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侯侯
艺松艺松 通讯员刘兆春刘兆春）“以前

为 了 谋 生 ，我 们 要 到 外 地 打

工，现在家门口就有工作，生

活越来越幸福！”9 月 12 日，会

昌县右水乡村民郑丽萍向江

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

频道表示。为促进脱贫人口

等就业困难人员就近稳定就

业，今年 1 月，右水乡不断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引 进 江 西 博 隆

体育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入驻

闲 置 厂 房 ，建 成 就 业 车 间 。

据 了 解 ，该 企 业 是 一 家 主 要

生产足球、排球、橄榄球的中

外 合 资 的 体 育 用 品 生 产 企

业。村民可免费参加企业的

技 术 培 训 ，培 训 结 束 即 可 按

技术熟练程度分配岗位。目

前 ，该 企 业 带 动 周 边 村 民 就

业 70余人。

就近工作 村民幸福满满

村民在家门口务工。
通讯员 刘兆春刘兆春摄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陈陈
璋璋）“这里的菜不贵，选择多，

口 味 我 也 喜 欢 ，是 适 合 我 们

老年人的社区食堂。”近日，

南昌市青云谱区徐家坊街道

锦 联 社 区 幸 福 食 堂 成 立 ，赢

得老人们一致欢迎。该食堂

面积 320 平方米，配备 9 名工

作人员，可容纳 50 人同时用

餐。

据 悉 ，锦 联 社 区 常 住 居

民 中 老 人 较 多 ，每 天 买 菜 做

饭 不 方 便 。 为 此 ，该 社 区 食

堂以老人为服务群体，每餐 6

元左右，有 6 至 10 个菜品，还

可安排专人或志愿者提供免

费 送 餐 上 门 服 务 ，切 实 解 决

了 社 区 居 家 老 人 最 迫 切 的

“三餐热饭”难题。

社区食堂 吃出安稳晚年

老人在社区食堂吃饭。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璋陈璋摄

为民解忧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付付
强强）“我们在基地除草、施肥、

管护树苗，月工资 3000 元以

上 。 到 了 年 底 ，还 有 数 万 元

分红。”日前，新干县神政桥

乡庄上村村民李茶英告诉记

者 ，江 西 桔 鼎 果 业 有 限 公 司

以“企业+基地+农户”方式入

驻 后 ，200 余 名 村 民 从 中 受

益 。 在 此 基 础 上 ，新 干 县 纪

委监委将乡村振兴等纳入年

度 监 督 工 作 重 点 ，围 绕 果 业

政 策 落 实 、产 业 项 目 资 金 使

用发放等重点环节，组织纪检

监察干部深入基层精准监督，

为当地果业发展开出“良方”，

助力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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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党
报帮你办”抖音号
和今日头条号。你
有投诉困难，我们
帮办帮问。

旅游住宿不应“逢节猛涨”
侯艺松

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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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徐黎徐黎
明明）“这场活动不但提升了孩

子 的 法 律 意 识 ，还 给 困 难 儿

童送去爱心物资。”近日，新

建区恒湖垦殖场不少学生家

长 向 江 西 新 闻 客 户 端“党 报

帮你办”频道反映，该区知联

会成员前往恒湖垦殖场给孩

子 们 上 了 一 堂 安 全 教 育 课 ，

向 学 校 捐 赠 学 习 用 品 ，并 通

过 多 媒 体 展 示 、案 例 讲 解 的

方式，运用法律知识小问答，

与 孩 子 们 开 展 互 动 ，帮 助 他

们提升反诈意识。

安全教育 提升反诈意识
公益活动

给孩子发放文具用品。
通讯员 陈敏陈敏摄

乡村振兴

精准监督 护航果业发展

纪委干部深入走访果业企业。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付强摄

就业创业

邮箱：307237420@qq.com
微信号：307237420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9 月 15 日 10 时 20 分，一堂历史文化

特色课，在位于樟树市临江镇的清江中学

高三 9 班开讲，受到了学生广泛好评。这

是该校打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的积极探

索，适应新时代发展和提高学生文化素

养，增强文化自信的有益尝试。

临 江 镇 ，古 称 临 江 府 ，因 临 赣 江、袁

河、萧江，水陆交通发达而得名，曾下辖清

江（今樟树市）、新淦（今新干县）、新喻（今

新余市渝水区）、峡江共 4 县，系我省古代

四大名镇之一。

“公元 1021 年，北宋真宗天禧五年，一

阵婴儿的啼哭声划破了江西这座古镇的

寂 静 ……”随 着 该 校 严 乐 天 老 师 生 动 讲

述，临江镇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跃然纸上。

《清江县古迹志》记载，因王安石之父王益

时任临江军判官，故其子王安石生于此，

后人将其出生的房屋称为维崧堂。“维崧

堂是在现在临江镇哪个地方？”对于学生

提出的疑问，严乐天如数家珍——维崧堂

即现在的樟树市临江镇江西省荣军医院

内，同时也是清江中学的旧址所在地。

临江，不仅是王安石的出生地，更是

众多古代文人向往之地。宋绍圣元年，

苏轼在临江小住一段时光，其弟苏辙在

瑞州府（今高安）任职，相距不到百里，经

常一起吟诗作对；明代文学家解缙乘舟

路过临江镇，以诗歌记景：风挟钟声过渡

口，月移楼影到江心；南宋理学家朱熹对

临江府亦情有独钟，写下“千里烟波一叶

舟，三年已是两经由”的句子。除了千年

诗篇和历史故事，临江镇还有许多名胜

古迹。清江中学校长唐榕介绍，在学校

隔壁的府前街与县前街交会处，巍然屹

立 着 一 座 醒 目 的 明 清 建 筑—— 大 观 楼 。

大观楼的基座由明代的青砖建立，三重

飞檐、卯榫木质结构，内无一颗钉子，系

我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省唯一一

座现存完好清代府衙大门。同时，600 余

年历史的万寿宫青石门壁、赤雕木花、翔

禽浮雕图案工艺精湛、栩栩如生，再加上

吟香书屋、清江户局、中洲试馆等古迹名

胜环绕学校，这给开设历史文化特色课

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教学安排，该校为全校 3100 名学

生开设了这堂古府文化特色课，定在每周

一下午第四节开讲，每周课程都不一样，

有“你喜欢古府文化吗，为什么？”的讨论

课、古府文化历史知识竞赛、古府文化历

史人物评述、古府文化历史故事演讲、怎

样学习研究古府文化等课程，并组织学生

前往实地探访、讲解等方式，让临江镇一

个个历史故事、古迹名胜“活”起来。

为了更好地传承家乡文化，临江镇政

府在清江中学附近建起了占地面积 4800
平方米的临江镇文博馆，设有古府文化、

古陶文化、中医药文化体验区等。自该馆

开办以来，便成为学生感受家乡文化，培

养热爱家乡，尊重文化意识，开阔学生视

野的研学基地。

日前，清江中学的学生陆续来到该馆

体验陶瓷拉坯。在机器的转动下，一个个

活灵活现的泥塑在一双双精巧的手中成

型，有的被做成了碗碟，有的则被做成了

陶罐……同时，现场解说员介绍，1973 年，

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出土了原始瓷、陶

器、石器等 5000 多件文物，有力否决了“商

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听到这些，学生

们连连称赞，为家乡的灿烂历史文化感到

骄傲与自豪。

让古府文化“活”起来
◀古

府文化特
色课让学
生听得津
津有味。

本报全媒

体记者

付强付强摄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种旅游计划也被安排起来。然
而，不少网友表示，节假日期间，各地酒店涨幅离谱，导致不少
人的旅行计划因为“酒店刺客”而搁置。

假期的住宿需求旺盛，涨价是正常现象，尤其是近两年疫
情对酒店业冲击较大，经营者希望增加营收改善处境。因此，
节假日酒店价格稍贵可以理解，但不能无节制涨价或坐地起
价，毕竟对于学生和普通收入群体来说，经济实惠的酒店才是
民众需求。

其实，对于酒店而言，住宿不是一锤子买卖，如果“逢节猛
涨”且涨得离谱，会打击百姓的旅游热情，尤其是经济、平价型
酒店，更要明确自身定位，如果一味追求高价，服务质量又没跟
上，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更不利于酒店长久经营。

旅游住宿经营要顺应文旅发展趋势，就应做到尊重消费者
权益，贴近消费者需求。因此，面对“酒店刺客”，相关部门适当
干预和监管必不可少，让住宿价格保持合理涨幅，才能避免住
宿市场不规范行为无序生长，才更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复苏。

本报德安讯本报德安讯（易永艳易永艳 全媒体记者曹曹
诚平诚平）9 月 19 日，在德安县博物馆恒温、

恒湿的文物修复室内，文物修复专家用

细如发丝的丝线，一针一线，小心翼翼地

对 一 件 700 多 年 前 的 丝 绸 服 饰 进 行 修

复。今年 8月，德安县博物馆启动南宋周

氏墓出土丝绸服饰保护修复（三期）工

作。

1988 年 9 月，在位于德安县城郊的

桃 源 山 上 发 现 一 座 南 宋 古 墓 。 棺 木 开

启，棺内有一古尸，面目安详，肌肉富有

弹性，毛发齐全。经考证，墓主为周氏，

系南宋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通判吴畴之

妻 ，下 葬 时 间 为 南 宋 咸 淳 十 年（1274
年）。该墓随葬品多达 408 件，其中丝绸

服饰及其他丝织品 329 件。出土丝绸之

多、保存之完好，世所罕见，被文物专家

誉为“南方丝绸宝库”。其中，绫襟墨绿

色杂宝罗夹衫、散点杂宝罗襟墨绿色绢

夹衫、梅兰如意纹罗襟褐色如意夹衫等，

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据 介 绍 ，丝 绸 文 物 是 蛋 白 织 物 ，对

温度、湿度要求严格，保存不易。由于

南 方 气 候 潮 湿 ，不 利 于 丝 绸 文 物 的 保

存，加上这批珍贵的丝绸文物出土已有

35 年 ，有 的 出 现 霉 斑 、虫 蛀 、碳 化 、残

缺、发脆等问题，需要对其进一步修复

保 护 。 为 此 ，德 安 县 博 物 馆 分 别 于

2017 年 、2022 年 开 展 了 南 宋 周 氏 墓 出

土丝绸服饰保护修复一期、二期工作，

共 修 复 南 宋 丝 绸 服 饰 9 件 。 与 以 往

将文物送至杭州修复不同，此次是将专

家请到德安县博物馆开展修复工作，此

举 可 有 效 避 免 文 物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可 能

出现的损毁等情况。

为 更 好 地 发 挥 文 物 的 研 学 教 育 作

用，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从 8 月

25 日起，德安县博物馆连续推出 5 期“南

宋丝绸服饰修复现场参观”活动，每批邀

请 10 名市民，近距离观看文物修复。通

过专家现场讲解一件丝绸服饰从出土到

修复再到保存的过程，让市民对宋朝的

繁荣文化和丝绸的起源有了更直观的了

解。

文物修复专家介绍，丝织品都很轻、

柔、薄、脆，修复起来十分困难。在修复

中，要针对文物出现的破损、霉点、老化

等问题，先用特殊技术对文物进行消杀、

清洗、晾干，再用专用丝线对其进行缝

补、加固，修复过程十分复杂和繁琐。

此次开展的南宋周氏墓出土丝绸服

饰保护修复（三期）工作，将对一件馆藏

国家一级文物南宋深褐色素夹袍进行修

复，为期约 2 个月。文物的修复，能最大

程度重现南宋丝绸服饰昔日华彩，为人

们研究南宋时期的丝绸品种、丝织工艺、

纹饰纹样、印染技法以及服饰特色等提

供较好的实物资料。

南宋丝绸服饰华彩重现
德安县博物馆邀市民现场观看修文物

修复后的南宋丝绸服饰。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曹诚平摄

文物修复专家在对南宋丝绸服饰进行修复。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曹诚平摄

三治融合 警民共建平安村

“村里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人心较涣

散，是非也多。”驻村工作队向村干部征求

意见时，村干部丝毫未回避这些“家丑”。

乡村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怎

样有效提升治理效能？驻村工作队结合

自身职业特色，决心弥补韩渡村的法治短

板，在该村水塘边的空闲地建了一处以自

治、法治、德治为主题的“三治”文化广场，

让法治在村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省公安厅直属机关党委、刑警总队、

指挥中心等警种、部门来韩渡村帮扶，开

展普法讲座、交通安全课等具有特色的帮

扶活动，公安元素、平安乡村建设理念全

面融入该村的各个角落。

村里有两名老党员，分别是年过七旬

的韩锦标和韩金根，他们两家居住在村口

小路的两边。当时，工作队计划铺设连接

村外的振兴路，两名老党员听说自家的庭

院和围墙阻碍了道路拓宽，主动拆除了自

家 100 多米长的围墙，并各自让出上百平

方米的庭院面积，打破了村里连接村外省

道的“瓶颈”。

民风好了，乡风正了，村里涌现出一

批先进模范，他们的事迹用图文的形式张

贴在文化广场，通过村中心广场的显示屏

滚动播放，鼓励村民向他们学习。

“如果用关键词来形容我们村这两年

的变化，那就是‘富’和‘美’，还有‘和’。”

韩渡村村干部自豪地说，如今村民已成为

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

发展产业 强了村子富了民

过去，韩渡村村民主要种植水稻、冬

瓜、毛豆等农作物，由于采用传统种植方

式，农民一年辛苦付出，收益并不高。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乐平有着“江

南菜乡”的美誉，工作队向有关部门争取

了 293 万元的产业项目资金，新建了 50 亩

连栋蔬菜大棚，今年又增加蔬菜大棚 60
亩。去年至今年上半年，蔬菜大棚为农户

产生了近 80万元的纯利润。

“羊肚菌价格好，我们不愁销路。”9 月

18 日，村民张金根将羊肚菌打包送上货车

后兴奋地说。张金根上半年种植瓜果，下

半年种植羊肚菌，一年收入有 40多万元。

“进驻韩渡前，村集体产业和集体收

入几乎为零。”工作队员徐春鹏介绍，截至

目前，工作队共争取到项目资金 1328 万

元，在韩渡村建起了连栋蔬菜大棚、莲藕

种植基地、脱贫户土鸡养殖和兴旺榨油厂

等富民强村产业，村集体收入突破 30 万

元，流转土地的村民平均有 1.2万元收入。

农产品迎来收获季时，工作队对接帮扶

企业——景德镇黑猫集团、景德镇华达超市

及江西兵之味餐饮有限公司，帮助村民销售

大米、菜籽油、新鲜果蔬等农产品。在队员

徐春鹏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农产品销售台

账：5月份以来，帮助种粮户销售2.75万斤大

米，销售额6.59万余元；帮助村民销售 4850
升菜籽油，销售额 4.85万元。

“村里的产业多了，我们在家门口就

业的机会多了，收入高了，生活也越来越

好了。”56岁的村民韩老崽深有感触地说。

污染治理 人居环境换新颜

村里有口 30亩水塘，沿塘居住的 18户

村民都把厕所建在水塘边，长此以往，这里

成了垃圾成堆、蚊蝇乱飞的“臭水坑”。

“我们动员沿塘村民改建厕所，他们

不愿意，说几辈人都是这么生活的，我们

一家一家上门做思想工作。”熊贤平和队

员用耐心和诚心打动了村民，经过 3 个多

月的努力，终于完成厕所改建。

接下来，河塘清淤，消除了恶臭，净化

了水质；沿塘种柳，给村里增添一道风景

线；环塘道路，给村民茶余饭后休闲散步

提供了好场所，并解决了河塘南岸 26户村

民无法通行小汽车的难题，村民的幸福感

大大提升。

今年 6 月 28 日，斥资近 300 万元为韩

渡村建造污水处理终端项目开工。“这个

项目预计年底前建成，到那时，韩渡村河

塘水质将达到一类标准，村庄环境将更加

美丽。”熊贤平说。

如今，韩渡村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

境得到大改善，这个和谐共居的美丽乡

村，正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共同绘就

村美、民富、人欢乐的美丽新画卷。

乡村治理激发乡村发展新动能
——看乐平市乐港镇韩渡村如何实现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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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91-86849940
新浪微博@江西日报徐黎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秋日傍晚，乐平市乐港镇韩渡村藕
塘边的“三治”文化广场一派祥和的景
象，妇女们和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
年轻人驻足观看文化长廊。宽敞整洁
的村道，错落有致的楼房，宅前屋后盛
开的鲜花……一幅乡土气息浓郁、人文
特色鲜明、人居环境优美的乡村画卷展
现在眼前。

2021年 7月，省公安厅组建帮扶工
作队进驻韩渡村，助力该村乡村振兴，
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刑事技术处二级高
级警长熊贤平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兼工
作队队长。通过实施乡村治理，发展特
色产业，完善各类基础设施等一系列行
动，如今的韩渡村，不仅绿了、亮了、美
了，文明乡风也更加正了。

搭建大棚种植羊肚菌。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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