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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文化润人心
讲好清廉故事、打造清廉墙绘、开展警示教育……今年以

来，抚州市临川区荣山镇纪委积极探索廉洁文化宣教工作的

新方法、新思路，充分发挥本土文化资源优势，把加强廉洁文

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

推动勤廉文化建设走深走实，在全镇营造崇廉尚洁、风清气正

的浓厚氛围。

荣山镇纪委因地制宜挖掘廉元素，将廉洁文化与文化名

人李绂勤廉故事有机融合。在李绂故居宣讲勤廉故事，开展

以廉洁文化为主题的活动；打造廉洁文化清廉墙绘，实现廉文

化上墙，吸引村民驻足参观；开展警示教育，以身边人身边事，

警示农村党员干部遵纪守法，构筑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

防线。 （方 珍 黄 盼）

“2 分钟、1 分钟、30 秒……”这组数据

是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特巡警大队城

市快警（以下简称“章贡城市快警”）不断

刷新的出警速度，“巡逻超 30 万公里、处置

警情 1996 起、救助群众 750 起……”这组数

据是章贡城市快警截至今年 11 月末取得

的亮眼工作成效。“2 次获得先进集体、2 名

队员被评为快警之星，在全市公安机关大

比武暨第一届‘春风杯’摩托车驾驶技能

大赛中荣获团体一等奖……”这些荣誉是

章贡城市快警团队与个人辛勤付出的真

实写照……

据了解，章贡城市快警组建于 2021 年

10 月 ，是 赣 州 公 安 的 新 兴 警 种 。 近 两 年

来，章贡城市快警结合队伍实际情况，改

革创新、不断探索，着力强化“1、3、5 分钟”

快速反应机制建设，通过推动建章立制、

加强日常管理、开展培训交流、多部门联

勤联动等举措，真抓实干、狠抓落实，走出

了 一 条 极 具 创 新 特 色 的 警 务 发 展 之 路 。

如 今 ，章 贡 城 市 快 警 勤 务 机 制 的 有 效 运

行，让街面防控、服务群众、应急处突和打

击震慑质效全面凸显，让“警察在身边、平

安在眼前”深入人心，群众的安全感、满意

度稳步上升。

建章立制促长效

章贡城市快警坚持把建章立制、实现

快警考核规范管理作为推动公安工作高

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制定了《章贡城市

快警考核细则》，形成以岗位职责、行为规

范和纪律作风为主要考核内容的考核制

度。设立按月计分制，每个月底对每名快

警队员依据其当月的实际工作情况，如巡

逻里程、服务群众、处警事件、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月考成绩、好人好事等情况，作

综合性考评，予以加减分，依据得分情况

评 选 出 若 干 名 快 警 之 星 ，并 纳 入 年 终 考

核。建立班、组管理制度，设立两个班组，

每个班选出两名有责任心且具有一定管

理 能 力 的 快 警 队 员 分 别 担 任 班 长 、副 班

长，负责本班级日常工作的调配和管理。

每个班设立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两至三

名队员组成，由具有一定公安一线接处警

工作经验的队员任组长，负责本小组巡逻

与接处警工作的具体处理。

建立日常抽查考察制度。每日不定

时从后台调取快警队员佩戴的 5G 执法记

录仪现场实况，对队员的巡逻防控、接处

警情况等进行抽查、调度，并要求值班队

员每隔一小时在工作群上传巡逻照片并

定时完成打卡，始终保持“有警出警、无警

巡逻”工作状态。每月不定期对快警队员

以面对面现场问答形式，考察队员对不同

快 速 反 应 圈 内 的 主 要 路 段 、人 口 密 集 场

所、标志性建筑、夜市、酒吧、网吧等地的

熟悉程度及警务技战术运用、处警规范、

法律法规知识等的熟练程度。目前，章贡

城市快警划分了 6 个快速反应圈，在重点

区域建设了 6 个“快警驿站”，每个驿站安

排负责民警 1 人、骑行队员 10 人，配备 8 辆

大功率摩托车和若干架无人机等装备，实

施警力前置、警务前移。

日常管理见实效

上岗前酒精测试、开展每日班会、组

织月度考试、召开总结大会……“我们通

过一揽子举措，抓常抓细抓严日常管理工

作，着力推动管理规范有序，提振整体队

伍精气神，打造一支距离群众最近的警察

队伍。”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特巡警大

队城市快警负责人邹爱兵介绍道，快警队

员是冲锋在街面防控第一线的中坚力量，

承担着急难险重任务，这就要求快警队员

必须有全面过硬的素质能力。

为了不断提升城市快警的快速反应

能力、实战能力，章贡城市快警按照“一周

一培训”制度，常态化开展警务技战术、体

能技能、接处警、法律法规、执法执勤、突

发事件处置等训练和演练。此外，不定期

组织班级小会，在会上拿出一些重大、疑

难、复杂的警情与队员们进行探讨，增强

队 员 的 警 情 敏 感 度 ，提 高“ 快 出 警 、出 好

警”的能力水平。“平时多流汗，出警才能

少流血。”中队指导员兼警务教官陈彪介

绍 道 ，“ 我 们 教 学 训 练 都 是 实 打 实 的‘ 干

货、硬货’，目的就是不断提升训练资源向

战斗力转化的效果。”

效果转化如何？我们在快警队员身

上就能窥见一二。身强体壮、目光如炬、

精气神足、行动敏捷……“24 小时驻守街

面、24 小时巡逻防控、24 小时服务群众。”

快 警 队 员 蔡 丛 焕 说 ，“ 打 铁 还 需 自 身 硬 。

我们工作节奏很快，面对的天气变化、路

面状况和突发情况很多，要时刻保持高度

的警惕性和敏锐性。”严格的管理取得了

实在的效果，据了解，今年 11 月，章贡城市

快警在全市公安机关大比武暨第一届“春

风杯”摩托车驾驶技能大赛中表现优异，

荣获团体一等奖、摩托车驾驶技能个人赛

2 个一等奖、1 个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

快字当头解民忧

“感谢你们在危急时刻的帮助，人民

警 察 为 人 民 。”市 民 张 大 爷 感 激 地 说 道 。

反应快、出警快、到场快、处置快。今年以

来，章贡城市快警队伍凭借一个“快”字，

获得群众广泛称赞。目前，章贡城市快警

总结出一套接处警的好思路、好做法、好

经验。

在日常接警中，章贡城市快警根据警

情来源与快警队员处于的不同状态作出快

速响应。在巡逻过程中接到突发警情时，

出警队员第一时间运用车载蓝牙系统接

警、第一时间问答、第一时间行动，拉响警

报、奔赴现场，做到秒级响应、闻警而动。

在驿站无警备勤时，快警队员不脱制服和

装备、摩托车钥匙置于头盔之下等细节，为

的是在接到警情时，能节约穿制服、戴装备

和找钥匙的时间，以便更快到达现场，真正

贯彻“再快一秒钟”的出警理念。

采取秒表计时举措。为实现“1、3、5

分钟”即接警后重点部位 1 分钟、中心城区

3 分钟、其他城区 5 分钟到达现场的快速处

置目标，快警队员每次出警时使用秒表计

时，并将用时反馈到工作群，以此判断是

否 达 到 快 反 机 制 的 要 求 。 实 行“ 二 次 调

度”机制。在出警队员接到警情立即赶赴

现场的同时，在驿站值班的留守队员负责

继续向指挥中心或直接向报警人进一步

详细询问具体情况、具体位置，并在微信

群向出警队员补充精准定位和现场情况

变化等信息。11 月的一天，章贡城市快警

一组接指挥中心指令称郁孤台有一名女

子轻生，经“二次调度”纠正现场位置后，

快警队员仅用时 1 分钟到达现场，并成功

处置了这场轻生警情。

据统计，截至 11 月末，章贡城市快警

巡逻公里数超 30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7 圈半；共处置警情 1996 起，平均每日 处

置 警 情 6 起 ，其 中 ，打 击 现 行 违 法 犯 罪

65 起 、抓 获 违 法 犯 罪 嫌 疑 人 72 人 ；服 务

群 众 225 次 ；救 助 群 众 750 次 ；调 解 纠 纷

219 起。 （欧阳德蓉 方传坤）

赣州市公安局章贡分局

打造一支距离群众最近的警察队伍

江西游泳掀起新浪潮
本报全媒体记者 柳易江 李 征

户外寒风起，馆内暖意浓。近日，在江西省少儿体育培

训中心游泳馆举行的 2023 年江西省短池游泳公开赛，满脸

稚气的小小少年劈波斩浪，奋勇争先。这场由省体育局主

办、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承办的赛事，设 7 至 8 岁、9 至

10 岁两个组别，来自全省各地的 15 支代表队共 300 余名选

手参赛。

游泳比赛有短池和长池之分，泳道长度为 25 米的为短

池、50 米的为长池。近年来，短池游泳赛事呈上升趋势，国

际性大赛就有世锦赛和世界杯。相对于长池，短池游泳对

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要求更高，更考验运动员的体力分配、节

奏把握等。同样的比赛距离，短池比长池的用时会更短，因

为 运 动 员 可 以 更 多 地 借 助 转 身 折 返 蹬 力 加 速 。 自 去 年 开

始，我省青少年游泳系列赛增加了短池赛。“社会上的游泳

馆以短池居多，所以，我们就以短池竞赛带动长池的训练水

平，从中发现优秀苗子，培养更多游泳人才。”省田径游泳运

动管理中心竞训科涂跃介绍，这次短池赛为参与游泳训练

的少年儿童提供了比赛平台，促进了我省青少年游泳运动

的发展。

“从新苗来看，有几个孩子游出了惊人的成绩；从整体

水平来说，以前竞技水平相对靠后的设区市代表队这次水

平也赶上来了。”本次比赛的技术代表、省体校游泳队领队

罗迪由衷赞许。

你 追 我 赶 ，泳 池 争 先 。 比 赛 中 ，有 支 队 伍 表 现 十 分 亮

眼，小运动员频频登上领奖台，他们就是来自省少儿体育培

训中心的孩子们。今年亚运会上的百米仰泳冠军万乐天就

是从这里起航的。“万乐天从杭州亚运会回南昌后特意来了

趟中心，还签名了一批泳帽，这些泳帽留着发给成绩突出的

孩子，激励他们向万乐天姐姐学习。”省少儿体育培训中心

主任刘晓青笑着说。

赛道上，小选手们奋力追赶，用热爱与拼搏在泳池中绽

放浪花朵朵。看台上，坐满了陪同孩子参赛的家长和教练，

他们的加油声让比赛如火沸腾。青少年游泳运动的蓬勃开

展，关乎江西游泳整体水平的提升。省少儿体育培训中心

是 本 次 比 赛 的 协 办 单 位 ，现 场 ，刘 晓 青 同 基 层 教 练 开 展 交

流，探讨未来短池游泳赛的办赛思路，呼吁各方面支持青少

年游泳运动发展。“从去年开始，全省迎来青少年学游泳热

潮，这得益于游泳进校园活动在我省的开展，而今年杭州亚

运 会 上 我 省 多 名 泳 将 夺 冠 ，也 提 高 了 游 泳 项 目 的 关 注 度 。

参加我们中心游泳培训的孩子明显增长。”刘晓青表示。

10 岁的殷琳荃四肢修长，是省少儿体育培训中心的游

泳“明星”，去年省运会上她获得多枚个人金牌。她母亲夏

燕说：“孩子喜欢游泳，我们家长应当全力支持，游泳给她带

来了乐趣和自信。”殷琳荃的教练涂文堃，正是万乐天的启

蒙教练，他欣喜地介绍：“殷琳荃比万乐天小 9 岁，但是她现

在的成绩远高于同龄时的万乐天。现在的孩子身体发育更

好，训练也更加科学。”

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化推进，越来越多的孩子喜欢

上了游泳运动。在我省广大的游泳群体中，今年已新增注

册青少年游泳运动员 772 人，全省青少年游泳运动员达 3140
人。江西游泳，正在逐渐掀起新浪潮。

活化利用古建 传统村落蝶变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冬日里，行走在金溪县对桥镇旸田村，映入眼帘的是青

砖黛瓦、石板幽巷和依山而建的古民居……两年前，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驻旸田村工作队整合社会资源，通过活化利

用古建筑，让这个中国传统村落发生了蝶变。

目前，我省共有受保护的传统村落 570 个，挂牌历史建

筑 3814 处、传统建筑 2 万余栋。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负责人

介绍，对于传统村落保护，我省以“守护中华农耕文明，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探索出一条“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的路子。同时，出台《江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将传统村落保护纳入法治轨道。

婺源县有传统村落 30 个，历史遗迹、明清古建筑遍布乡

野。不少古建筑年久失修，保护维修需要巨额资金，仅靠政

府的力量远远不够。去年，该县对外发布部分历史古建筑

的名称、地址、建筑面积、历史年代、结构类型等信息，向全

球招募“保护人”。在“认养”过程中，当地住建部门对认养

人的改造和装修方案进行审核，以保护原有风貌和相关建

筑结构。

婺源人揭凌生看中了秋口镇王村一栋有着百余年历史

的老宅，由于长时间无人居住，该建筑部分结构已坍塌，但

墙体和主结构还很完整，徽派建筑的元素仍清晰可见。揭

凌生租下这栋老宅，请来知名设计师主导整体规划和设计，

老宅的修复工作则交给当地有着 40 年经验的老木匠，守住

了古香古色的味道。整个老宅修复耗时 1 年多，耗资近 500
万元。如今，拥有 10 间客房的悦园婺扉民宿已成为当地历

史建筑活化利用的典范。

婺源县推出的特色古建保护模式，不仅对传统古建进

行妥善保护，还有效整合旅游资源，改善百姓生活。该县每

年设立 2000 万元专项资金，并出台民宿产业扶持办法。目

前，该县精品民宿达 800 余家，形成了 3 个百栋以上的古宅

民宿村。

“财政资金和配套政策的强力支持，让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获得资金保障，帮助社会资本形成投资信心，撬动和吸引

社会力量参与传统村落保护，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说，今年该厅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中下达 3200 万元，有效带动各地市级财政投入 1043 万元、县

级财政投入 1.2 亿元，吸引社会资金 5.4 亿元。目前，我省已

启动修缮传统建筑 3258 栋。

眼下，正是脐橙最佳采摘期。在宜春

市袁州区新田镇杨芽村硒橙核心示范基

地，近 3000亩硒橙迎来丰收，产量达 300多

万公斤，刚刚上市就被订购一空。由于袁

州区的土壤含有丰富的硒元素，且脐橙口

感香甜、汁多、味美，故而得名袁州硒橙。

该 基 地 负 责 人 张 梦 来 告 诉 记 者 ，过

去，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安远县种植赣南

脐橙。2017 年，张梦来与林业、农业领域

权威专家来到袁州区调研。通过对当地

土壤、气候、水文、地貌进行反复研究，张

梦来的团队因地制宜，对脐橙树的根部进

行嫁接，使其枝繁叶茂、根深蒂固，大大增

强了抗病虫害能力。

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张梦来着手

成 立 江 西 梦 来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采 取

“公司+农户”发展模式，在袁州区新田镇、

湖田镇、南庙镇、西村镇等地建设了 3 万多

亩富硒脐橙种植基地。短短几年，该公司

发展成为集脐橙种植、幼苗培育、技术指

导、果实收储、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

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周边 3600 多农户

受益。“拿杨芽村来说，基地投产后，村里 9
个脱贫户长期在基地上班，他们每年还有

5%的分红。”杨芽村党支部书记刘祥林表

示，再过几年，该基地将迎来丰产期，预计

每亩每年可创造经济价值 1.2万元。

“为了唱响袁州硒橙品牌，我们通过

建设袁州硒橙产业园、举办硒橙丰收节等

举措，让袁州硒橙一夜成名，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袁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黄德平

介绍，该区以江西梦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为 依 托 ，以 点 带 面 全 力 推 广 袁 州 硒 橙 产

业，让周边村民足不出村学习种植管理技

术，预计到 2025 年硒橙产业将达 10 万亩，

产业链综合产值将达 20亿元。

袁州区唱响硒橙品牌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临 近 毕 业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音 乐 学 院

2021 级艺术学专业研三学生林伊婷收到

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用她的话来说，这份

礼物让她终生难忘，激励她在今后的人生

道路上行稳致远。

这份礼物，是一场亲身参演的演出，

站在国家最高艺术殿堂用音乐致敬长征

精神。

10 月 30 日晚，以“星耀新征程”为主题

的 2023 年 国 家 大 剧 院 第 十 六 届“春 华 秋

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在北京拉

开帷幕，由江西师范大学推出的大型声乐

套曲《长征组歌》作为开幕音乐会精彩亮

相。这是江西高校首次受邀参加国家大

剧院“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

展演。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由该校

音乐学院近 200 名师生联袂出演。林伊婷

就是其中一员。

“指导老师教导我们，要把情感唱成

画 面 ，描 摹 出 一 种 意 境 ，让 观 众 走 进 去 。

歌词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而是我们手中的

‘色彩’，哪里要重，哪里要轻，都是有讲究

的。”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在无数次演唱

中，这部融合多地域、多民族音乐曲调的

红色经典音乐作品在林伊婷的脑海里刻

下深深的烙印。

引起共鸣，首先要共情。参演《长征

组歌》的多是“90 后”“00 后”，生长于和平

年代的他们，很难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先辈

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为了让这群年轻

人更加深刻地理解长征精神，更好地演绎

这部作品，指挥老师徐翀、合唱指挥老师

李新荣、乐队指挥老师万义欣扎实做好案

头功课，在日常排演训练的同时，给这群

年轻人讲长征故事、播放长征题材电影。

了解红军长征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

义后，演出团队成员心怀对历史的敬仰和

对艺术的追求，精心演绎每一个音符、每

一个动作。“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

粮……”在《长征组歌》中，《过雪山草地》

全曲开头以低缓的曲调诉说红军过雪山

草地时遇到的困难，为观众勾勒出苍茫无

垠的天地。“连绵的群山，刺骨的寒冷，噬

人的沼泽，音乐响起，历史瞬间串珠成线，

浓烈的情感喷薄而出。”回忆演出时的情

景，该校 2022 级音乐表演专业本科生李佳

梦至今心潮澎湃。

《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

辉》……通过 10 首音乐作品，观众深切感

受到热泪沾衣的告别、浴血湘江的悲壮，

也聆听到秀丽苗岭的鸟啼、直罗炮声的隆

隆、会师高歌的豪迈。全情投入、用心演

绎，《长征组歌》赢得了阵阵掌声，现场不

少观众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长征组歌》不仅仅是一场音乐演出，

也是一堂形式生动、内容深刻的思政课公

开课。“革命先辈的披荆斩棘，才有了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此次赴京观看师哥师

姐 的 演 出 ，我 非 常 荣 幸 。 从 中 学 到 了 很

多，我将用长征精神激励自己，不断逾越

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

长征路。”该校 2022 级音乐学专业本科生

康严之说。

赴京演出前，《长征组歌》演出团队曾

在江西省内外巡回演出近 20 场，观众达 2
万余人。一场场好评如潮的演出，更加坚

定了演出团队用音乐致敬长征精神的决

心。“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青年一代

应该去了解我们国家一路走来经历了什

么。所以，我们会把《长征组歌》一直演下

去。”徐翀介绍，《长征组歌》演出团队将以

红 色 经 典 音 乐 作 品 为 载 体 ，不 断 创 新 演

绎，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未来，《长征组歌》还将继续巡演。赣

鄱大地上，青春歌声嘹亮激昂，红色记忆

历久弥新……

用音乐致敬长征精神
本报全媒体记者 齐美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