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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资溪县高田乡翁源村500亩稻田

里，几台翻耕机在割完稻谷的土地上来回

作业，几名村民挥舞锄头紧随其后，认真整

理田块，为种植药食同源的芽球菊苣早作

准备，冬日的田野上涌动着勃勃生机。

这片田，曾经“季节性撂荒”。“单季稻

5 月份播种，最晚 11 月份收割，双季稻早稻

提 前 至 3 月 播 种 ，晚 稻 在 11 月 也 能 收 割

完。往年，完成了年度粮食生产任务后，

农户们不再种植其他作物而撂荒。”资溪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少军说。

事实上，以地为生的农民也很无奈。

“资溪县地处山区，八山一水半分田，耕地

面积不足 10 万亩，小半年的时间都闲置，

当然于心不安。”邓少军坦言。

让冬闲田“活”起来。资溪县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改变以往企业带大户的形

式，组织龙头企业包乡镇，在盘算时令、用

好农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种植晚玉米、

晚红薯、油菜等适宜品种，充分利用抛荒

地、闲置旱地、因灾绝收田块等土地资源。

在资溪县乌石镇陈坊村，2400 多亩冬

闲田披上了一层新绿。稻谷一割完，资溪

县和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马不停蹄地

种上了油菜。“由于播种时间早，目前油菜

大多已长出 7 至 8 片叶子，预计可以顺利

过冬。”资溪县和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吴小东介绍，公司精心挑选了优质越

冬的油菜品种，在育苗、定植、用肥、采收

等关键环节都有技术员指导把关。

冬闲田的利用，盘活了土地资源，也提

高了土地的经济效益。吴小东算了一笔经

济账：老百姓免租金将冬闲田流转给公司，

还可以作为劳动力参与田间日常管理；往

年，农户只有种植水稻收益，种上油菜后，

每亩稻田收益翻番；油菜的有机质可以让

土壤更具活力，减少化肥用量30%左右。

“都是熟悉的农活，做一天有 100 多元

工资。”陈坊村 77 岁的村民林景福说，以前

每到冬天自家的田地就闲着，今年种了油

菜，自己不仅被聘为油菜基地的管理员，

还净赚了 8000多元工钱。

尝到了甜头，冬闲田的利用热情充分

激发出来。目前，资溪县已利用冬闲田种

植油菜 9738 亩，覆盖全县 7 个乡镇。冬闲

田的利用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在资溪县

高阜镇，冬闲田种上了土豆等越冬蔬菜，

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有富余产量供应外

地 。 在 石 峡 乡 等 地 ，冬 闲 田 已 经 重 新 翻

耕 ，准 备 播 种 车 前 草 、浙 贝 母 等 中 药 材 。

冬闲田利用的效益也在不断延伸。目前，

全县多个旅游景区和旅游公路沿线的冬

闲田已种上油菜，等到油菜花开时，好风

景就可转化为“好钱景”。

“全县有效盘活冬闲田规模已达两万

亩，既‘绿’了农田，又富了口袋。”邓少军

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组织技术人员，因

地制宜探索冬闲田利用路径，强化技术指

导，把更多冬闲田利用起来，提高企业及

周边农户的经济收入。”

资溪县有效盘活冬闲田面积达两万亩——

“绿”了农田“富”了口袋
易永艳

宅基地纠纷、婚姻矛盾……哪里有“鸡

毛 蒜 皮 ”事 ，哪 里 就 有 冯 光 山 的 身 影 。 从

2010 年开始，冯光山就担任上栗县桐木镇

司法所副所长职务，并兼任人民调解员。

从事调解工作 10 多年来，冯光山发现，

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如果处理不及时就会

出大事。

记得有一次，桐木镇城中村一村民，在

自己屋旁挖化粪池，占了公共土地，造成邻

居不满。这名邻居就垒墙堵住那名村民的

出口。眼看群体械斗即将发生，城中村党

支部书记肖卫赶紧打电话向冯光山求助。

正在休息的冯光山立即赶到现场，进

行调解。“调解如救火，民间矛盾往往具有

突发性。”冯光山说，镇上曾有一件普通的

土地纠纷，因调解不及时，最终酿成双方械

斗的刑事案件。因此，冯光山养成了 24 小

时手机不关机的习惯。

调解除了要热心和及时，还要有专业

的法律知识。为此，冯光山不断学习相关

法律法规，面对纠纷有针对性地调解。

2023年11月6日，桐木镇一条乡村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一

方受伤后死亡，肇事一方受伤后住进医院。肇事者对受害者家

属提出的赔偿方案有异议，找到冯光山调解。冯光山到事故现

场勘查，了解事故发生的细节，并找到经验丰富的民警请教。

最终，冯光山根据相关法律，让过错一方赔偿了22万元。

多年来，冯光山总是以情动人、以法服人，把各种矛盾化

解在萌芽状态。截至目前，冯光山共调解矛盾纠纷 1200 余

件，调解成功率达 97%以上。因业绩突出，冯光山 2023 年 10
月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冯光山在当地的声望越来越

高，来找他调解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多，并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老娘舅”。

面对荣誉和老百姓的肯定，冯光山认为这是自己应做的

工作，并表示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当好乡村“老娘舅”、邻里“和

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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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奉新县赤田镇祠堂村，文武烨牧业有限公司肉

羊养殖场的工作人员正在照看小羊。近年来，该镇采取“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全力打造规模化、标准化、

智能化的奶牛、肉羊、蛋鸡等畜牧养殖基地，助力农民增收。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让群众喝上干净水放心水
《南昌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3月实施

本报南昌讯 （朱晨欣 通讯员蔡汶君）近日，笔者从南昌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南昌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

年 3月 1日起正式实施。

《条例》共 5 章 44 条，提出了违法行为从发现、分流到处

置、监督、追责的全链条闭环执法监督模式。明晰、压实了相

关监管部门责任，厘清了市、县（区）人民政府，特别是乡（镇）

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关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责任和义

务，对涉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城

市管理等部门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为全市饮用水水源地的

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法治支撑。

《条例》规定，擅自改变、损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

地理界标或者警示标志的，由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故意损毁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或者视频监控设施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了鼓励市民参与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提出，对在饮

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所在地县

（区）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奖励。

1 月 2 日，金溪县

秀 谷 镇 大 坊 村 ，霞 光

映照下的古民居与田

园、村道、树林相映成

趣，美如画卷。

特约通讯员

邓兴东摄

霞映古村

隆冬时节，虽万物萧瑟，但在九江市街

头，一批崭新的共享电单车，给冬日的九

江，增添了别样色彩。这些全新设计的小

黄车，是近期九江新投放的美团共享电单

车，新颖的外观、齐全的功能，成为市民通

勤“最后一公里”的重要选择。

据了解，为响应公安部“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让安全出行理念深入人心，美

团积极作为，主动向九江市城市管理局、九

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申请，联合推动

了本次九江市美团电单车的更新迭代工

作，创造更加安全的骑行环境，提升城市形

象，全力助推九江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全部“以旧换新”
美团助力城市形象提升
2020 年，九江市共有 8 家共享电单车

品牌进入市场，经过 3 年的运营，大量车辆

出 现 破 损 严 重 和 产 品 功 能 滞 后 等 问 题 。

为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交管和城管部门积

极探索更有效的管理手段，加入更多科技

元素，方便大众出行的同时，也有效遏制

违法行为。

对此，美团严格遵守交管部门要求，

在 2023 年 12 月前完成了全量旧车的更新

工作。新置换的车辆，不仅外形美观，还

具备头盔佩戴监测和防载人技术等新功

能。这些创新技术的引入，有效保障了市

民的骑行安全，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九江

的城市形象。

打通“最后一公里”难点
努力营造“双赢”局面

作 为 公 共 交 通“ 最 后 一 公 里 ”的 有

效 补 充 ，共 享 电 单 车 的 管 理 问 题 一 直
是 难 点 。 对 此 ，九 江 交 管 在 城 市 治 理
中 勇 于 创 新 、勤 于 思 考 、不 断 突 破 ，为
推 动 城 市 管 理 注 入 新 活 力 。 美 团 作 为
社 会 企 业 的 代 表 ，不 断 提 高 专 业 素 质
和 服 务 水 平 ，积 极 响 应 政 府 部 门 的 号
召 ，树 立 行 业 标 杆 ，双 方 通 力 协 作 ，为
营 造 更 加 和 谐 美 好 的 城 市 环 境 持 续 贡
献 专 业 力 量 。

新尝试开创新局面，此次共享电单车

全批次换新的行动，是九江交管部门的一

次有益尝试，通过与美团等企业的合作，

借助企业技术和资源优势，更好地解决城

市管理中的难题。同时，企业通过与政府

的 合 作 ，获 得 更 多 的 政 策 支 持 和 市 场 机

会，最终达成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

双赢局面。

创新协作模式
为城市绿色发展添动能
2023 年 10 月 1 日，由九江市城管局、

公安局、市监局联合印发的《九江市中心

城区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正式

实施。

美团具备丰富的运营经验和技术优

势，通过与城管局、交警支队等部门合作，

以实际行动策应了职能部门的全新治理

模式，双方共同研究解决城市交通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此次美团电单车的全新升级，在九江掀起

了一场绿色出行的革新行动，为市民提供

了更加绿色、便捷、安全的出行选择，也展

现了企业与城市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

九江市的绿色发展和文明进步注入了新

动力。 （黎 萍）

运维人员将崭新的美团电单车摆放在九江街头运维人员将崭新的美团电单车摆放在九江街头 黄红民黄红民摄摄

全新美团共享电单车扮靓九江街头

“5+2就业之家”促就地就近就业
“我老家在九江，年初到南昌来照看孙子，孩子白天上学，

希望能在闲暇时间找点事情做。”今年 68 岁的李腊生家住南

昌市新建区长堎街道花果山社区美丽新世界小区，因早年一

直在家种田，缺乏工作经验，他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2023 年 8 月，在社区就业之家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李腊生

和社区物业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成为小区的一名保安。“没想

到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下楼就能上班，很方便。”李腊生兴高

采烈地说。

作为全省“5+2 就业之家”建设示范点，花果山社区就业

之家自 2022 年 7 月成立以来，已帮助 50 余名居民实现就地就

近稳定就业。“社区有 5000 余人，85%以上都是农村转移人口，

文化程度偏低，在就业方面存在信息壁垒。为此，我们以‘信

息摸排+岗位推送’模式促进辖区就业供需匹配，在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嵌入式打造就业之家，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精准的

就业服务。”花果山社区党委书记涂凤英说。

创建花果山就业之家，是新建区长堎街道把准民生脉

搏，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的生动实践。街道以“党建+就业”引

领惠民工程，组建由街道党工委“一把手”带队的党员工作

专班，实行“日安排、日研判、日调度”；搭建数字“云平台”，

在社区网格 24 小时滚动式播放就业岗位信息；举办就业服

务招聘会，实施订单、定向、定岗培训，安置公益性岗位，努

力构建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新格局，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余 颂 钟宏瑜）

20242024年度江西日报广告代理招商公告年度江西日报广告代理招商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江西日报报业有限公

司现对外诚招江西日报广告代理。相关要求

如下：

一、报名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

力、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具有

良好业绩的广告公司，并且在报纸广告行业

深耕多年，具有丰富的客户资源。

二、代理范围：

1.江西日报版面各类型广告；

2.江西日报中缝广告。

三、报名方式：将企业法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公司业

绩、广告经营思路、创收目标等材料送至江西

日报报业有限公司（相关原件核实后退还）。

四、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1月17日。

五、联系人：邓先生

电话：0791-86849835 13970072281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 1326 号，江西日

报传媒大厦 13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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