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徐徐
黎明黎明）“修了路，我们往返赣

湘两地赶集和生产就非常方

便了。”近日，走在崭新的水

泥 路 上 ，萍 乡 市 湘 东 区 排 上

镇排上村村民高兴地说。一

个 多 月 前 ，在 村 里 的 屋 场 贴

心 会 上 ，有 人 反 映 村 里 基 础

设 施 存 在 短 板 ，特 别 是 排 上

村 彭 家 桥 路 段 ，是 通 往 湖 南

醴陵市沈潭镇美田桥村的必

经 之 路 ，坑 坑 洼 洼 狭 窄 难

行 。 随 后 ，排 上 村 邀 请 道 路

设 计 、施 工 等 专 业 人 士 现 场

察 看 ，向 上 级 部 门 争 取 资 金

等，仅用一个月时间，就修好

了长 760米，宽 7米的道路。

“谢谢你们又来看我，不仅帮我打扫

卫生，还陪我聊天。”11 月 16 日，看着志

愿者们离开，老人万金根不停地感谢着。

万金根是南昌市青云谱区洪都街道

洪校社区的居民，瘫痪在床已有两年多。

来看望他的志愿者，是来自该社区的红色

党员服务队。近年来，为补齐物业管理与

基层治理上的短板，不断满足群众对更高

品质生活的追求，洪都街道组织各社区成

立“红、蓝、绿”志愿服务队，分别专注居民

不同需求，服务辐射4.8万人。

洪都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红色党

员 服 务 队 主 要 为 老 弱 病 残 居 民 提 供 帮

助，以及义务巡逻等，蓝色物业服务队专

注小区和居民家中的设施维修服务，绿

色环保服务队则主要关注卫生环境。

“ 家 里 开 关 出 现 漏 电 现 象 ，现 在 只

有两个老人在家，麻烦社区和物业的同

志帮忙。”近日，有居民在社区微信群里发

布了一条信息。半个小时后，蓝色物业服

务队的队员就买好材料，带着工具上门把

开关修好。

翻 开 蓝 色 物 业 服 务 队 的 工 作 记 录

表，记者看到里面记录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楼上厨房出口漏水”“48 栋 5 单元北

面水管破裂漏水”“充电棚里充电几秒后

就没电”……该服务队队长应维论介绍，

由于是老旧小区，最初许多居民对于引

入物业管理存在反对意见。通过一年多

来服务队的不懈努力，居民消除了疑虑，

形成了良好的共建共治氛围。

“绿色”环保服务队则由楼栋长和热

心居民组成。看到有人乱扔垃圾，他们

会上前拾起并劝阻教育；发现绿化带遭

到破坏，他们会立刻拍照记录并与社区

干部协商解决办法。

“通过社区干部与‘三色’志愿服务

队结合，小区面貌和居民幸福感得到了

很大提升。”洪都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监督执纪

本报讯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陈
璋璋）“我的 5000 多元稻谷补贴

拿到了，太感谢你们了。”近

日，樟树市刘公庙镇北坑村村

民刘某高兴地向该镇纪委工

作人员说。今年 3 月，刘某向

镇纪委反映自己的稻谷补贴

迟迟没有着落。经调查，问题

出在村干部将刘某的补贴误

发给了他人。在纪委的监督

下，刘某领到了补贴。今年以

来 ，刘 公 庙 镇 纪 委 聚 焦 群 众

的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发 挥 监 督

执 纪 作 用 ，严 厉 整 治 腐 败 问

题 和 不 正 之 风 ，解 决 了 多 起

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

还村民补贴 护民生福祉

本报讯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付付
强强）“长达十年的疙瘩终于解

开了，两个人互相致歉，握手

言和。”近年来，鹰潭市余江

区中童镇程毛村村民毛春清

与邻居毛福清家常常因琐事

发生纠纷。为了化解当事双

方的隔阂，中童镇政府、中童

派 出 所 、程 毛 村 等 单 位 干 部

多 次 登 门 ，倾 听 双 方 的 诉 求

和 心 声 ，晓 之 以 理 、动 之 以

情、释之以法，多次组织双方

调 解 ，最 终 让 双 方 长 达 十 年

的矛盾纠纷画上句号。近年

来，中童镇通过搭建镇、村、

组三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模

式，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

基层善治

邻里闹别扭 调解化隔阂

多部门联合调解矛盾。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付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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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镇纪委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璋陈璋摄

近日，记者走进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站

前街道洪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未

进门，就听见阵阵稚嫩的朗读声，时而夹杂

着欢快的嬉笑声。推开门，10余名孩子正

在志愿者一对一的陪伴下，有的读绘本，有

的画画，有的搭积木……如果不是他们头

上的“天线”和挂在耳朵上的小仪器，很难

发现这是一群患有听力障碍的孩子。

“今天我们来练习，跟着姐姐读，紫

色的葡——萄……”座位上，三岁半的薇

薇正跟着志愿者进行听觉训练游戏。薇

薇的妈妈胡女士告诉记者，薇薇是 1 岁 8
个月时被诊断出患有先天双耳极重度听

力损失。为了给孩子治病，她带着薇薇

从上饶来到南昌进行了人工耳蜗手术。

听到声音只是第一步，学习开口说

话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去年，胡女士

得知江西省残疾人就业创业与康复服务

中心有免费的康复课程，便带着女儿在

康复中心附近的洪崖社区租房居住。“康

复中心每天只有一节免费课程，如果想

接受更多的训练，需要额外缴纳学费。”

胡女士说，“虽说现在康复机构很多，但

大多价格不菲，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

幸运的是，胡女士从另一名家长处

得知，洪崖社区每周都有 4 节针对听障儿

童的“四点半课堂”，可以免费提供康复

训练。于是，今年 3 月，她抱着试一试的

心 态 带 着 薇 薇 到 社 区 定 期 接 受 康 复 训

练。“经过半年多的训练，现在孩子不仅

能说一些简单短句，性格也开朗多了。”

薇薇的变化让胡女士喜在心里。“这里的

老师既有爱心又有耐心，薇薇特别喜欢

这里，每天都嚷着要来上课。”

在洪崖社区的“四点半课堂”上，像

薇薇这样的听障儿童还有很多，他们都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逐渐恢复“新声”，告

别无声世界。

洪 崖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王 咏 华 说 ，

2018 年，江西省残疾人就业创业与康复

服务中心落户在社区附近，由于听障儿

童的康复周期较长，许多外地家长和胡

女士一样，带着孩子在社区周边长期租

房。“我们得知社区周边有不少外地来的

听障儿童需要做康复训练，恰好豫章师

范学院湾里校区就在附近，我们和学校

对接后，招募了一批在校生作为‘四点半

课堂’的志愿者，利用他们在学前教育方

面的专业知识，为这些儿童提供免费的

康复训练。”王咏华说，“最开始只有 10 余

名志愿者，现在已经有 30余名了。”

正在豫章师范学院湾里校区读大三

的 刘 好 好 是 学 校 青 年 志 愿 者 协 会 的 会

长，今年 3 月，她成为“四点半课堂”的志

愿者之一。“我们主要针对孩子们在康复

中心学习的内容进行巩固和复习，另外

还 会 开 展 一 些 音 乐 、绘 画 等 方 面 的 课

程。”刘好好说，“起初许多听障儿童只沉

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时我们就要耐心

地去反复引导他们参与进来。”

随着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老师和

儿童之间可以实现一对一结对辅导。经

过家长间的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听障

儿童来到洪崖社区“四点半课堂”接受康

复训练，最多时一天有 20 多个，训练时间

最长的已有 2 年多。“四点半课堂”也让孩

子们的性格变得活泼开朗起来。“现在这

里大多数孩子看到我们，都会主动跑来

打招呼。尽管有的孩子说话显得吃力，

但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在志愿者们

看来，最开心的就是能够看到孩子们张

口说话和家长欣慰的笑容。

“下一步，我们计划尝试和志愿者开

展一些针对听障儿童的户外活动，给孩

子 们 提 供 更 丰 富 的 康 复 体 验 。”王 咏 华

表 示 ，“ 我 们 也 呼 吁 社 会 能 够 更 多 地 关

注 听 障 群 体 ，希 望 通 过 我 们 的 努 力 ，帮

助更多听障儿童听见父母的呼唤，走出

无声世界。”

近日，记者走进南昌县、安义县的乡

村，只见处处风景秀美、产业兴旺。从广

袤田园中的特色小镇到文化底蕴深厚的

古村，南昌市以产业为抓手，加大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业，

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精心打造“一村一

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助力乡村振兴。

“三江萝卜腌菜色泽金黄、鲜香可口

……”11 月 14 日，在南昌县三江镇后万古

村秀挹三江腌菜博物馆内，南昌秀挹三江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祥云正为游

客讲解当地萝卜腌菜的传统制作工艺。

2016 年，在北京奋斗了十几年的袁祥

云回到家乡创办公司，注册了腌菜品牌

——秀挹三江。“我们通过与南昌大学食

品学院合作，将秀挹三江萝卜腌菜传统制

作技艺完善为 9 个工艺、18 道程序。”袁祥

云介绍，如今，秀挹三江萝卜腌菜已入选

南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在

2021年获评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随着企业做强做大，袁祥云采取“公

司+商标+基地+农户”的发展方式，助力

乡村振兴。“我们一是吸纳周边农户在基

地工作，解决就业，二是带动农户种植萝

卜菜，每户年均增收 3 万元。”袁祥云说，

去年，公司产品还出口至美国的 50 余家

超市，打开了海外市场。

11 月 15 日，在安义县乔乐乡社坑村

花果山金果小镇内的空中草莓园，只见一

排排无土栽培槽整齐地排列在悬空的钢

架上。种植槽内，一株株草莓苗油绿茂

盛，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我们利用智能管理系统，实现精准

施肥、浇水，有效减轻了植株病虫害。‘空中

草莓’不仅节约人力，还方便采摘。”江西泰

晟农业生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范俊辰

介绍，去年公司打造了 5亩空中草莓园，产

量达到 2 万公斤。除了供游客采摘，还会

供给超市，平均每公斤售价100元。

在离草莓园不远处的千亩猕猴桃种

植基地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该基地种

植的黄心猕猴桃在 10 月初上市，今年国

庆期间，金果小镇举办了“金果采摘节”，

每天都有数千人前来体验。

“我住在隔壁村，每天早上骑电动自

行车 10 分钟就能到基地上班，月收入有

3000 元。”正在基地采摘猕猴桃的邓火香

告诉记者，在基地做工比较灵活，农忙时

可以请假，等忙完农事再来做工，日子很

充实。

“我们采用‘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户’的方式与农户建立利益联接机制，对

接农业企业 4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 家、家

庭农场 6 家，除了带动就业，还引领周边

1800 余户农户发展水果种植，实现户均年

增收近3万元。”范俊辰说。

南昌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加快实现共同富裕，南昌市着力抓好

产业和就业“两个关键”。一是大力扶持各

类经营主体 1884个、产业基地 484个，出台

了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 23条具体举措，

带动 6125户脱贫户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户

均年增收超 3600 元。二是积极稳住脱贫

人口和监测对象就业基本盘，大力推广企

业下单、培训机构接单、群众点单、政府买

单式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因地制宜建设

42 个帮扶车间，开发公益性岗位 2700 余

个，让更多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本报讯（易永艳易永艳 通讯员

周帮周帮）“环境变好了，村集体

发 展 了 ，我 们 的 生 活 也 越 来

越幸福。”近日，进贤县温圳

镇白沙村村民高兴地说。白

沙村“两委”充分发挥“有事

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

商量”民主协商作用，发动 25
名 村 干 部 、致 富 带 头 人 等 乡

贤筹集资金 20 万元，作为基

础 设 施 项 目 建 设 资 金 ，对 村

里的宅基地、自来水、文化广

场 等 基 础 设 施 进 行 改 造 提

升，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

在乐平市双田镇，有这样一群人，她

们忙碌的身影出现在村（居委会）的每个

角落，了解社情民意、调处矛盾纠纷、传播

文明乡风、排查安全隐患……用脚步编织

着乡村安全网，奉献着巾帼的力量。她们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妈妈团”志愿者。

一直以来，双田镇存在社情复杂、基

层矛盾纠纷多的问题，去年 5 月，该镇成

立了双田镇“妈妈团”志愿者协会，在全镇

公开选聘了 51 名热心公益的女性，田里

居委会女干部黄灵燕担任该协会会长。

面对高价彩礼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双

田镇“妈妈团”成员进村入户宣讲抵制高

价彩礼政策，引导农村群众自我革除陈规

陋习。去年 11 月和今年 2 月，“妈妈团”分

别在该镇横路和龙珠两村的古戏台讲堂

组织举办了集体婚礼，其中有一对是“零

彩礼”夫妻。

“在抵制高价彩礼、调处矛盾纠纷中，

女同胞的话往往很管用。”双田镇常务副

镇长钟彩云介绍，志愿者将心比心，巧用

“妈妈式”的真心诚意，做到能解决的马上

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通过部门联动耐心

协助解决，发挥着巾帼力量在基层社会治

理的“半边天”作用。

“爷爷奶奶，我们又来了。”近日，“妈

妈团”志愿者再次走进该镇中心敬老院。

志愿者洗菜、切菜、调馅，不一会儿，热气

腾腾的饺子摆在餐桌上。吃完饺子，志愿

者有的帮助老人整理被褥、打扫卫生，有

的为老人讲授日常养老健康知识，老人们

都很开心。

11 月 18 日是星期六，在双田镇龙珠

小学，一群留守儿童正接受教师志愿者作

业辅导。这样免费的托管班，“妈妈团”已

经在该镇开了 3 个。她们招募了 6 名志愿

者，接收学生 100 多人，开展了包括防溺

水知识宣传等多场活动。

前不久，江西紫华包装有限公司在锣

鼓声中正式生产。这家投资 1 亿多元的

企业，从签订合同到试生产，再到正式生

产，前后仅用了 70 天时间，创下乐平招商

引资企业的新速度。而这一切，双田镇

“妈妈团”的全方位服务功不可没。

双田镇分管招商的常务副镇长钟彩云

告诉记者，企业入驻后，“妈妈团”成员进村

入户通过亲带亲、邻带邻，帮助该企业招聘

到一大批熟练缝纫工。开工当日，该企业

已完成签约招工 100多人。双田镇为企业

提供“妈妈团”服务，让该镇招商引资签约

项目好戏连台，去年已落地 4 个项目，投

资额接近 8 亿元；今年招商引资项目又落

地 4个，签约资金 102亿元。

“妈妈团”成员们以女性特有的温柔

细腻，以及真心实意的付出赢得了越来越

多居民的信任，让当地矛盾纠纷和安全隐

患越来越少。一年多来，该组织成功调处

矛盾纠纷 40 多起，为维护当地的社会和

谐稳定贡献了“她力量”。

“妈妈团”撑起基层治理半边天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洪崖社区开办“四点半课堂”

助听障儿童走出无声世界

6125户脱贫户参与，实现户均年增收超3600元——

“一村一品”产业联农带农增收共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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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三色”志愿服务队在行动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村民在空中草莓园务工。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璋陈璋摄

志愿者在敬老院包饺子。
通讯员 吴恩春吴恩春摄

近期有媒体报道，仅今年9月，郑州一家医院急诊科就接诊
了1700多名大学生，他们自嘲为“脆皮一族”。虽有夸张调侃的
成分，却透露着当代年轻人身体素质与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现
实。大学生作为祖国建设的后备军和中坚力量，他们的身心健
康状况不容忽视。

一方面，部分大学生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是导致其体质弱
的主要原因。熬夜、饮食不规律在大学生群体中已成为常态，加
之电子设备占据了他们的大量时间，很多学生缺少体育锻炼，导
致“脆皮大学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社
会竞争加大，就业形势也给大学生们带来了焦虑情绪。

强健的体魄是事业基石，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不容忽视。
每个人都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大学生自身应树立正
确的健康意识，合理安排时间，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高校应
积极引导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使之在体育
锻炼中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同时，要注意学生的心
理健康，及时排查疏导学生的焦虑情绪，完善学校医疗设施，筑
牢学生的健康防线。

优化环境

筹资来改造 居住更舒适

改造基础设施。
易永艳易永艳摄

便民出行

修好跨省路 往返更快捷

新修的路连通赣湘两个村。
通讯员 谢奎谢奎摄

志愿者正带着听障儿童唱歌。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侯艺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