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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9 月 8 日，记者从

“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贯彻落实省委十

五届四次全会精神”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

省民政系统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决策部

署，在养老服务、社会救助保障、基层治理等方面坚

决扛起职责使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民政力量。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形势，持续推进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让老年群体幸福感更可持续。省民政

厅将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重点抓好“两文件一清单”“两项改革一件

实事”，开展“赣鄱红-老有所为”行动，积极引导银

发人力资源参与基本社会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在

城市持续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今年新增 50 家社

区嵌入式养老院，完成 1.2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

庭居家适老化改造。在农村深入推进公办养老机

构改革，推行将乡镇敬老院由县级民政部门直管，

并将空余床位向社会老年人开放。

积极回应困难群众新期待，持续做好社会救助

保障工作，让困难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全省民

政 系 统 将 进 一 步 织 密 兜 牢 社 会 救 助 安 全 网 ，到

2025 年实现农村低保标准占城市低保标准比例不

低于 75%；进一步织密兜牢困境儿童救助保护网，

聚焦优化以孤残儿童为主的儿童关爱服务，推动

儿童福利机构精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全流程提

质升级，做到“一人一档”、分类施策；进一步织密

兜牢残疾群体兜底保障服务网，推进“精康融合”行

动，推动全省 50%以上的县（市、区）开展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服务。

积极适应基层治理新格局 ，持续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效能，让自治主体参与感更加充实。省民政厅将持

续为“五社联动”赋能，推进幸福社区建设，持续创评“幸福

社区”300 个以上，巩固提升城乡社区“365 天服务不打烊”品

牌；积极培育扶持慈善力量，推动慈善组织数量增长 10%以

上、慈善捐赠总量增长 20%以上；深化婚丧领域移风易俗，

推广“请客不随礼”“节俭办宴席”“婚事新办”“丧事简办”

“余事不办”婚俗新风；巩固殡葬改革成果，加快补齐殡仪

馆、公益性墓地等机构设施短板，接续打造 240 个省级示范

性殡葬服务设施。

风定池莲自在香
——追思“老阿姨”龚全珍

本报全媒体记者 尹晓军 刘启红

这是龚全珍的人生长度：寿至期颐，满满一个世纪，堪

称人瑞；

这是龚全珍的人生高度：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全国

三八红旗手标兵、“感动中国”2013 年度人物、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全

国模范退役军人、“最美奋斗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

进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接见她，亲切地称呼她

为“老阿姨”；

这是龚全珍的人生宽度：她是开国将军的夫人，却从

不以将军夫人自居，而是淡泊名利，坚守“发上等愿、享下

等福”“就平处坐、向宽处行”的人生准则；

这是龚全珍的人生厚度：多年来，她以丈夫为榜样，全

心全意投入山区教育事业，并倡议成立了龚全珍爱心救助

基金会，倾力捐资助学、扶贫济困；

这是龚全珍的人生广度：离休后的数十年里，她离职

不离岗，坚持深入群众，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 1000 余场；

耄耋之年还建立“龚全珍工作室”开展红色教育，以自己的

言传身教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晴川历历音容在，莲江绵绵不了情。

9 月 2 日，当龚全珍逝世的消息传遍罗霄山脉环抱之

中的莲花县，她的光辉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提起，她的光荣

事迹一次又一次被记起。

岁月流金，龚全珍身上所蕴含的精神力量，不曾黯淡、

不曾消磨。特别是她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潜移默化中激

励后人传承家风，在敬终如始中鞭策后人践行家训，成为

一道别样的风景。

这道风景，如风荷正举，香远四溢。

遗 产

对于龚全珍的女儿甘公荣来说，妈妈留给她一家最宝

贵的财富，莫过于两本名为《龚全珍日记选》《我和老伴甘

祖昌》的书籍。

在送给曾外孙的这两本书上，龚全珍用毛笔写下谆谆

嘱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学习甘祖昌、书写甘祖昌、宣讲甘祖昌，是龚全珍作为

老伴，在将军农民甘祖昌去世后心心念念并躬身践行的

“宏伟工程”。

“有官不做当农民，有福不享爱劳动，毫不利己专利

人。”龚全珍这样评价甘祖昌，“祖昌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

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他

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永远激励我前进。”龚全珍在日记中

写道：“祖昌一心一意为革命，前 20 多年为解放事业奋战，

后半生为建设家乡出力，他共产主义的高风亮节是不会死

的，他将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当有人揶揄：“甘祖昌苦了一辈子，不值。他还叫崽女

务农，真是糊涂。”龚全珍便会立即反驳：“他的物质生活虽

然简朴艰苦，但精神上却十分丰盈充实。”

当有人质疑：“我不相信你没有储蓄，甘将军没有遗

产？”龚全珍却从不争辩。事实上，甘祖昌去世后火化，骨

灰曾放在沿背村老屋内达 11 年之久，最后是一众亲属集

资才终于安葬。为了处理父亲的后事，甘公荣曾提议：“暂

时有困难，我们可以先借，以后有钱再还上。”

两袖清风，一生廉洁。这是甘祖昌留给老伴龚全珍及

其子女的精神遗产。相濡以沫 33 载，甘祖昌的精神已然

一步一步教化并最终同化了龚全珍。言及跟随甘祖昌回

到莲花县沿背村，她说：“我一点也不后悔。虽然我没有得

到物质上的享受，我的精神生活却是很丰富的。作为他的

妻子，我得到了很多荣誉，我觉得光荣。”她表示：“我和祖

昌结合，老年在他的光环照耀下，增添了很多光彩，这是我

的幸运，应当十分珍惜，学习祖昌的精神，多做有益于人民

群众的事。”

以甘祖昌为镜鉴，龚全珍决心以实际行动关心老人，

热爱孩子，为培养孩子们茁壮成长奉献自己的一切。她在

日记中表明心迹：“我跟着祖昌选择了这条物质生活清贫、

精神生活丰富的道路，而且要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到底。

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

遗 风

将军夫人，是龚全珍的“显赫”头衔。然而，这样的头

衔，她一次也不愿使用。

1999年 10月 6日，龚全珍搭乘便车从南昌回萍乡。到

了萍乡，当地领导又想用小车送她回莲花，但龚全珍觉得

用公车送她一个人不合适，坚持搭乘公共汽车。没想到这

辆车刚发车不久便滚下 10 多米深的河岸，造成多人伤亡，

她也被摔入河中，以致全身青紫、疼痛难忍。事后有领导

自责：“你没出大事，真是全县人民的幸福。”闻听这句话，

龚全珍还感到十分羞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莲花县有一条针对离休干部的

政策：不住公家的房子，就可以领取 2000 元的修理费。当

时有很多人领了，龚全珍却没有开口说、伸手要。

尽管是“红二代”，但在甘公荣的印象中，一家人从不搞

特殊，也从未享受过特殊待遇。少年时，她和当地的农村孩

子一样，打赤脚、扯猪草、捡猪粪、放牛、喂猪、养鸡鸭……特

别是在大队集体劳动时，甘祖昌要求子女“出工走前面，收

工走后面”。“长大后我才明白，这是爸爸从小就在给我们

灌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思想。”甘公荣动情地说。

甘公荣记得，有一年春节，她想买一件新衣服，龚全珍

不肯，小小年纪的她便闹了起来：“人家都有，为什么我不

能有？”到最后，甘祖昌也心疼，用商量的口气说：“老龚啊，

你把那床缎子被面拆下来，给公荣做件新衣吧。”龚全珍则

趁机给甘公荣上起了思想政治课：“以后要记得，衣服能穿

就行，要做到勤俭节约。”

龚全珍有一条穿了 9 年却无一处破损的黑色尼龙裤，

本想“相伴一生”，但在一次回山东老家时不慎丢失，让她

难过了好几天。

有一次，同事向龚全珍介绍了用牙刷把补盆、碗的技

术，她立马动手试验，发现效果果然不错，在 5 分钟内补了

一个盆、两个碗，倒上水一点也不漏，觉得“这真是个省钱

又省时的好办法”。

龚全珍有一双穿了近三年的鞋子，由于褪色的原因，

像没洗干净。同事劝她丢掉算了。龚全珍不以为然：“穿

在脚上舒服，又没破，为什么要丢呢？”

这一点一滴，龚全珍做得那么自然。甘公荣由衷地认

为，爸爸妈妈没有给他们的子女后代造一座金山银山，仅

是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勤俭节约的家风留给了他们。

遗 愿

尽管难掩悲痛、身心交瘁，甘公荣仍强打起精神：“等

把妈妈的后事办完，我马上去完成她的遗愿，把她最后的

收入作为党费，上交给党组织。”

11513.7元。这是龚全珍最后一笔党费的金额。

这个数字，像一颗跳动的红心，流淌着滚烫的热血。

很早以前，龚全珍已然看淡生死，并多次在日记中写

下遗嘱：“我是一个公民，一名共产党员，死后一切从简，不

需任何仪式。死后火化，骨灰撒在玉壶山上，不要坟，不要

碑，不必麻烦亲友吊唁。”

即便是在住院期间，龚全珍只要大脑清醒，便会央求

甘公荣：“我占了别人的床铺。我没有病，我要回去。”

不愿麻烦组织，却又心系组织、心系群众，这是龚全珍

的一贯品格。

她曾认为，甘祖昌没为儿女做什么，但他所致力的事

业是为大家的儿女造福，自己的儿女也在其中了。

龚全珍曾自责：进入老年后，特别是祖昌去世后淡忘

了追求，特别是近年来有等待回归自然的想法，所以暮气

沉沉，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感到惭愧。为此，她自我警

醒：“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怎

能没有追求呢？应彻底清除年老万事休的思想，严格要求

自己，不断奋发图强，走出家门联系群众，为党的事业做点

滴工作。”

龚全珍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她觉得，养老金

是党和人民给的，除生活必需开支外，应当尽量多地回报

给党和人民，不应斤斤计较。有一年春节，她从家里拿了

一床羽绒被和被面，并动员亲友捐赠了一些衣物，一起送

给当地困难户老胡，还要求对方保密，担心“声张出去不

好”。还有一次，为了救助一名叫润娇的女子，龚全珍把仅

有的存款拿了出来。她告诉对方：“钱以后还能有，生命只

有一次，救人要紧。”

龚全珍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国家条件好了，要人人都

幸福，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她多次表示，要多为社会、多为

别人做有益的事。“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几年，我只知道要珍

惜生命的每一天，要笑脸对生活，对每一个人。虽然我的

力量是多么小、多么微弱，但我要尽力而为。”

在龚全珍身上，女儿甘公荣、甘仁荣看到了一种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此后，她们又顺理成章地把这种

境界延续到自己身上。甘公荣的儿子金峰告诉记者，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妈妈就曾长期资助一名贫困学生，每个月

给他 100 元生活费。有一年，妈妈给那名学生买了新衣

服，却没有给自己儿子买，后来为了安慰他，才到市场上买

了一件廉价衣服作为补偿。

遗 憾

8 月 8 日，《新建长沙至赣州高速铁路江西段施工图审

核招标中标结果公示》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项目

离全线正式开工又近了一步。全线 11 个车站，其中莲花

东赫然在列。

长赣高铁项目的落地，与“老阿姨”龚全珍从中促成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甘公荣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时，病

中的龚全珍连声说道：“好！好！好！”

“我答应过妈妈，等长赣高铁开通了，我要带她坐着高

铁到几个红色老区走一走，看一看。可是，妈妈走了，我再

也不能兑现承诺了。”甘公荣泣不成声。

这是一种痛彻心扉的遗憾。这遗憾里，深深包含着龚

全珍经久不灭的家国情怀。

莲花县是革命老区。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龚

全珍总是开动脑筋，积极建言献策。

她曾建议在莲花县开展养獭兔活动，并建议兽医站要

学会防疫治病，羽绒厂要学加工皮革制品的工艺，“这样就

地生产、加工，獭兔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她对职校的领导说：“应拓宽科目，增加种植业，为科

技种田培养人才。”

她向基层乡镇党委书记提出，栽种新品种木梓，“是造

福子孙的好事大事”。

她积极参与“希望工程”，号召广大关心少年儿童的人

奉献爱心，为孩子们做实实在在的事。

龚全珍在日记中郑重写道：“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

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这是我活着的唯一宗旨。”

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的同时，龚全珍同样为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而欢欣鼓舞。“我深深地被震撼着、

激动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骄傲！作为一名党员多么光

荣！我要为祖国奉献出一切！”

诚哉斯言。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大局观”，更是一位

共产党员的“实践观”。未来，我们的祖国将以一个更加繁

荣昌盛的样子，告慰她！

遗 志

33 年执子之手，龚全珍深知甘祖昌的品性。她说：

“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祖昌一生就是按照这 8 个字做的。

这 8 个字是精神财富、无价之宝。孩子们应当继承他的这

种革命遗志。”

龚全珍继承老伴的遗志，确立了生活的目标：一是为

孩子服务，关心他们，理解他们，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上的困

难，使他们快乐地成长；二是为老人服务，为他们做力所能

及的事；三是写好《我和老伴甘祖昌》，不为名不为利，只为

准确地讲好一名老红军战士为党、为人民奋斗一生的事迹。

这三件事，龚全珍一件一件做了，而且做好了。甚至

为了扫除自己身上的“懦夫懒汉思想”，她不断鞭策自己把

毕生精力投入革命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哪怕是在病中，龚全珍仍牵挂着救助对象。当精神不

错时，她便催促甘公荣：“要早点安排时间走访，把困难群

体搞清楚，把救助金发放到位。”

自省、低调、务实，这是甘祖昌、龚全珍的共同语言、统

一行动。甘祖昌告诫子女孙辈最多的一句话是“要挑老红

军的担子，不能摆老红军的架子”。龚全珍告诫子女孙辈

最多的话语是“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工作要根据自

己的能力，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

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能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

祖辈的遗训、遗志，已然渗入甘家人的骨血。

甘祖昌的孙子甘军，在部队先后获得 3 次“优秀士兵”

称号。回到地方后，他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工作。在单

位，甘军向组织和领导隐瞒了将军孙子的身世，从不借此

沾光；隐瞒了残疾军人的身份，从不向组织提要求。直至

2010 年，萍乡市民政局因要建甘祖昌雕塑到其单位找到

甘军，单位领导才知道他是将军的后代。曾有同事好奇地

问他，为何要隐瞒这两个秘密？一手由龚全珍带大的甘军

解释道：“奶奶一直嘱咐我们，不要因为是将军的后代而炫

耀自己的家世。我们的身份没什么特殊，但更有一份特殊

的责任，就是要把将军的精神传承下去。”

远在贵州工作的甘晶也是孙辈中的一员。他至今仍

把“始终保持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在单位，甘晶带着一支 60 多人的团队，为攻克航空发动机

的技术难关加班加点。“在工区，很少有人知道我是龚全珍

的孙子。”

龚全珍爱荷、敬荷。她用如诗之笔赞颂：“残荷，它虽

失去夏日的风采却坚持挺住，不怕秋风的袭击。它要把最

美好的东西留给莲藕，当人们挖出一担担洁白的莲藕时，

它才倒下。它奉献了一生，人也应该有这种精神。”

点点离人泪，更作荷心万点声。此刻，斯人已逝，荷缘

未了。倘若菡萏有情，终与“老阿姨”的高洁相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晖）9 月 4 日，赣州美谷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完成我省首笔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

电 子 支 付 ，全 程 用 时 仅 30 秒 ，标 志 着 江 西 跨 境 电 商 零

售进口税款进入“秒支付”时代。同日，赣江新区海关、

九江海关、吉安海关、龙南海关均实现跨电零售进口税

款线上支付，突破了传统的线下缴税模式，提高了办事

效率。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电子支付功能上线后，电商企

业可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平台，

使用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足不出户实现跨境电商缴款书

的在线支付、自动核注，缴税时间从以往的按天算压缩到

按秒算，让信息“跑网路”代替了企业“跑马路”，进一步为

跨境电商企业通关减负提效。

近年来，为助力江西跨境电商产业加速跑，南昌海关

积极推广“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商品条码应用”等政策。此次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

电子支付成功落地，是南昌海关服务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

的又一重大利好政策。

江西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支付实现“读秒”办结

我省出台税收优惠政策
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殷琪惠 实习生郑翀）9 月 5 日，记

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我省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落实支持重

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明确我省支持重点

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限（定）额标准，将我省重

点群体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依次扣减相关税费国家限额

标准由原每户每年 1.44 万元提高为 2.4 万元，并且将政策再

延长两年。

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或

《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

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年（36个月）内按每户每年 2.4 万元为限

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企业招用脱贫人

口，以及在人社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

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与其签订 1 年

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

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 年（36 个月）内按实际招用人

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地 方 教 育 附 加 和 企 业 所 得 税 优 惠 。 定 额 标 准 为 每 人 每 年

7800元。

重点群体是指纳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在人社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

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度内高校毕

业生。此项政策的出台，将最大限度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

用，鼓励和支持全省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应届毕业生、登记

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巡演走进南昌
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黄锦军）由 省 委 宣 传 部 、省 文 明

办、省文联主办的“新时代 新风尚”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巡

演，9 月 8 日晚在南昌八大山人梅湖景区举行，这是全省巡

演首场演出。

主办方从演出节目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精心打磨、创

作，编排了一台集音乐、舞蹈、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原创

文艺节目，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引领新风尚，弘扬时代新

风。歌舞《幸福红》拉开了演出的帷幕，瓷乐说唱《移风易俗

树新风》、魔术短剧《乡村直播》、快板《袖珍村医》、女声独唱

《你好 老区》、评书《最美婚纱照》等 10 个节目轮流上演，获

得观众阵阵掌声，演出在全体演员大合唱《新时代 新风尚》

中结束。

在演出现场，主办方同时举办了《倡导移风易俗 弘扬时

代新风》江西省主题漫画、摄影创作流动展，通过漫画、摄影

作品宣传移风易俗新风尚，弘扬新风正气。

龚全珍与刘仁堪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特约通讯员 贺治斌摄

9 月 9 日，由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联合举办的第六

届湘鄂赣皖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在南昌市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区开幕。该展览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全媒体记者 田 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