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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科技信息化建设，精准打击路面

严重违法，有效净化全省高速通行环境；

创 新 推 出“ 三 色 管 理 、三 级 共 享 、三 方 共

治”工作法，实现对道路风险隐患排查治

理的全覆盖、高效化；高速公路平安服务区

建设，让出行群众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今年以来，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

聚焦风险难题、关注民生民情、守护平安

建设，一体推进各项重点措施落地落实。

破解难题，推动风险隐患
治理见成效

“沪昆高速梨温段，是我省流量最大

的高速之一，开通近 20 年，货车占总通行

车 流 量 的 近 七 成 ，道 路 逐 渐 出 现 路 况 老

化、事故高发、通行率低等趋势。”省公安

厅高速公路公安局直属五分局局长余治

方介绍。

针对路面日益突出的风险隐患，该分

局积极探索，创新推出“三色管理、三级共

享、三方共治”工作法，通过地图导航平台

对道路隐患点位的可视化管理，运用数据

互联互通，实现交警、路政、业主三方对路

面风险隐患的共享共治，以周、月、季度为

节点，“一路三方”联合治理、共同推进。

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从高速公

路风险隐患治理作为切入口，什么问题突

出就解决什么问题，不断推动主责主业发

展。截至目前，全省高速交警共排查道路

隐患 1592 处，推动治理 1407 处，整改率达

88%。其中，纳入省级督办的隐患 14处，采

取“一点一策”推动精细治理；没有纳入省

级督办的 1578处，已治理 1403处。

优化环境，便民服务与安
全管理齐头并进

“师傅别担心，我们帮你。”7 月 28 日上

午，在福银高速抚州路段处，一辆满载西

瓜的小货车发生故障，停在路边。原来驾

驶员是一名瓜农，想赶在台风暴雨到来前

将西瓜运到市里售卖。得知情况后，民警

随即帮助司机进行处理。

目前，全省高速公安机关积极联合属

地相关职能部门，开辟了鲜活农产品义卖

绿色通道、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绿色通道和

事故伤者救助绿色通道，从细微处全方位

服务广大司乘人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全省高速公安机关针对通行辖区的

高频客货运车辆逐车筛查、逐一建档，通

过建立“高频重点车辆微信服务群”，实现

宣传提示、安全监管、收集意见建议的全

方位服务功能，搭建起全省高速公安为民

服务的信息前沿主阵地，不断推动便民服

务与安全管理齐头并进。

守护平安，以“家”的理念
服务民生

高速公路服务区偷盗燃油案件一度

频 发 ，让 货 车 司 机 苦 不 堪 言 。2021 年 12
月，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正式接管全

省高速公路治安管辖权后，第一时间向偷

盗燃油违法犯罪行为正式“亮剑”。

该局迅速成立工作专班，实行高地联

战、并案侦查，一举打掉数个长期在江西

省高速公路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与此

同时，进一步健全打防并举、以打促防工

作体系，实现了由年均 400 余起到目前“零

发生”的显著改变。

以“家”的理念服务民生，凸显了温情

温暖温馨。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坚

持把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平安建设作为

重大民生实事，建立民生项目清单，推出

“两室一亭”全覆盖建设、偷盗燃油等违法

犯罪“零容忍”打击、执法服务机制系统性

优化、治安防控信息化全方位提升等 4 项

具体举措，着力将高速公路服务区打造成

群 众 出 行 的 温 馨 港 湾 。 截 至 目 前 ，全 省

110 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全面落实“全天

驻警、一日三巡、动态管控、快反快处”治

安勤务机制，完成新建标准化警务室 40 余

处，重点场所视频覆盖率达 100%，所有警

务 室 均 按 要 求 配 备 了 简 易 修 车 工 具 、电

瓶 连 接 线 、防 暑 降 温 药 品 等 便 民 设 施 和

物品。

2023年“赣鄱俊才·双高项目”
申报工作启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为进一步加大我省高层次

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为打造“三大高地”、实

施“五大战略”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近日，我省启动了 2023 年

度赣鄱俊才支持计划——高层次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项目人

选申报工作。

“赣鄱俊才·双高项目”是省委人才办、省人社厅在原江西

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基础上进行优化后制定的一项新的省级人

才工程。目标是从 2021 年起，面向全省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

人才，每年选拔培养 100 名左右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起骨

干核心作用的中青年领军人才，并通过中青年领军人才团队

培育聚集 1000 名左右核心团队成员，在全省范围构建一支层

次分明、有序衔接、梯队合理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队伍。

据悉，2021 年、2022 年已选拔 2 批 196 名江西省高层次高

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人选。今年的“赣鄱俊才·双高项目”

重点围绕我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

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数字经济、乡村振兴、鄱阳湖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湘赣边区

域合作示范区等重大战略和关键核心技术开展，注重向从事

基础前沿研究人才倾斜，向支撑企业自主创新的研发型人才

倾斜，向基层一线人才倾斜，向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技术

开发区、工业园区倾斜。

为困难女学生发放助学金
本报吉安讯 （通讯员彭慧群、刘任）8 月 24 日上午，吉安

县妇联举行 2023 年“春蕾计划·梦想未来”助学金发放仪式，

为 30 名家庭困难的女学生发放助学金 6 万元。其中，2023 年

中考生 14 名、高考生 16 名。发放仪式上，受助学生表示今后

将刻苦学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努力学好知识和技能，以

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

用脚步丈量民情 用实干赢得民心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邵 平

多措并举助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 通讯员张红梅）为进一

步增强社会组织发展动力，近年来，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多措并

举，持续增强社会组织认同感、归属感，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摸清社会组织基本情况，依法登记各类社会组织 73
家、党员 295 名，明晰社会组织基本情况。按照地域相邻、行

业相近、规模相当、便于管理的原则，单独组建党支部 5 家、联

合组建党支部 68家，着力提升党建工作覆盖质量。

为搭建与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沟通桥梁，湾里管理局社

会事务办常态化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了解企业诉求，全力

协助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先后为各类社会组织发放

补助资金共 234万元，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后续动力。

湾里管理局积极培育扶持扎根基层的社会组织，已建成

镇（街、处）社会工作服务站 7 个，吸纳社工服务专业人员 42
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投入 217 万元购买社会组织专业

服务，将培育的社会组织有效嵌入基层治理工作中，提升社会

组织活力。

“老卢，我家大门的锁坏了，经常打不开，请你帮忙

修一下吧。”

“好的，你别急，我一会儿就过去。”

8月 6日上午，卢泗生的店面刚开门，一名村民就急

匆匆进来。忙完手上的活，卢泗生拿起修锁工具，骑上

电动车直奔村民家中。

卢 泗 生 今 年 63 岁 ，是 高 安 市 相 城 镇 一 名 退 伍 军

人。20 年前，卢泗生凭着在部队学到的手艺，在当地开

了一间修锁铺，他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只要是家里困难

或者年纪大的人，修锁一概免费。

“部队一直教导我们要发扬雷锋精神，我一直记在

心里，平时谁有困难，我都会尽力帮忙。”卢泗生说。

没过多久，卢泗生的名声在镇里慢慢传开，谁家锁

坏了，谁家没带钥匙，都会想到他。如今，尽管卢泗生

的店面已转型为门窗生产加工，但在他的工具箱里，一

直都保留着修锁、开锁工具。

前不久，卢泗生正在外面谈业务，突然接到一个

电话。“老卢，我刚刚出门拿东西，忘带钥匙了。厨房

里 正 在 炖 汤 ，而 且 小 孙 子 也 在 房 间 ，很 危 险 ，你 赶 紧

过来帮一下我。”相和园小区一名残疾居民焦急万分

地说。

情况十万火急，卢泗生立即赶过去，不到两分钟就

把锁打开。此时，厨房已经冒起浓烟。“太谢谢你了，再

晚一点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该居民感激道。

2021 年，为加强群防群治，相城镇着手组织一支义

警队伍，镇领导首先就想到卢泗生。“虽然我比较忙，但

作为一名老兵，能够为当地平安出一分力，我非常乐

意。”卢泗生没有多想，很快便成为一名义警。

“作为一名有 41 年党龄的老党员，又是退伍军人，

不论是修锁，还是义警工作，只要党和人民有需要，我

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卢泗生坚定地说。

“累了吧，我来背你上去。”初秋的一个下午，在分宜

县城区的一栋居民楼里，妻子黄丹霞轻声对丈夫钟涛勇

说道，然后麻利地将他背起，缓缓爬上六楼回到家中。

2018 年，钟涛勇患上安卡相关性血管炎及间质性肺

炎，引起肺部损伤，爬楼梯都会引发呼吸困难、头晕乏力

等 症 状 。 他 告 诉 记 者 ：“ 患 病 至 今 花 了 十 几 万 元 医 药

费 。 这 些 年 ，家 里 大 大 小 小 的 活 ，都 要 妻 子 一 个 人 来

扛。”言语间，他对妻子满是愧疚和怜爱。

爱，是两颗心灵的守护。2008 年，钟涛勇在广东打

工时，认识了梅州姑娘黄丹霞，两人相识相恋，步入婚姻

的殿堂，并生下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家庭幸福美满。

然而，好景不长，钟涛勇患病后，夫妻俩不得不辞去广东

的工作，回到分宜治病，黄丹霞一边工作，一边悉心照顾

丈夫和家里的老人小孩。

“有人劝我离开，但我看中的是他的人品。”黄丹霞

说，“现在他生病了，我更不能离开他，要好好照顾他。”

“病情就像风一样，捉摸不定。”钟涛勇长期服用激

素药物，有时药效一过，血管里仿佛有蚂蚁在钻，非常难

受。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又担心自己拖累了家人。妻

子总会陪伴在他的身旁，用手抚摸着他的后背，暖心安

慰他：“最难熬的日子都挺过来了，现在病情稳定了，两

个孩子也健康成长，我们要更加好好地生活。”温暖的言

语，像冬日里的阳光，驱散了钟涛勇心中的阴霾。

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钟涛勇自学了手机维修技

能，并在家附近的手机卖场找到一份修理智能手机的工

作。妻子为了方便照顾他，从城郊工业园的一家工厂辞

职后，也到手机卖场工作。“这样方便中午给他送饭，下

午下班后一起回家，相互有个照应。”黄丹霞说道。

乡村爱心锁匠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唯有陪伴最长情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

又到黄桃采摘时。在萍乡市湘东区广寒寨乡官溪

村，游客或驻足赏景，或采摘黄桃，悠然自得。近年来，

广寒寨乡加快培育“一村多品”特色产业，为群众铺就产

业发展致富路。

官 溪 黄 桃 是 2018 年 从 湖 南 炎 陵 引 进 的 极 品 品 种

“锦绣黄桃”，目前种植面积约 50 亩。“这里光照充足，昼

夜温差大，土壤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产出的黄桃色泽

诱人、果香浓郁、清脆爽口。”在官溪村黄桃种植基地的

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将采摘下的黄桃打包、称重、

装箱，一片繁忙景象。今年，该基地预计产黄桃 1.5 万

公斤。

江山村有 2.8 万亩山林，其中 1.5 万亩是竹林，年产

竹笋 500 万公斤。该乡因地制宜，发展以江山竹笋厂为

代表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将江山竹笋、高山蔬菜等土

特产品融入“广寒味道”品牌中，统一推广销售。从上游

竹笋、竹子原料采集，到下游竹笋、竹制品加工，该村延

伸生态产业链条，做足“竹文章”。目前，该村有 300 余名

村民参与竹产业链。

三十六湾稻鸭米是湘东区的“明星”产品，通过稻鸭

共养模式产出的富硒香米，在萍乡市场颇受欢迎。“我们

的米质优味美，在高端市场反响很好。今年我们种植了

300亩水稻，预计可产大米 10万公斤，每公斤富硒香米能

卖 32 元，产值可达 300 多万元。”三十六湾稻鸭米负责人

高小年喜滋滋地说。

据介绍，近年来，广寒寨乡因地制宜、深入挖掘特色

产业，培育个性化、特色化拳头产品，通过盘活现有资

产、开发乡村旅游、发展特色农业等举措，多途径增加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目前，该乡已拥有塘溪红薯粉、江山

竹笋、郊溪富硒藤茶等一批产业，今年上半年，该乡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总量达 50万元。

打好特色牌 铺就致富路
刘丁溦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高空竞技

近日，南昌洪州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吊臂挥舞、焊花飞

溅，中铁大桥局建筑工人们抢抓工期，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

提下，快速推进项目。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8月23日，

2023 年全国滑

翔 伞 定 点 联 赛

（江西赣州站）在

南 康 区 开 幕 ，来 自

全国各地的 85 名滑

翔伞运动员在这里竞

逐蓝天、尽显英姿。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助老食堂温暖老年人
本报吉安讯 （全媒体记者刘之沛 通讯员谢根秀）“不用

自己动手，一天三餐都可以在食堂解决，再也不用担心做饭的

问题了。”近日，家住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铁路社区的廖大

爷对社区新开办的助老食堂赞不绝口。

让廖大爷更满意的是，社区党支部积极引导社区老党员

成立了食堂管理委员会和监督管理委员会，经常就助老食堂

的收入支出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总结，确保助老食堂规范、健康

运营。“这里的伙食讲究营养搭配，三菜一汤，有荤有素。”廖大爷说。

社区党支部书记秦文翔告诉记者，居民有需求，社区有平

台，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办好了这件难事。“社区下辖6个小区，留

守、空巢老年人较多，群众对于打造社区助老食堂有迫切愿望。”

据介绍，青原区聚焦老年群体用餐难问题，积极探索“党

建引领+爱心互助+自力更生”运行机制，促进助老食堂规范、

健康、可持续发展，极大提升了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