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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里贵塘，四十里画廊”，在风景如画的贵溪市贵

塘公路沿线，雷溪镇南山村打造了一条婚姻普法长廊，新

人们一边参观一边聆听婚俗改革宣讲；流口镇下汉塘婚俗

改革礼堂里，一场场喜事简办的宴席在乡亲们的祝福中举

行，过去的“重礼金”悄然变成如今的“重情意”……近年

来，贵溪市扎实推进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立足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群

众自治组织，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新风尚。

仲冬时节，记者走进贵溪市雷溪、流口、塘湾等乡镇，

在田埂上、村庄里感受这迎面而来的文明新风。

榜样引领 群众参与

12 月 6 日，流口镇下汉塘婚俗改革礼堂里十分热闹，

横路村 30 多名党员和村民齐聚一堂，兴致勃勃地议起了

喜事新办。

“以前，村民在外务工赚了钱，回乡之后难免攀比。开

展移风易俗活动之后，把‘重礼金’变成了‘重情意’，彩礼

低了，礼金少了，村民负担也轻了。”横路村党总支书记徐

桔平欣慰地说。

“这两年通过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村民都说婚事新办

好，彩礼‘减负’后幸福‘加分’。”横路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员

夏锋辉的话，引来一旁村民纷纷点头。

老党员徐日象说：“这个月是贵溪市‘不要彩礼要幸

福’移风易俗宣传月，咱们老党员要发挥作用，从自身做

起，给村民们带个好头。”

像这样畅谈文明新风的村民议事活动在贵溪市各个

乡镇时常开展。

贵溪市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村（社区）两委

干部示范作用，1 万多名党员带头签订承诺书抵制陈规陋

习，深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挂点村（社区）宣传移风易俗。

同时，各乡镇立足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

织，民事民议，引导广大群众遵守新规矩、树立新风尚。

搭建平台 新风拂来

临近年末，雷溪镇南山村的婚姻普法长廊吸引了许多

新婚夫妇和恋爱青年前来“打卡”。该长廊两侧布置了文

化展板，一侧展示我国传统婚俗礼仪，另一侧是民法典中

关于婚姻家庭的内容。

“我们这两年开展了一系列移风易俗宣讲活动，邀请党

的二十大代表、贵溪市人民法院泗沥法庭庭长周淑琴到婚

姻普法长廊，面对面为村民讲解与彩礼相关的法律规定，弘

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如今不仅彩礼降了，整个村的风气

也变得非常和顺。”南山村党总支书记黄兰英对记者说道。

为推进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贵溪市、乡（镇）两

级成立了婚俗改革领导小组，组建了农村婚嫁彩礼专项治

理工作专班，建设流口镇下汉塘婚俗改革礼堂和雷溪镇南

山村婚姻普法、金屯镇富坂村婚纱摄影、塘湾镇夏家村婚

俗综合改革基地“一礼堂三基地”婚俗改革示范带，举办移

风易俗文艺汇演和青年交友联谊等活动。同时，贵溪市人

民法院“周淑琴工作室”联合雷溪、耳口等乡镇，打造周淑

琴通“琴”达理工作室，依托微信开办贵溪婚姻家庭学校平

台。截至目前，该平台开展普法宣讲活动 70 余场次，惠及

2万余人次。

一场场简约而有仪式感的集体婚礼、一对对主动践行

婚嫁新风的新人、一次次入情入理的移风易俗宣讲……如

今的贵溪，喜事简办婚事新办蔚然成风，一川文明风带来

满城幸福景。

一川文明风 满城幸福景
——看贵溪市推进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的生动实践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旻

“呲呲……呲呲……”两手紧握刨子向前推去，一串串

卷曲的刨花接连从刨子上滑下。将打着卷儿的刨花扯开，

中间部分几乎是半透明的，薄如蝉翼，不禁令人赞叹：“小

木匠，真厉害！”这是日前记者在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内

的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看到的一幕。

这名“00 后”小木匠叫林榆鹏，在今年 9 月举办的第二

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他获得家具制作项目优胜奖，并

入选第 47 届世界技能大赛家具制作项目中国集训队。站

在林榆鹏身旁进行指导的教练，是 2022 年世界技能大赛

特别赛家具制作项目金牌获得者李德鑫。

“每天和李老师在一起训练，对我来说是一种鼓舞。”林

榆鹏说道，“他可以通过努力站在世界领奖台上，我相信我也

可以。”“看到他就像看到了当时的自己，也算是工匠精神的

传承。”李德鑫笑着说，“虽然入选了中国集训队，但还要经历

多场选拔淘汰赛，征战世界技能大赛可以说是道阻且长。”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林榆鹏每天的训练，对李

德鑫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备赛期间，每天上午 8 点就

开 始 训 练 ，除 了 吃 饭 和 午 休 时 间 ，一 直 到 晚 上 9 点 才 结

束。”李德鑫回忆道，“家具制作需要保持手感，形成肌肉记

忆，一天不练就会感到生疏。”训练期间，跟机器、刀具打交

道，起水泡、擦伤、割伤在所难免，高强度的训练让李德鑫

手上磨出了好几道老茧。

凭借娴熟的技术和平时刻苦训练的积累，在 2022 年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上，年仅 22 岁的李德鑫捧回了家具

制作项目金牌，这也是我国自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在该

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夺冠后，李德鑫选择留校，成为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

院家具学院产品设计教研室的一名教师。“是母校帮助我

走上了世界赛场，让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也要带着我

的徒弟们征战世界赛场。”

除了带徒弟，李德鑫另一个任务就是服务于校企合

作。“我的家乡南康被称为‘木匠之乡’，多年来，我见证了

南康家具从粗放式生产到转型升级的历史变迁。”在他看

来，家具产业要有更好的发展，必须迈向规范化、高端化、

国际化。“如今我们会定期为南康当地的家具企业提供技

能培训，帮助企业工人提升技能水平，同时为企业输送高

水平、高技能人才。”

在机械化生产的时代，传统木匠是否还有生存的空

间？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李德鑫显得一点都不担心。“许

多复杂的榫卯结构仍需要木匠手工来完成，这种精细程度

是机械化无法代替的。”他表示，机械化的普及也凸显了高

端手作产品的稀缺性和价值。“木匠文化已传承千年，我们

应该守护好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技艺。”

从大山里走出的小木匠，到站在世界技能之巅的大国

工匠，这名“青年鲁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工匠精神。李

德鑫表示，他将继续苦练技艺本领，钻研业务，做好技艺传

带、精神传承，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

服务多样化 惠民又暖心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今年以来，为提升基层治

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南昌市青云谱区依托省级福彩公益金支持

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以项目购买形式引入第三方专业社工

机构承接服务，推动社工站提质增效。

“针对‘一老一小’需求突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渠道不畅

通等问题，第三方专业社工机构江西洪宇社会工作服务社，指

导街道社工站成立多种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让居民更好参与

到社区治理中来。”青云谱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青云

谱镇社工站的“慈善益站，助力困境群众守望相助”项目，社工

在日常探视巡访中收集和主动发现困境儿童的“微心愿”，链接

区慈善会和爱心力量认领“微心愿”260余个。

此外，青云谱区还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技能培训，

积极引导其参与社区微治理。5 月以来，全区各街道社工站

共培育“银发志愿团”等社区社会组织 62 个，联动 800 余名社

区志愿者开展服务，先后推出“青云公益 1 小时”互助养老服

务、助老“6+2”、“蒲公英计划”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等一批民生

服务项目，通过凝聚社会爱心力量，为困难群众提供特色化、

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

12 月 8 日，樟树市张家山杏塘蔬菜基地，村民正忙着采收

蔬菜供应市场。近年来，当地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公司+

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通讯员 卢海乔摄

联动聚合力 高效止纷争
本报德安讯 （全媒体记者钟珊珊 通讯员刘伟）德安县

车桥镇村民吴某和他的哥哥经常一起干活，有说有笑，两家

人相处和谐。可就在今年 1 月，兄弟俩还吵得不可开交，差点

闹到法院。原来，弟弟没打招呼，就在哥哥家的山地种上了

黄芪，让哥哥恼怒不已，认为弟弟欺负自己。

在走访排查到这一矛盾隐患后，镇村干部和调解员分头

到兄弟俩家里进行劝解，通过与双方一起回忆他们儿时的快

乐时光，讲述彼此的手足之情，帮助兄弟俩逐渐打开心结，消

除嫌隙。最终，哥哥主动提出将那块地无偿提供给弟弟种植

黄芪；弟弟也爽快地提出，种植的收益由两家平分。

近年来，德安县着力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全面推行

网格化治理模式，全县 297 名网格员全部下沉到一线，对网格

进行全方位巡查，发现隐患及时排除，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发

现矛盾及时调解。该县还在各乡镇打造提供一站式服务的

综治中心，联动当地公安、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门，构建矛盾

纠纷、信访问题、安全隐患、风险苗头及时交办、转办、督办的

闭环处置机制，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状态。今年以来，全县共摸排各类矛盾纠纷 1727 件，化解

1723件，化解率 99.76%。

移风易俗 乡风文明

李德鑫:从小木匠到大国工匠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万企兴万村”帮扶促振兴
本报修水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冷捷怡）近日，

江西祈福工艺品有限公司在修水县黄坳乡田溪村种植的绿

色有机富硒大米销售火爆，深受市场欢迎，有效带动当地村

民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江西祈福工艺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修水县“万企兴万

村”行动，因地制宜采取对接帮扶行动，根据黄坳土壤肥沃富

含硒元素的特点，致力于打造富硒大米品牌。该公司采取

“经营主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经相关技术部门对土地采

样检测，在田溪村流转土地 100 亩，种植富硒绿色有机水稻。

专门聘请农业专家，对水稻种植和收购进行统一规划，通过

对“田溪富硒大米”品牌进行系列宣传策划、利用电商开展直

播带货等形式促进销售，让村民直接受益。

据悉，自该县“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以来，广大民营企

业和非公经济人士踊跃参与，在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捐资助学、扶危济困、消费帮扶等方面累计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带动就业 5000余人，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

日 前 ，位 于 横 峰

县新篁办事处崇山村

的 一 棵 百 年 银 杏 树 ，

迎来最佳观赏季。金

黄色的银杏叶与干净

整 洁 的 村 庄 一 道 ，构

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

卷 ，吸 引 了 众 多 游 人

前来观赏。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摄

“竞赛+培训”赋能
产业工人技能提升

近日，一场数字经济技能大赛在江西联创宏声电子有限

公司拉开帷幕，204 名优秀技术工人在大赛中展示了精湛技

能。据了解，今年以来，万安县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业务技能培训，共培训 4534 人。

近年来，万安县围绕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要求，以

“竞赛+培训”赋能产业工人技能提升，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工作向纵深发展。该县紧扣江西省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举办

全县电子行业技能大赛两场，快递行业、餐饮烹饪行业、卫健

系统护理实践等县级示范技能大赛六场。同时，围绕“工业强

县”目标，加强校企互动，深化技能培训，主动服务企业。万安

县职校联合新宇腾跃、联创宏声等四家企业，以冠名班、订单

班、合建实训基地等方式培养技能型人才队伍。此外，积极推

进创新创效。2022 年，全县职工提出合理化创新创效建议 26

条；选送 3 名基层职工创新项目参加全市职工“五小”创新大

赛、中信华工会推荐的新 PCB 的设计与制造提案，获 2022 年

度全市“五小”活动优秀成果，高军的劳模工作室获“省级劳模

创新工作室”称号。

“我们以劳动和技能竞赛为载体，以技能培训为抓手，通

过提高职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企业发展和产

业升级。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为职工提供更加优质的

培训和服务，激励职工建功立业。”万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总工会主席肖文说。 （肖 劲 曾照洋）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自赣抚尾

闾工程开工建设以来，江西省赣抚尾闾整治

有限公司着力于通过“党建引领、全员参与、

多措并举、质量提升”开展“党建进工地”工

作，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扎实推进

党建工作与项目管理工作深度融合，不断开

创新局面。

在工程建设初期，该公司联合属地政府及

各参建单位成立了联合党支部，以党建为纽带，

打破了项目与属地政府之间、参建单位之间的

壁垒，充分发挥党组织“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资源整合优势，快速高效解决了各项难题。

面对高温、干旱等不利因素的挑战，赣抚

尾闾工程党员干部始终树立“一切围着项目

想、一切围着项目干、一切围着项目转”的管

理理念，日夜坚守岗位，力保项目建设。组建

12 支党员先锋队，动员和吸引广大党员、职工

积极开展“党建+防汛”“党建+安全”等活动，

不断增强党员组织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将党

建引领力转化为攻坚克难的推动力，推进党

建业务双融双促。

据了解，赣江尾闾工程通过优化施工组

织，实现了主支、北支、中支、南支四支枢纽同

步施工，今年 2 月，随着抚河尾闾及河湖水系

连通工程塔城枢纽和八字脑闸两个枢纽开工

建设，赣江、抚河实现了“六坝共筑”的壮观场

景。目前，工程中支、北支、南支三支枢纽泄

水闸已具备运行条件，南支枢纽右岸船闸主

体已完工，塔城枢纽、八字脑闸也全面进入主

体施工阶段。 （陈姜江）

放飞足球梦想
阅读助力成长

近日，南昌市西湖区民政局

联合民进南昌市委会、民进西湖

区总支，组织志愿者来到现代儿

童康复训练中心，开展以“放飞足

球梦想 阅读助力成长”为主题

的关爱困境儿童公益志愿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与孩子们亲

切交流，详细了解孩子们的身体

状况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要好

好学习，从小树立战胜困难的信

心和勇气，在逆境中茁壮成长。

随后，志愿者向孩子们赠送了足

球和绘本图书，引导孩子们从小

养成多运动、勤读书的好习惯，

现场气氛热烈，互动频繁。

活动结束后，志愿者纷纷表

示，将继续关注困境儿童成长，

加大对困境儿童的帮扶力度，从

他们的心理需求和成长需求出

发，发挥组织优势，凝聚更多社

会爱心力量，用实际行动助力他

们健康成长。 （许 磊）

近年来，都昌县春桥乡深入贯彻落实县委

“人才强县”战略，以人才为核心、以产业为载

体、以平台为支撑，强化人才“引、育、用”，为乡

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发挥人才带动作用。全面摸排乡土人才

技艺技能类型，建立乡土人才数据库，实施乡土

人才培育引领工程，充分挖掘乡土人才资源，推

进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该乡彭习华系复旦

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2年在该乡成立了集

种、养、产、供、销于一体的农业企业——九江

市晨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有生

产基地近 3000亩，年销售额超 1亿元。

实行人才帮扶措施。探索“龙头企业+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植户”的方式，采取“三

包”（包技术指导、包提供种子和化肥、包产品

销售）管理模式，带动当地群众种植大棚蔬菜

致 富 。 目 前 ，已 带 动 6600 余 户 农 户 种 植 蔬

菜，种植面积达 17.5 万亩，户均增收 3.5 万元。

构建人才培育体系。围绕“产业链+人

才链”融合发展思路，深化“校、政、企”合作

育才，积极做好产才融合大文章，推动人才

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对接、融合聚变，切实

把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关键因素和重要支撑。与南昌大学、江西农

业科学院等省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解决

大 棚 蔬 菜 温 控 调 节 、病 虫 害 防 治 等 技 术 问

题。建立“农”字号技术团队，组织他们到田

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已普及农业新技术 12

项，解决农业生产技术难题 15 个，5000 余名

群众受益。 （谭贞娟 曹 诚）

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党建赋能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