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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茶代宴品新味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今天是我 50 岁的生日，本来准备办寿宴，为了响应政府

号召，就以米茶代酒，谢谢大家。”日前，在石城县朱坑乡塘台

村村民张明华家，亲朋好友、村里邻居齐聚一堂，大家一边品

尝米茶，一边唠着家常。在欢声笑语中，张明华 50 岁的生日

宴请简朴而温馨地进行着。

在石城，“请客不收礼”的风尚早已深入人心，该县进一步

探索节俭办宴新做法。

米茶是珠坑乡的传统美食，由大米、豆角、花生、豆制品等

食蔬制成，深受本地群众喜爱。村民家中每逢生日宴、乔迁之

喜，都会请亲朋好友喝米茶、吃喜宴。当地因势利导，引导村

民过寿、乔迁喜事时新办、简办宴席，以煮米茶招待客人的方

式代替摆宴席。

“以 200 人左右的宴席为例，农村流水席的均价为每桌

500 元，一场宴席办下来得花费 1 万元左右，而以煮米茶宴客，

成本不过三五百元。”珠坑乡党委副书记刘庆勇介绍，今年以

来，该乡开展米茶代宴 70余次。

从“请客不收礼”到节俭办宴席，石城县通过党建引领、制

度规范、党员示范、村民自治，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改革。米茶

代宴作为该县探索做好移风易俗“后半篇文章”，有效引导群

众做到餐饮不浪费，切实减轻经济负担。

创新开展机关党组织“项目攻坚红色先锋”实践活动——

九江重点项目建设动能强劲
本报九江讯 （全媒体记者尹晓军 通讯员洪永林）机

关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如何深度融合？九江市已开展半

年的“项目攻坚红色先锋”实践活动，探索出了一条有效

途径。

2023 年 6 月，“项目攻坚红色先锋”实践活动启动。九

江市下发《在全市机关党组织中开展“项目攻坚红色先锋”

实践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机关党组织全面服务项

目建设，做到发展的主战场在哪里，党建服务就跟进到哪

里。“全市机关党组织要始终围绕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积

极作为、主动作为，主动对接和融入项目建设，在推进全市

重点项目中发挥积极作用。”九江市委主要领导表示。

该市各级机关党组织闻令而动，主动对接重点项目，

开展帮建服务。全市重点项目均建立了临时党支部，结

成 了 联 建 互 促 对 子 ，实 现 党 建 工 作 与 项 目 建 设 目 标 同

向、工作同步、责任同担。各级机关党组织结合重点项

目情况，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政策、送服务等“项目问症活

动”，与项目方一起排忧解难，牵线搭桥，助力项目建设

顺利推进。

九江市委办公室机关一支部与天红科技项目开展联

建帮建工作，创新建立共建沟通协调机制，形成“沟通、协

调、跟踪”闭环工作模式，合力推动项目建设提档加速。九

江市委宣传部机关一支部在深入开展“项目攻坚红色先

锋”实践活动中，积极对接、帮建德安隆平故里——“稻花

香里”旅游开发建设项目。该支部联合县乡两级党组织，

组建以项目方党员和对接服务项目建设的德安县文旅局、

河东乡党员干部为成员的临时党支部，提供“上门办”服

务，协调做好土地征收、纠纷调处、安全排查等工作，努力

破除制约项目进度的瓶颈，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据了解，“项目攻坚红色先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九

江市各级机关党组织与 267 个项目临时党支部结成联建

互促对子，现场研究解决项目难题 311 个。同时，各机关

单位通过对上争取、牵线搭桥、沟通协调等方式，切实帮助

项目争取政策和资源，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发挥积极作

用。目前，九江市各级机关党组织深入项目一线开展“送

学到项目”活动 528 次，组织开展“立足岗位作贡献”活动

177 次，帮助项目解决难点、堵点问题 375 个，为重点项目

建设注入了强劲动能，包括长江干流江西段崩岸应急治理

工程在内的 46 个市县两级重点项目，实现了高质量提前

完工。

12 月 27 日 ，在 贵

溪市志光镇西江村，物

业工作人员正清扫巷

道路面。当地全面施

行“物业进乡村”，通过

引进专业的物业公司，

给辖区村庄提供保洁、

绿化、管护等服务，有

效改善人居环境，村民

幸福指数得到提升。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改革破题 创新引领

近年来，南昌高新区捷报频传：在全

省开发区中率先实现GDP突破千亿元；

连续五年在全省开发区争先创优综合考

评中蝉联第一；在全国国家高新区综合

排名实现“八连进”，跃居第 22位……

南昌高新区围绕做实企业全生命

周期服务，创新提出并践行“企业三服

务”（为创强服务、为创新服务、为创业服

务），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强龙头 扩存量 为创强服务

近年来，围绕航空制造、电子信息、

数字经济、医药健康、新材料等产业集

群，南昌高新区重点引进和培育了一批

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在产业链

的重要节点形成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打通了产

业链堵点、断点，畅通产业循环，推动全

产业链优化升级。

“通过一企一方案、一企一专班、一

企一政策的‘三个一’工作法，了解企业需

求和未来发展规划，并制定相应方案，由

专班跟进实施。”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截至目前，南昌高新区会

同各部门成立了60余个工作专班，为80
余家企业制定了“一企一策”。同时积极

挖掘培育存量企业增资扩产项目 50余

个，项目总投资额预计达到563.25亿元。

搭平台 谋未来 为创新服务

今年，江西众加利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拓展公司业务时，

因缺少固定资产抵押，出现资金缺口。农业银行通过积分制平

台主动找到企业，提供信用贷款额度2000余万元，及时帮助企业

解决了融资难题。

为推动园区内工业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南昌高新区通过积

极构建研发机构梯次培育格局，持续助力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

业链上游延伸。目前，南昌高新区 52家年营业收入 3亿元以上

的工业企业，全部建立了研发机构。与此同时，南昌高新区还通

过定期梳理“院所科研清单”和“企业需求清单”，推动大院大所与

企业签订技术合同625项，合同金额约63.4亿元。

懂业务 优环境 为创业服务

去年3月，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约落户南昌高

新区，建设智能手机整机生产基地，达产后，将实现年产智能手

机整机约2500万台，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优秀项目的落户，是南昌高新区招商团队不懈努力的结果，

通过为企业对接省内配套供应商、协助招工、为项目场地提供支

持等一系列举措，降低企业投资成本，还在人才落户、就医、住宿

等方面为企业消除后顾之忧，最终使得项目成功落地。

南昌高新区深入推进招商安商体系改革，为创业企业服

务。在全省率先实施企业开办“零成本、三小时”办结制，率先试

创“一号申请、一网通办”服务模式，率先推出“办不成事兜底办”

专窗。探索建立“管委会+公司”运营模式，全面推进高新招商集

团“前端招商+后端服务”市场化改革，集团资产总规模突破800
亿元，成为全省首家开发区单一控股的AA+平台公司，参与设立

的15只市场化投资基金总规模超120亿元，投资企业6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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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分宜县公安局积极组织民警深入辖区企业

开展“警民同心 反诈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助力企业织密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护网。图为 12 月 13 日，该局民警向

企业员工传授反诈知识。 通讯员 黄小军摄

第二届箱包皮具产业博览会开幕
本报新干讯 （全媒体记者李歆 通讯员张清凇）12 月

26 日，新干县举办第二届箱包皮具产业博览会。博览会

期间，推出了展贸会、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

箱包皮具产业是新干县的主导产业，全县现有481家箱

包皮具企业，生产经营范围涉及样式设计、原料采购、剪裁缝

制等所有环节，产业链条齐全，先后建成箱包皮具交易市场、

现代箱包皮具产业园和集物联网和会展展示、集采设计、电商

直播、检验检测、金融服务等于一体的“一网五中心”共享服务

平台。目前，该县共有箱包皮具经营户1000多家，销售网点

遍布全国各地，旅行拉杆箱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5%，箱包电商

年交易额突破15亿元。

走近最美“火焰蓝”

“再晚一点，他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你们辛苦了!”
现 场 医 护 人 员 给 指 战 员 们 点 赞 。“ 工 人 兄 弟 没 事 就

好”，浑身被汗水湿透的赵兴旺说。

10月20日13时许，永新县一在建工地内，一名工人

因吸入大量有毒气体晕倒，但救援却遇到了难题。要救

人，就得通过一个距地面3米多高、直径不到80厘米的狭

窄洞口。关键时刻，消防员赵兴旺主动请战，身材偏瘦的

他钻进洞后，迅速给昏迷的工人戴上防毒面罩，在战友的

协助下，利用绳索等工具将工人抬升至安全地带。

在永新县消防救援大队，像赵兴旺一样关键时刻

靠得住、危急时刻顶得上的队员还有很多。在一场场

救 援 中 ，他 们 勇 往 直 前 ，将 群 众 平 安 放 在 首 位 。 自

2018 年消防救援队伍改革转制以来，该大队参加灭火

救援战斗 500 余起，营救被困群众 1773 人，抢救财产

价值 7028万元。

三湾村枫树坪，巨大的红枫苍劲挺拔。今年 9 月

的一天，永新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整齐列队，在“三

湾改编”旧址枫树坪重温入党誓词。

“ 作 为 扎 根 在 红 枫 树 下 的 队 伍 ，我 们 始 终 坚 持

‘支部建在连上’，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工作。”该

大队政治教导员周卫东说。建队 52 年来，大队先后

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全国青年文明号”“全省拥政爱民先进单

位”等称号。这支现有党员 20 人、总人数 28 人的队

伍，扛起了守护全县 2195 平方公里、53 万名群众平安

的责任。

为了更好地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该大队党委

与县红色名村党建联盟开展共建共治，与村（居）委会

党组织共建，联合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形成“一名党

员带动一户，一户带动一组，一组带动一村”的示范带

动效应，大力清除农村火灾隐患。大队还开展“消防

安全村村通”大喇叭行动，消防安全提示语通过 1428
个应急广播直达 24个乡镇（街道）、263 个村（居）委会，

村民的防火安全意识不断提升。

红枫树下的“火焰蓝”
——记永新县消防救援大队

朱宸廷 刘俊辰

11月 9日，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内，李胜利正

在调度当日执勤力量，眼神专注、严肃认真。尽管两

年前已离开消防救援一线，李胜利始终挂在心间的，

还是“责任”二字。

“李胜利，你为什么当消防员？”“想帮助人，救人，

救很多人！”32 年过去了，李胜利依然记得自己刚下新

兵连时和班长的一番对话。那年，19 岁的他从家乡河

南西平县来到南昌，成为一名消防员。

30 多年来，正是怀着救人的那份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李胜利经历了 1.1 万余次水火中的逆行，也获

得了“全国应急管理系统二级英雄模范”“中国消防忠

诚卫士”等称号，各种证书奖状堆了满满一抽屉。

“ 消 防 员 的 荣 誉 ，是 在 烈 火 中 照 亮 的 ！”这 是 李

胜利的座右铭，也是他从事消防救援工作以来最深

的感触。

1993 年 5 月 31 日的那次救援，李胜利一辈子都不

会忘记。当天夜里，南昌一商城发生火灾，消防员赶

到时，浓烟和烈火已把逃生通道全部阻断，数百户居

民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冲在最前面的李胜利冒着浓

烟和烈焰，利用曲臂登高车，和队友从 20 多米的高处，

转移了 270 多名被困群众。在最后一名群众脱困后，8
层的楼房轰然倒塌。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李胜利，看到

火势还在蔓延，握紧水枪再次冲进火场，直至大火被

扑灭。

害怕是本能，不退缩是担当。30 多年来，李胜利

先后参与灭火救援战斗 1.1 万余起，累计营救疏散被

困群众 3万余人。

两年前，李胜利的家乡河南遭遇特大暴雨，他积

极响应号召参与抢险救援。在一次转移群众过程中，

冲锋舟突然失去动力，紧要关头，他抓起绳子跳进齐

胸深的水里，拼尽全力将冲锋舟转移到安全地带，最

终保障了受困群众的平安。

平时艰苦训练，战时赴汤蹈火。从一名消防战斗

员成长为指挥长，李胜利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

此，他不断加强业务学习，锤炼过硬本领。在他看来，

每一次任务背后，都是如山的责任。

责任如山
——记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专业技术一级指挥长李胜利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珊珊

打造“智慧联动”统战工作平台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刘斐 通讯员刘斌）今年以来，赣

州经开区积极探索统战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新路

径，利用数字化手段，打造了“智慧联动”基层统战工作平台，

共受理统战类问题6件、化解调处74件，调处率100%。

据了解，赣州经开区共划分 82个统战网格，依托区综

治中心、各乡镇司法所及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三级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力量，今年以来共处理案件 162 件。特别是

蟠龙镇打造了能够随时定点察看动态状况的综治视联网

瞭望平台，并将线上平台与线下综治调解室、同心工作室

等阵地整合成联动指挥调度中心，推动调解触角延伸至

基层治理各方面。

培育乡土人才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石城讯 （朱晨欣）近年来，石城县丰山乡立足发展实

际，通过挖掘、培育等多措并举激活乡土人才“引擎”，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据了解，丰山乡通过开展调查统计、建立乡土人才信息库

等方式，全面掌握乡土人才的基本情况和特长，为乡土人才的

精准培育提供数据支撑。与赣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等合

作，开展乡土人才理论教育，并聘请农业产业专家到乡村授

课。鼓励创办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周边农民

共同致富。此外，该乡还鼓励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为乡村

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

多举措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吴琦）南昌市西湖区商贸协会多举措

助力商贸行业服务，首批30家会员单位共同助推西湖区商贸企

业做大做强，为促进该区商贸行业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下一步，协会将通过异行同购、互惠互利的方式，采用资

源交换、互推引流及全域联盟购物卡等形式，举办各类商贸活

动，激发民营企业活力，繁荣消费市场。

森林火险应急通信演练开展
本报宜春讯 （朱宸廷 通讯员郑一欣）日前，省应急

管理厅组织宜春市应急管理局、靖安县应急管理局开展

“不打招呼、不定脚本”森林火险应急通信演练。

整个演练过程中，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救援队伍反

应迅速、紧密配合，火势被迅速控制，火点被及时扑灭，达

到了预期效果。据了解，这是省应急管理厅今年以来第

三次组织开展应急通信演练。为更好满足“全灾种、大应

急”的实战需要，加强各类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和救援处置

能力，省应急管理厅重点围绕以“练”备战、以“技”赋能，

一体推进无人机应急通信在应用上迈出坚实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