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月9日，分宜县操场乡山泗村果冻橙种植基地，农户正在修剪果树。近年来，分宜县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引导

农民发展西瓜、蜜橘、果冻橙等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助推乡村振兴。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

▼ 8 月 8 日，永丰县佐

龙乡浪田村农民正在太秋

脆柿果园中除草。近年来，

永丰县因地制宜发展太秋

脆柿等特色果业，走出了一

条产业与生态深度融合的

好路子。 通讯员 刘浩军摄

调结构
助增收

回乡“种”出甜蜜生活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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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石墙、断裂的轨道、空旷的

仓库……在南昌市青山湖西岸，有一片

承载了南昌旧工业时代外贸出口辉煌

的工业遗存。当历史的盛景随时代变

迁，昔日的老仓库也迎来了涅槃重生。

2021 年 10 月，招商蛇口东湖意库文创

园正式开园，这个由江西外贸储运公司

仓储基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以文化艺

术介入城市更新，以文创产业为主体，

打造集开放、创新、共生于一体的城市

美好生活高地。

华丽蜕变 唤醒城市工业记忆

“变化太大了！”今年 70多岁的胡师

傅是江西外贸储运公司的老员工，一直

住在东湖意库隔壁的外贸储运公司宿

舍楼。据悉，20 世纪 80 年代，这里是江

西外贸最大的货物储运基地。“不仅大

型仓库楼群、理货仓、海关监管仓等配

套应有尽有，还有一条专用铁路线，每

日 进 出 口 的 集 装 箱 来 来 往 往 ，十 分 繁

忙。”胡师傅感叹道，“后来，这里渐渐不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铁路停运了，仓

库也闲置了。”

2018 年，由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

股份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外 运 长 航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东 湖 区 政 府 三 方 签 订 的 东 湖

意 库 项 目 正 式 启 动 ，这 片 土 地 焕 发 出

新的生机。

东湖意库策划经理段茜茜介绍，东

湖意库以都市创意文化为精神内核，以

旧 仓 库 为 建 筑 载 体 ，坚 持 修 旧 如 旧 原

则，充分利用南昌红色文化、工业文化

印记点缀，打造集人文、商业、办公于一

体的国际化都市创意集群部落。“我们

保留园区工业韵味，改造立面及室内空

间，植入文创商业，并最大程度利用原

有铁路及工业零件，打造办公游憩一体

化园区。”段茜茜说。

“之前这里路面坑洼不平，野草丛

生，晚上更是一片漆黑。”胡师傅说，“我

们 以 为 会 大 拆 大 建 ，没 想 到 旧 仓 库 没

拆，连铁路也没改动，两三年时间，这里

就完全变了样，吃喝玩乐、学习休闲、创

意创新，样样都有，变得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好。”

丰富业态 拓宽市民生活半径

灰白色的墙面，散发着历史气息。

穿园而过的铁轨构成了整个园区极具

底蕴的文化风景线。园区精心规划了

“十字轴 IP 打卡景点体系”，打造纵横

两条景观主轴。“来这里拍艺术照、婚

纱照的人非常多。”段茜茜说，铁轨栈

道、龙门架、十字礼堂、环湖剧场等都

是打卡地。

东 湖 意 库 不 仅 让 许 多 年 轻 人 慕

名 而 来 ，更 成 为 周 边 居 民 的 休 闲 娱 乐

场所。

暑 假 期 间 ，“ 意 书 房 ”是 整 个 园 区

最 热 闹 的 地 方 。 一 楼 有 不 少 看 书 、办

公的年轻人，二楼少儿区，许多家长带

着 孩 子 读 绘 本 、讲 故 事 。 一 名 高 二 的

学生对记者说：“我就住在旁边，每天

上 午 来 这 里 写 作 业 ，宽 敞 凉 快 又 安

静。”工作人员介绍，“意书房”由一个

独 立 仓 库 改 造 而 成 ，整 体 以 工 业 风 为

主 ，面 积 400 余 平 方 米 ，目 前 有 藏 书

5000 余册，营业以来累计接待市民 10
万人次。

夏日炎炎，去年 6 月份入驻的特能

体育游泳馆成为清凉世界。教练徐奖

诏说，游泳馆开业以来，非常受周边居

民欢迎，假期儿童游泳班更是爆满。“我

们经常和附近社区、学校开展合作，进

行防溺水宣传。”他说。

餐饮店、咖啡店、书店、游泳馆、电

竞酒店、文化公司……目前，东湖意库

已签约商户 56 家。“东湖区政府帮我们

积极协调道路改造、装修审批、征迁等

事宜，助力我们顺利招商。”段茜茜表

示，园区对入驻企业提供日常管理、人

才招聘、政策宣传、创业孵化等服务，精

准对接企业需求。

立足文创 打造“燃点”焕发新活力

连日来，家住东湖意库对面的居民

徐阿姨每晚都带着孙子到园区观看露

天电影。暑假期间，东湖意库内每晚都

有露天电影放映，吸引周边许多居民前

来观看。

青年艺术家音乐季、室内装饰设计

师大赛……6 月以来，各类文化活动在

这里红红火火地展开，最多一次吸引上

万人次参与。

“园区时常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商

户参与性非常高。”AND 咖啡馆店主王

艺霖说，下个月她计划开展一场咖啡主

题活动，在她看来，东湖意库聚集了一

群志同道合的文创爱好者，形成了一个

热爱文化产业的集群。

“我们鼓励艺术原创，并积极保护

原创。”段茜茜说，作为南昌版权宣传教

育基地，东湖意库不仅可以帮助创作者

申请作品版权登记，还时常进行版权政

策宣传、培训，开展版权保护月活动。

截至目前，园区共申请 360 余件版权登

记证书。

经过近几年发展，东湖意库文化艺

术及创意设计产业链已初步形成，产业

链上下游整合功能日趋完善。此外，园

区还打造了多个新 IP 主题，以文化 IP
展览链接更为多元的 IP 资源和艺术家

群 体 。 通 过 艺 术 展 览 、文 创 市 集 等 形

式，东湖意库打造一个个“燃点”，吸引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市民走进这里，也

让文化创意走进大众生活。

段 茜 茜 表 示 ，东 湖 意 库 的 IP 矩 阵

里 ，可 以 看 见 未 来 链 接 一 切 内 容 的 可

能：文创市集、艺术展览、婚庆 party、话

剧表演、音乐现场、电影基地、直播带

货、社群活动、VR 场景……最终形成人

文艺术生态圈。

坚持修旧如旧打造集人文、商业等于一体的都市创意集群部落——

老仓库蝶变“秀”出文艺范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文/图

市民在“意书房”看书。

1600余名残疾人获免费意外伤害险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

残疾人民生，提升社会救助水平，日前，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根

据《南昌市 2023 年残疾人意外伤害险工作方案》，安排专项资

金，为 1600 余名具有湾里户籍的 70 周岁以下持证残疾人购买

人身意外伤害险，切实提高残疾人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

残疾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

易遭受意外伤害，需要给予特别关爱。为残疾人购买意外伤

害保险，能有效减轻残疾人因意外伤害带来的家庭负担和心

理压力，是提高残疾人保障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补充城乡合

作医疗保险、社会救助机制的有效手段。

据悉，保险范围主要包括意外身故、因意外伤害导致再次

残疾、意外伤害医疗等，其中，意外身故可最高给付 2.5 万元，

意外伤害导致再次残疾最高给付 3万元，保险期为 1年。

刘超是上饶市广信区乡村振兴局搬迁移民股股长，被

当地易地扶贫搬迁的群众称为“搬迁户的引路人”。

从做好全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到保证搬迁户的稳定

脱贫，从贫困村退出到带领搬迁群众致富，他走遍了广信

区，对全区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全过程进行指导。

“只有为搬迁群众创造多个就业创业渠道，增强他们

的内生发展动力，才是实现‘断穷根’的关键所在。”为此，

刘超完善了搬迁后产业、就业、公益性岗位等增收措施。

发布就业招聘信息、在安置点组织就业培训、每月开

展上户和电话回访……在刘超的带领下，全区各安置点共

建设帮扶车间 9 个，为脱贫户提供就业岗位 300 余个；在 10
个安置点布局发展马家柚、菌菇、养蜂等特色农业产业，通

过返租倒包、基地就业等方式带动搬迁脱贫户就业 298 人；

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了 93名搬迁户就业，切实提高了搬迁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为解决困扰搬迁群众已久的蔬菜种植和家禽养殖问

题，刘超在四十八镇鲤洋村安置区、应家乡安坑村马道安

置区试点小菜园、家禽圈，供搬迁户自行发展和管理家禽

养殖、小菜园种植，帮助搬迁户留住“乡愁”。

今年 6月，刘超被评为上饶市优秀共产党员。

盛夏时节，走进莲花县湖上乡西山村，青山傍居，满眼翠

绿。在西山村的山坡上坐落着一个占地50亩的葡萄园，葡萄

藤上硕果累累，微风拂过，散发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果香。

刚从葡萄园走出来的李树华一头汗水两脚泥，坚毅的

面庞充满干劲，又略带几分沧桑，这就是这名 40 岁的全国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入屋坐定，李树

华说起了他的故事、他的梦想。

2005年，他从江西理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宁波、深圳等

地工作。“在外打工时间越长自己就越想创业。”李树华说，每次

回家探亲，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创业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2010 年初，李树华和一起打工结识的段惠结婚，听说

邻近县有人种的葡萄好吃，考察后，李树华决定尝试种植

葡萄。“当时考察过养牛、养鸡等农业项目，都不理想，当看

到葡萄树上挂满了葡萄，内心坚定了选择。”李树华说。

租用土地、买葡萄苗、搭建大棚……李树华夫妻俩说

干就干，2010 年底，他们成立了莲花县乡裕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2012 年，葡萄园迎来了挂果期，一串串葡萄挂满

枝头，没想到碰上了暴雨天气，葡萄产量损失一半。“当时

家人都劝我放弃，幸好我爱人默默帮助和支持，才有动力

坚持下来。”李树华说，后来经过反思和学习，加装了避雨

棚和滴灌等基础设施，有效提升了稳定性。

目前，葡萄园有夏黑、蓝宝石、阳光玫瑰等 5 个葡萄品

种，去年产量达 5 万斤，销售额 75 万元，利润有近 60 万元。

“扩大种植规模成本高，不划算，今后我将在葡萄品质方面

下功夫，提升品质，提高利润。”李树华说。

在与李树华闲聊期间，段惠正在包装刚采摘的新鲜葡

萄。当记者问及段惠创业以来的感受时，“我选择了他，就

会无条件支持他，慢慢地总会熬出来，如今看来也是这

样。”段惠的脸上露出满满的幸福。

“生第一胎办理这些证件时，要跑很

多地方，走了很多弯路，生二胎一次就搞

定了，真便捷！”日前，在萍乡市安源区妇

幼保健院，杨女士的丈夫在经办人员的指

导下，在“出生一件事、生育一件事”专窗

“一站式”办理了新生儿医保登记、生育津

贴报销等事项，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政策变

化带来的便利。

多 年 来 ，新 生 儿 父 母 常 常 因 为 办 理

出生医学证明、医保参保登记，以及生育

费用报销、生育津贴申领等各种事项，来

回 奔 波 医 院 、派 出 所 、医 保 等 部 门 ，耗 费

精力与时间的同时，也存在多跑、跑错的

现象。

今年 2 月，安源区医保局先行先试，主

动对接民政、公安、卫健委等部门，将复杂

程序简化：梳理经办流程、对接上线工作，

迅速主动通过归并材料表单、系统互联互

通、数据共享应用、部门高效协同等程序，

实现生育保险报销“一件事一次办”服务

标准统一、服务体验一致、服务监管有序，

让贴心服务面面俱到。

安源区医保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生育保险报销“一件事一次办”主要包括

生育登记、产前检查费报销、生育医疗费

报销，计划生育医疗费报销、非计划生育

生育津贴报销（正常分娩等）、计划生育生

育津贴报销（节育、流产、引产等）等 6 项联

办事项。“生育一件事”紧盯新生儿父母的

难点堵点，将需要办理的多个医保事项归

集成“一件事”，将服务延伸至定点医疗机

构“生育一件事”专窗，避免了新生儿父母

“多次跑”“来回跑”，原来需要 30 个工作日

才能办完的事，现在只要 10 个工作日即可

完成。

此 外 ，“ 生 育 一 件 事 ”采 取“ 市 县 通

办 ”原 则 ，萍 乡 市 范 围 内 参 保 女 职 工 只

要 在 萍 乡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和 安 源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两 家 试 点 医 院 住 院 ，就 能 上 传 数

据 ，由 安 源 区 医 保 局 直 接 办 理 。 截 至 目

前 ，萍 乡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已 代 办 生 育 津 贴

57 件 ，安 源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已 代 办 生 育 津

贴 110 件。

将多件事归集成“一件事”
安源区简化程序方便新生儿父母办理业务

易永艳 周双萍

8 月 3 日，武功山金顶云卷云舒“犹抱琵琶半遮面”。手掬

一捧白云 ，眼 览 一 缕 青 绿 ，游 客 犹 如 置 身 仙 境 。 暑 期 旅 游

高峰，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全媒体记者 尹晓军摄

一切为了搬迁群众
朱晨欣 黄宗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