车桥、磨溪、吴山等

乡镇 4 栋、共 1000 余平方米的房屋进行了

维修改造，并引进了农业龙头企业，促进

乡村振兴。

盘活资产促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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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黄倩

搬迁后的集市宽敞整洁。
易永艳易永艳摄

◀黄俊
军在专心致
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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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9时以后免费乘坐、站厅里面开放市民纳凉区、退役军人及

其他优抚对象免费乘坐……这个夏天，南昌地铁不断推出优惠举

措，让市民拍手称赞。数据显示，南昌地铁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不

断攀升，从2020年的30%攀升至2021年的43%，去年达到54%。乘

坐地铁，已经成为许多人出行的首选。正因如此，提升地铁的公共

服务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交通运营服务企业实现多元化服务，是应对乘客精细化需

求，以及解决服务管理短板、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的有效路径。我

们不难看出，南昌地铁在充分研判大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大环境和市民个性化需求，不断从管理入手，不仅考虑乘

坐地铁的人群，还有地铁站周边的群众，全力为大家提供一个便捷

的交通工具和良好的公共环境。

当然，服务无止境，要满足更多群众需求，不能满足于此。随着

地铁1号和2号延长线的施工，南昌地铁的版图还将继续扩大，所面

对的人群必然更加广泛。期待南昌地铁继续开拓创新，在更多领域

提升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更好彰显英雄城的城市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