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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重点领域、关

键岗位人员的监督，增强干

部 职 工 廉 洁 自 律 的 意 识 和

拒 腐 防 变 的 能 力 ，近 日 ，南

昌 高 新 招 商 集 团 文 旅 公 司

纪检部门召开会议，对重点

领域、关键岗位人员进行集

体廉政谈话。

会上，部门按照“明确岗

位职责、找准廉政风险、制定

防控措施、做出廉洁承诺”的

要求，组织谈话对象共同观

看警示教育片，学习廉洁纪

律文件，发放廉洁纪律手册，

督促重点风险岗位人员始终

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履职

尽责、廉洁自律。

今年以来，该公司纪检

部门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人

员开展政治谈话 12 次、履责

约谈 6次、提醒谈话 1次，家访

监督 11次。纪检部门将继续

全面排查重点领域、关键岗位

的廉政风险点及管理漏洞，制定防控

措施，做到“事前预防、过程监督、事后

检查”，把对廉政风险的防控贯穿于纪

检工作的全过程。 （吴嘉琪）

近年来，九江银行景德镇分行乐平支行

坚持党的建设与经营管理同谋划、同部署、

同落实、同考核，通过党建与金融服务深度

融合，坚持“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

务”思路，发挥党员先锋岗作用，党员带头领

难题、推项目、促落实，确保服务实体经济等

各项重点任务有效落实，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始终秉承“深耕实体经济，助力金融发

展”的理念，九江银行乐平支行把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主动服务乐平构建新发

展格局，主动融入乐平工业强市发展战略；

聚焦精细化工、医药、机械制造、新型建材、

先进陶瓷等产业，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企业

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以“订单融”的形式为

企业解决资金需求。截至目前，九江银行乐

平支行向江西鸿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江西

立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江西恒茂新材料有

限公司、江西乐丰平钢结构有限公司等 8 家

政府重点招商企业发放贷款合计 4600 万元。

据九江银行景德镇分行企业金融部负

责人饶柬介绍，不少企业在成立之初没有抵

押物、没有银行流水，按照往常的信贷流程，

企业很难融到启动资金，但是九江银行景德

镇分行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切实推进解

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出“订单融”

服务，即为初创企业提供无抵押贷款，且放

款环节为公司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快捷服

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陈 璋）

眼下，正值稻谷飘香时节，沉甸甸的谷

穗随风起伏，涌动起金色的稻浪。在田间地

头，莲花县三板桥乡纪检监察组现场督查早

稻抢收和晚稻适期播栽情况，力求各个环节

公开合理有序，确保粮食安全各项政策措施

落到实处。

今年以来，三板桥乡纪委主动履职、靠

前监督，重点围绕涉农惠农政策、农资供应

保 障 、农 技 服 务 提 效 等 环 节 ，采 取 专 项 督

查、日常检查、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深

入基层一线摸情况、听反映，走访各村种植

大户，及时解决群众在农业生产方面遇到

的问题。

该 乡 镇 背 村 种 粮 大 户 贺 珍 委 ，今 年 早

稻种植面积达 580 亩。由于首次种植如此

大面积的早稻，贺珍委十分紧张，乡纪委针

对此情况，多次与她进行沟通联系，帮助解

决她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今顺利

进入收割期，收割机所过之处颗粒归仓，一

派丰收场景。贺珍委告诉纪委工作人员，

目前超过八成的早稻已经收割入仓，现在

正一边抢收，一边翻耕平整稻田，为晚稻插

秧做准备。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及

时向有关部门反馈，要求其限期整改，并适

时开展‘回头看’，切实保障农民切身利益和

国家粮食安全。”该乡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民以食为天，粮为邦之本，粮食生产是乡村

振兴的基础。我们的任务就是深耕监督‘责

任田’，守好群众‘粮袋子’”。 （贺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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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栋栋整齐划一的农家房屋焕新颜；一

个个美如画卷的乡村游人如织……行走在

于都广袤乡村，一幅幅自然和谐、载满乡愁

记忆的田园山水画映入眼帘。

近年来，于都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一

道俯下身子、潜下心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探索实践。近日，在 2022 年度

全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绩考核中，于都县

被评为优秀等次，排名第一。

产业筑基 鼓足钱袋子

水肥一体化降本增效、时令蔬菜郁郁

葱葱、采摘工人挥汗如雨……8 月 10 日，虽

已入秋、暑气未消，一大早，走进于都县梓

山镇潭头村富硒蔬菜大棚，映入眼帘的是

一派繁忙景象。

潭头村党总支书记刘连云告诉记者，这

些年，潭头村以实体经济为主导，引进深圳

市茂雄实业有限公司，打造了万亩富硒蔬菜

产业园，一大批“田秀才”“土专家”应运而

生。“在家门口上班，不仅能照顾家里，每个

月还有 4000 多块钱的收入。”正在和大家一

起打包装车的领班曾红梅告诉记者。

潭头村发展富民产业、充实村民钱袋子

的实践，是于都大力发展富民产业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于都县在大力发展富硒产业上

举措频出，今年全县新增富硒产品认证 22
个，51 家企业取得了富硒产品认证。新增高

标准绿色富硒脐橙示范基地 1 万亩，打造了

两个万亩富硒脐橙示范基地。

聚力农业产业从“输血”到“造血”，为了

增加农民收入，于都全力推动现代农业高质

量发展，铺就了一条条增收致富路，乡村振

兴发展释放出新动能。在黄麟乡井塘村，有

了先进加工设备的加持，井塘杨梅附加值不

断提升；在宽田乡上堡畲族村，今年 1 月，依

托帮扶单位开展的消费帮扶活动，销售富硒

大米 5万斤，实现销售额 43万元。

生态宜居 实现绿色梦

“现在来吃饭的游客太多了，经常忙不

过来。”临近中午，贡江镇红峰村村民高美珍

心里乐开了花。

前年 9 月，搭乘村里打造“五美”乡村示

范点的东风，高美珍拆掉土坯屋，建起了新

砖房，还将自家房屋的一楼改成农家乐，生

意一直红火。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在车溪乡

坝脑村，帮扶单位于都县行政审批局以修复

保护第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为契机，坚持

“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

思路，将红三军团驻扎地旧址修旧如旧，唤

醒红色记忆，构建“多元共建”的“五美”乡村

建设格局，村容村貌焕然一新，2022 年被确

定 为 全 国 第 三 批 红 色 美 丽 村 庄 建 设 试 点

村。在银坑镇平安村，废弃矿山治理实施

后，阶梯式打造红色旅游景点，昔日的包袱

变成了财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于

都县坚持“因地制宜、干群联动、红古绿结

合”，努力实现“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拨

款 5.5 亿元，创建 3 个美丽宜居示范镇、36 个

美丽宜居村庄、6605 个美丽宜居庭院，打造

167 个乡村振兴示范点，一个个美丽乡村变

成了“网红打卡点”。2022 年，于都跻身“风

景独好旅游名县”行列。

文化赋能 增强软实力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于都

县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从一点一

滴 做 起 ，聚 力 打 造 文 明 高 地 ，打 通 宣 传 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让 优 良 的 家 风 家 训 成 为 乡 风 文 明 的

风 向 标 、压 舱 石 ，助 力 夯 实 乡 村 振 兴 根

基。近年来，仙下乡观背村以新时代文明

实 践 站 为 依 托 ，常 态 化 开 展“ 学 红 色 家

史 、传 优 秀 家 训 、树 文 明 家 风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引 领 广 大 村 民 向 善 向 上 。2022 年 ，

观 背 村 党 支 部 荣 获 全 省 乡 村 振 兴 模 范 党

组织称号。

坚持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

融合”，推行“党建+网格化”模式。于都县建

立健全“红色文化+社会治理”机制，创建了

“打铁佬调解”“红色志愿服务”“长征源红色

治理”等一批特色亮点品牌，全县 19 个文明

实践站被评为赣州市三星级站，完成延伸领

域实践点建设 18 个。涌现了谢南京、肖九

林、朱森林等一大批“江西好人”。“环境更美

了，邻里关系更好了，我们村干部的工作也

更好做了。”利村乡下垅村党支部书记胡林

有深有感触地说。

为有源头活水来
——于都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纪实

宋嘉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美春

遂川强化技能培训助力创业就业
本报遂川讯 （全媒体记者董文涛 特约通讯员李书哲）

“职业技能培训课程非常实用，让我迅速提升了就业能力。”

近日，在遂川县一家职业培训学校学习育婴知识的学员涂淑

琴说。今年以来，遂川县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作，

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量身定制电子商务、育婴员、旅游

咨询师等 14 类课程，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

训，提升重点群体职业技能水平，拓宽就业渠道。

为帮助有就业意愿的失业人员更好实现就业，遂川县将

培训课堂送进社区，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学到实用技能。居

住在县城梦想安居家园小区的邱新兰腿脚残疾，行动不便，

她在小区学习了电商培训课程后，坚持每天制作原创内容视

频，一天能赚 200 余元。“现在关注我的网友越来越多，我打算

尝试直播带货，推广家乡的农产品。”邱新兰信心满满地说。

强化专业人才培育，推动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在狗牯脑

茶主产区汤湖镇，茶艺培训课堂开到了田间地头，不少学员

在学习相关知识后，成为旅游业服务人员，助力当地文旅产

业发展。今年以来，遂川县共开办各类培训班 86 期，培训学

员 2236 人。通过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招工 2400 余人次，为灵

活就业人员提供求职招聘、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多项服务，

进一步促进人岗快速匹配。

▶8月 11日，宜春

市袁州区洪塘镇辣椒

迎来收获季，村民抢抓

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8 月 11 日，在兴国县将军馆展厅，“小红星”讲解员正在给

游客讲解红色历史故事。暑假期间，兴国县组织开展“小红

星”讲解员暑期实践活动，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特约通讯员 陈 鹏摄

上半年南昌知识产权两项指标列全省第一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林雍）记者从南昌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南昌发明专利授权量 2283 件，同比

增长 35.89%，占全省 43.8%。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5
件，同比增长 6.18 件。专利授权量和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均位列全省第一。

近年来，南昌重点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制造、汽

车和新能源汽车等支柱产业，大力实施“企业专利清零”“高价

值专利培育”和“发明专利提质倍增三年行动”，破解“卡脖子”

技术难题，知识产权创造数、质量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南昌

接收专利申请1538件，受理1418件，同比增长82%。

▼8 月 11 日，金溪县浒湾镇下陈村冬瓜喜获丰收，村民忙着采收供应市场。

特约通讯员 邓兴东摄

▼8 月 10 日，湖口

县城山镇团山村的康

泉 生 态 产 业 园 内 ，瓜

农正在采收成熟的丝

瓜络。

通讯员 吴 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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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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篁岭晒秋
晒出国际范儿

本报婺源讯 （全媒体记者余燕）云天收夏色，木叶

动秋声。8 月 8 日，以“崖上古村·天地晒场”为主题的第

九届篁岭晒秋文化季开幕式暨首届篁岭海内外网红创

作行在婺源县篁岭景区启动。

这是一次传统与流行相互碰撞的文化盛会。“这是

我第三次来篁岭，一次是春天，一次是夏天，这次是秋

天。这个传统古村落，每个季节都有独特的美，我为此

深深沉醉。”来自美国博主 VVVIP 史蒂文告诉记者。当

天，澳大利亚博主 Amy（中文名：艾米饭）在活动现场举

着自拍杆，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向全球粉丝推介篁岭美景

美食，赢得网友一片惊叹。通过网红镜头下的篁岭晒

秋，向世界传递不一样的篁岭，让这个古村落多了几分

国际范儿。

这是一次景区与游客双向奔赴的狂欢活动。当天，

晒秋歌舞表演、农趣运动会和创意服装秀等一系列精彩

纷 呈 的 主 题 活 动 轮 番 上 演 ，让 游 客 看 得 开 心 、玩 得 过

瘾。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夫妇带着孩子，参加吃西瓜比

赛、丢土豆入筐等农趣运动会项目，玩得不亦乐乎。“活

动很有创意，让孩子体验丰收的喜悦，感受传统农耕文

化的魅力。”张先生说。

据悉，第九届篁岭晒秋文化季从 8 月 8 日一直持续

到 12 月 22 日。其间，晒秋人家赏秋色、古村踏秋寻乡

愁、晒秋美宿枕星空、丰收盛宴贴秋膘和来晒生活创艺

术等五大特色主题产品活动同步上线，吸引国内外游客

深度体验地方特色民俗，沉浸式感受晒秋人家的地域乡

土文化。

婺源篁岭是晒秋文化起源地，也被国内外网红誉为

“中国最美乡愁体验地”。2014 年，篁岭以独特的晒秋景

观成功入选“最美中国符号”，篁岭村也成为中国乡村的

典型代表。

乐安多措并举推进全民健身
本报乐安讯 （谢龙龙 特约通讯员邱志超）乐安县积极发

挥公共体育设施作用，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日”系列主题活动，

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掀起了一轮全民健身热潮。

在滨湖公园，200 余人参加首届 3.8 公里微马比赛；在四

九广场，300 余人参加太极拳展演……近年来，乐安县通过编

制公共设施空间布局规划、制订健身五年行动计划、建立和

培育自发性健身团队与站点、规范和发展社会体育俱乐部与

体育组织等，形成了一套可行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政策

保障体系。目前，该县共有公共体育设施 1377 个，公共体育

场地面积达 80.35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61 平方

米，实现全县乡村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

努力守好群众“粮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