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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乐
运
动

▲2023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 月 1 日，首届轮滑嘉年华暨迎新年庆元旦活动在丰城市举

行，来自省内外 65 支代表队共 3700 余人参赛。赛场上，选手们驭风滑行，自由飞驰，感受轮滑运

动的魅力。 谢文凡摄

▶近日，一场美式腰旗橄榄球活动在南昌市梧凤山足球公园举行，来自各地的 40 多名运动

爱好者参与其中。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铖歌摄

湖口县 143 个村卫生室上线
智慧医保“村村通”

看病拿药 刷脸就行
本报湖口讯 （全媒体记者周亚婧 通讯员郑飞华）

近日，湖口县双钟镇柏树村村民翟显云到村卫生室就

诊，通过刷脸完成了挂号。柏树村卫生室医生王荒喜

告诉记者，村民就诊拿药所产生的费用，经医保门诊统

筹报销后，刷脸就能完成自费支付部分。

以前，没有智慧医保“村村通”，就诊村民必须带上

医保卡到村卫生室刷卡挂号、结算。现在，乡村卫生室

陆续安装了智能读卡器、终端扫码及刷脸设备，村民可

以直接刷脸或刷电子医保卡挂号、缴费和结算。

智慧医保“村村通”支持刷卡、扫码、人脸三种身份识

别方式，不仅实现村级医保费用即时结算，还有城乡居民

参保情况等6项查询服务，以及城乡居民参保、异地就医

备案等 16项医保高频次经办服务。目前，湖口县 143个

村卫生室全部上线智慧医保“村村通”并投入使用。

近年来，九江市厚植科技人才成才沃

土，广聚八方科技英才，打造引才汇智“强

磁场”，吸引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扎根九

江，通过科技赋能，结出累累硕果。近三

年 来 ，九 江 市 科 协 通 过 全 市“ 四 站 一 院 ”

（学会科技服务站、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

站、海智计划工作站和科技小院）平台，引

进硕士以上人才 46 人，培养人才 50 人，获

专利授权 74项，累计合作项目 130 余项，实

现技术突破 52 项，一批科研成果转化为助

力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生 产 力 ，实 现 经 济 效 益

11.96 亿元，为九江高标准建设长江经济带

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引才：搭建平台吸引人才

人 才因事业而聚，事业因人才而兴。

近三年来，九江市持续加大对科技人才的

扶持力度，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重大机遇，先后出台《九江人才新政 20
条》《“浔城英才”计划》等引才政策，从政策

支持、资金帮扶、平台支持、人才服务和激

励机制等方面，吸引一大批科技人才扎根

九江，用科技力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九江市共建有“四站一院”74 家，该市

每年拿出专项经费对每个院士工作站给

予 50 万至 100 万元的经费支持；对每个专

家工作站，给予 15 万元的经费支持；对建

立了学会的科技服务站、科技小院给予 3
万至 5 万元不等的经费支持。一系列“重

量级”深度政策支持，吸引了一批带技术、

带成果、带专利、带项目的高层次领军科

技人才及团队来九江发展。九江一家新

材料公司柔性引进清华大学教授陈晨建

立专家工作站，制订技术产业链建设发展

规划，企业经营规模大幅度提升，成为国

内钽铌新材料主要供应基地。

用才：提供舞台用好人才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九江市积

极搭建各类平台，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和

使用体系，广大科技人才和工作者通过这

些平台和载体，发挥优势、研发创新。

一批科技人员身影，长年活跃在九江

市 2124 户规上企业、648 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1062 家入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工作在 2 所本科院校、5 所高等职业院校、

35 所中职学校校园内；耕耘在庐山国家植

物园、中船九江重点实验室、庐山茶科所、

修水茶科所等一批科创平台上。乘着经

济高速发展的东风，该市 164 名科技工作

者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上发挥作用，他们

与全市 107 家企业开展合作，为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支持。

此外，在九江市科协、农技协的对接

下 ，还 有 一 批 农 业 科 技 人 才 躬 耕 广 袤 田

野，助力九江农业科技和特色产业发展。

全市建成 13 家市级科技小院，全部实现高

校科技人才进行“线上+线下”教学指导、

大学生入驻的“产、学、研”有机融合发展

模式，起到了“协会搭台、人才唱戏，产业

发展、农户受益”的良好效果。

留才：营造环境留住人才

环境好，人才聚。九江市以完善的配

套政策吸引人才，以真诚优质的服务打动

人才，以暖心细致的人文关怀留住人才，

真正让人才留在九江、融入九江、建设九

江、爱上九江。

近三年来，九江市每年选拔一批优秀

人才（团队），给予 15 万至 60 万元为期 3 年

的培育资金，对新入选省级及以上重大人

才工程、按上级支持资金 40%给予配套奖

励。同时提供人才公寓服务，对全职新引

进的全日制硕士或副高职称及以上人才

和企业全职新引进的全日制“双一流”本

科生，3 年内租金减半。对企业全职新引

进的高级人才，3 年内免费入住，优化在九

江工作的博士子女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保障举措。连续四年开展 3 个“十大最

美”科技人才系列选树活动，对科技人才

实行激励奖励，由市委、市政府进行表彰，

让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从幕后走上领

奖台。2023 年被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的

曹志普是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运行四

部的工艺主管，他说：“九江为科技工作者

提供了良好发展环境，我要主动担当、创

新奉献，为九江打造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

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打造引才汇智“强磁场”
——九江厚植成才沃土推进科技人才发展纪实

周光灿 谈思宏 洪永林

日前，南丰县劳动监察执法大队为 89 名工人集中发

放被企业拖欠的 64 万多元工资。图为江西富禾科技有

限公司员工领取被拖欠的工资。 通讯员 彭 琛摄

红谷滩区
法律援助治理欠薪难题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日前，南昌市红谷

滩区法律援助中心启动“有法帮你·薪暖农民工”法援惠民

专项行动，为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截至目前，该

中心受理农民工法律援助申请5件，受援农民工35人。

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红谷滩区法律援助中心充分发挥

法律援助职能作用，结合法援惠民生等相关工作，为农民工

开辟欠薪求助法律援助绿色通道。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该中心简化法律援助申请程序，快速受理案件，确保农

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在近期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龚某

某等 17 名农民工被某建筑公司拖欠工资，多次索要无果

后，来到红谷滩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该中心立即为

他们办理相关手续，并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最终，17
名农民工拿到了被拖欠一年多的30多万元劳务工资。

分宜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报分宜讯 （全媒体记者江拓华）2023年以来，分宜

县扎实做好根治欠薪工作，受理解决线下登记欠薪投诉40
余起，涉及 204人、217万余元；受理国家欠薪平台案件 95
件，办结 95件；处理转办的投诉案件 161起，为 200余名农

民工追讨工资320余万元，切实保障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分宜县根据区域特点设置了 3个劳动监察室，推出欠

薪投诉平台，农民工扫码即可举报，实现多渠道受理欠薪投

诉，推动欠薪投诉举报快调速裁。建立成员单位协调机制，

构建以人社部门牵头抓总，行业主管部门、各乡镇、街道、园

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出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和劳动保

障监察协调联动机制方案》，成立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

协助解决各类欠薪案件。同时，该县通过组织企业集中培

训、就业专场招聘会等方式，提高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

本报新余讯 （全媒体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吴

美凤）2022 年 10 月、2023 年 2 月，新余市仙女湖区

观巢镇某村党支部书记黄某先后两次违规接受管

理服务对象宴请，并在第二次接受宴请后违规出入

高档娱乐场所，相关费用由管理服务对象支付。

2023 年 5 月，黄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近

日，在仙女湖区党员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上，该区

纪委监察组负责人通报了黄某案例，为全区村（社

区）“一把手”上了一堂廉政党课。

村级“一把手”是群众身边的“当家人”，是乡

村振兴的“领头雁”，其权力规范运行关乎群众切

身利益。仙女湖区从预防教育、规范用权和提级

监督等方面入手，全面加强对村（社区）“一把手”

的监督管理，切实激活“头雁效应”。该区强化廉

政教育，为村级“一把手”打造“正面引导+警示教

育”相结合的廉政教育模式，扎实推进党纪法规的

学习。目前，已开展廉政党课、观看警示教育片、

旁听庭审、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各类廉政教育活

动 3轮次，覆盖人员达 200余人。

仙女湖区加强对小微权力的约束，紧盯村级

“一把手”在履职中可能出现的廉政风险点，聚焦

责任落实、项目建设、集体“三资”以及惠民利民政

策落地等方面，梳理出五大类 33 项“小微权力”清

单，指导乡镇纪委、村纪检委员等基层监督力量开

展监督，使村级“小微权力”监督清单化、制度化。

2023 年 7 月，该区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

台上线，至今总访问量 133 万次，公开信息 1000 多

条，收到的 2件投诉已全部办结。

仙女湖区做实提级监督，织密监督网络。区

纪委监察组按照片区协作分工，启动“片区核+提

级督+交叉查”工作机制，对涉及村级“一把手”的

检举控告件提级把关、问题线索提级查办、重大事

项提级报告、廉洁情况提级审核，构建对村级“一

把手”的立体监督网络。2023年以来，该区纪委监

察组对 11 名违纪的村（社区）党组织负责人予以党纪政务处

分。通过提级监督，进一步规范了权力运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

扶贫资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

大以来，国家持续加大扶贫投入力度，实施了大量扶

贫（帮扶）项目，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资产，即经营性资

产、公益性资产和到户类资产共三类（以下简称“三

资”）。如何让这些资产保值增值，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持续发挥效益？

作为首批全国脱贫攻坚交流基地之一，2023 年以来，

石城县探索实施乡村振兴“三资”CEO 管理模式改革，

借助专业人员力量对“三资”进行市场化运营管护，让

乡村CEO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

选聘专业能人，破解“谁来管”

龙岗乡是典型的人口流出较为明显的乡镇。“由于

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懂市场、会管理、善经营的专业

人才，部分扶贫项目的经营性资产运营困难，难以可持

续发展。”龙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潘剑锋告诉笔者。

在石城县，龙岗乡的情况并非个例。脱贫攻坚期间，

石城县投入大量资源，2013年至2022年登记确权扶贫项

目资产9152个、资金18.9亿元。如何规范管护这些资产，

盘活资产效益，成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为此，石城县推行乡村振兴“三资”CEO 管理模式

改革，选聘 CEO 参与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实施多

渠道落实管护经费、健全完善乡村CEO管理制度等举

措，破解“谁来管”的难题。

据介绍，石城县共评选了 49 名乡村 CEO，他们的

资产管理经验平均达 10 年。乡村 CEO 的到来，不仅

盘活了资产，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因为熟悉各村项

目资产建设运行情况，2023 年 6 月退休的乡政府项目

办主任、龙岗乡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社董事长伊学斌

组建了一支专业项目资产管护团队，还将蔬菜大棚、

育秧中心、农事服务中心等资产捆绑打包纳入合作联

社，通过土地流转、引进种粮大户、收取租金等方式，

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20余万元。

创新管理模式，解决“怎么管”

初冬，高田镇新坪村十里红杜鹃农庄的人气不

减，看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农庄总经理、乡村CEO陈燕

平感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现在这个 600 亩

的农庄还要扩建。”

2020 年，高田镇整合全镇 15 个村 450 万元村级集

体经济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了十里红杜鹃农庄。回乡

创业的陈燕平看到了农庄的发展潜力，以资金入股村

集体资产，2023 年 3 月被聘任为农庄管理运营 CEO。

凭借在一线城市的工作经验，她将农庄打造成集餐饮、

住宿、采摘、野炊、游乐、农事体验于一体的3A级乡村旅

游景点。“2023年农庄营业额预计达 230万元，可实现村

集体收入超 15万元。”陈燕平告诉笔者，她计划投资 400
万元，进一步丰富农庄业态，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

石城县的乡村CEO聚焦产业发展，把经营性资产

作为管护重点，在确保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创新管理模

式，解决了“怎么管”：横江镇以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提前选聘CEO策划运

营村里联建米粉厂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产业项

目，每年村集体收入可达 18万元；屏山镇把帮扶车间和

标准化厂房交由 CEO 管理，可实现村集体收入 15 万

元；全县131个村的116.5兆瓦光伏资产和700亩蔬菜大

棚委托县农发公司管理，每年村集体经济光伏收入达

1900多万元、蔬菜大棚租金达 120余万元，单体选聘、协

议合作入股、捆绑打包集约、委托国企……如今，一大

批CEO活跃在石城各个乡镇，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解决“谁来管”“怎么管”困扰——

乡村CEO，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朱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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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流动车厢传递家风文化

“移动家风馆”亮相抚州街头
本报抚州讯 （谢龙龙）“欢迎乘坐‘临汝家风·一路传承’

主题宣传公交车……”近日，全省首个“移动家风馆”——“临

汝家风·一路传承”主题宣传公交车亮相抚州街头，用流动车

厢传递家风文化。

登上主题宣传公交车，红色车厢内“赓续红色血脉，培育时

代新人”，绿色车厢内“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粉色车

厢内“志愿精神人人行，文明新风人人创”等标语映入眼帘。车

厢内还张贴了革命烈士、全国最美家庭、全省最美家庭等海报，

让广大乘客在旅途中潜移默化接受优秀家风文化熏陶。

为深挖临川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宣传“临汝家风”地方特色

品牌，抚州市按照“一车一色彩、一线一主题”原则，打造红、青、

粉、绿、橙等五色公交“流动课堂”，覆盖5条公交线路，围绕开启

红色传承之旅、弘扬青色勤廉之风、唱响粉色巾帼之歌、绘就绿

色生态之画、点亮橙色家庭教育之路等5个专题开展宣传，构建

“车轮停在哪里，家风教育阵地就到哪里”的家风宣教新格局。

第五届汤显祖戏剧奖揭晓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近日，省文联正式公布第五

届汤显祖戏剧奖获奖名单，孙振等 9 人获得“金玉茗”表演奖，

《老樟树下的祭奠》等 42个剧目分别获得最佳剧目、优秀剧目、

入围剧目，抚州市戏曲家协会等10个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

2023 年 12 月，由省文联、抚州市政府主办的第五届汤显

祖戏剧奖暨地方戏曲优秀小戏（折子戏）展演在抚州市汤显

祖大剧院举行，共有 7场 42个剧目同台竞技，展示了我省地方

戏曲近两年来的优秀成果。据介绍，省文联、抚州市政府共

同设立汤显祖戏剧奖，旨在加强戏剧创作和传播，助力文化

强省建设，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