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7 日，南昌市东

湖区董家窑街道殷家巷社

区其乐融融，社区组织辖区

居民、环卫工人欢聚一堂，

喝腊八粥、看表演、选对联，

浓浓年味和节日氛围扑面

而来。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1 月 16 日，在万载县

一家年货商店，市民正在选

购春节饰品。春节临近，万

载县大街小巷年味渐浓，人

们在喜庆的氛围中迎接新

春佳节。

特约通讯员 邓龙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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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吉安市思源实验学校开展“写百福 迎新春”活动，百余名孩子和老师挥毫泼墨写出不同的

“福”字。活动通过书写“福”字，感受传统文化，喜迎新春佳节的到来。 特约通讯员 李 军摄

◀1 月 15 日，在

石城县莲花万景城

广 场 ，该 县 老 年 书

法 协 会 举 行“ 迎 新

春 送 春 联 ”活 动 。

现场书法爱好者挥

毫 泼 墨 ，免 费 书 写

春 联 和“ 福 ”字 ，为

群众送上吉祥如意

的春联。

特约通讯员

温京燕摄

粥香四溢过腊八
易永艳 黄 奕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近日，萍乡市

安源区青山镇大城村，阵阵腊八粥的香气扑鼻，父老乡

亲、志愿者们齐聚一堂，写春联、喝暖粥，喜气洋洋。

“这碗粥熬得非常好，香甜浓稠，下了很多功夫。”村

民王奶奶称赞道。“是啊，不仅粥熬得好，活动办得也好，

村里热热闹闹。”村民有说有笑附和着，气氛和谐融洽。

大城村大部分年轻人在外地工作，为了让村里老人小

孩感受年味，每年腊八节，村里都会组织老人小孩过节。

“这个‘福’字写得好，来年一定福气连连。”“请帮我

也写一副对联。”广场上志愿者刘庚伟挥笔洒墨，运笔走

势间，“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等喜气祥和的

春联，让村民们提前感受了浓浓的年味。

1 月 18 日，南昌航空大学的留学生走进南昌市红谷

滩区英宝幼儿园，与小朋友们过腊八节，一起制作京剧

脸谱画、了解腊八节习俗，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王蕴蓉摄

腊八节，民间有吃粥祈福的传统。1 月 18 日，德兴市

各社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过腊

八节”主题活动。社区志愿者与居民代表、环卫工人以

及附近学校师生欢聚一堂，通过品尝腊八粥的方式，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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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芳）“和孩子好

好说话”“保护、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及

时维护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日前，

江西省家校社协同育人心理健康支持行动

走进靖安县，心理学方面专家、学者与 100
余名班主任、500 余名家长面对面交流、互

动，共同探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好经验、好

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观念的更新，学

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有机衔

接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记者从省教育评

估监测研究院了解到，今年 7 月开始，我省

将启动全省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创新实

践试点工作，注重调动学校、家庭、社会参

与的积极性，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

会教育形成育人合力。

据悉，全省共有 14 个试点县（市、区）

和 233 所试点学校参与首批试点，力争用

3 年左右时间，到 2025 年，建设 30 个省级

协 同 育 人 示 范 县（市 、区）、600 所 省 级 示

范校。

试 点 工 作 包 括 加 强 家 教 巡 回 指 导 ，

帮 助 试 点 地 区 培 养 家 教 指 导 队 伍 ；加 强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指 导 ，帮 助 试 点 地 区 培 养

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加强专项教学指导，

帮助试点地区培养教学指导队伍。通过

建 立 三 支 专 业 队 伍 ，重 点 开 展 中 小 学 党

组 织 发 挥 领 导 作 用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与 社

会资源利用、学区社区小区“三区联动”、

家校协同推进心理健康支持行动和义务

教育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实验等创新实践

探索，形成协同育人合力，促进中小学生

全面健康成长。

截至目前，试点地区的家庭教育指导

机构、家长学校和家长委员会实现了全覆

盖，家教指导队伍、学校心理健康队伍和教

学指导队伍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试点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常态化开展。家长家教意识

不强、家校沟通不畅、学校服务水平不高等

得到显著改善。

我省推进家校社协同共谱育人“合奏曲”
首批14个县（市、区）和233所学校试点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朱兆恺）近日，记

者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去年，我省成为全

国电诈发案数、损失数保持双下降的五个

省份之一，全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反弹势

头较好地得到遏制，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工作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我省深化源头管理，建立健全

新卡激活后短信提示、电话回访等反诈措

施，持续加强电话用户实名登记使用管理；

在全国率先实行省内用户跨境短信接收业务

按需开通；推出拒接跨境来电的短信设置通

道，避免跨境电话受骗用户22.5万人；清理关

停高风险卡 310万张，核查处置互联网账号

701.3万个，发送反诈公益短信3.3亿条。

“猫池”是一种扩充电话通信带宽和目

标对象的设备，支持多号通话、群发短信，

被不法分子利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我省

信息通信业深挖行业技术和资源优势，创

新迭代“打猫”模型，主动追踪“猫池”线索，

开展“打猫”行动。2023 年，我省基础电信

企业累计捣毁涉诈窝点 3892 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 5200 名，缴获作案设备 6984 台、号

卡 6374张，有力挤压犯罪分子生存空间，打

击窝点数、缴获设备数双双位居全国前列。

“我们将继续强化行业监管，指导督促

基础电信企业严格落实电话用户实名制和

新业务涉诈风险安全评估制度，持续加强

对移动电话卡、固定电话、宽带、物联网卡、

车联网卡、短信端口等电信业务管理，联合

公安机关继续深入开展‘打猫’行动、反诈

宣传进校园等活动。”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

全管理处负责人说。

全省去年电诈发案数与损失数双下降

能人陈平根
吕富来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陈平根今年 44 岁，是婺源县许村镇人。几年前，他返乡

创业，在许村镇小港村创办家庭酿酒作坊，成立婺源县陈家

畈家庭农场，带领乡亲们种植有机稻、酿酒，生意红红火火，

收入节节高。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 2023 年省级示范家庭农

场名单，婺源县陈家畈家庭农场名列其中。

陈平根经营的婺源县凤洲生态纯粮酒厂内，粮食蒸煮、

封存发酵、酒体蒸馏……生产作业有条不紊。陈平根说，生

产一瓶“婺粱纯”，除了需要掌握酿酒技巧，还要学会保鲜。

而今，他特有的竹筒酒保鲜方法，正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

发明专利。

陈平根的农产品不愁销路，除了有稳定的客源，他还主

动“走出去”，有机茶、蜂蜜、野生葛粉等频频亮相南昌绿博

会、省农博会、上饶美食节等官方展销会，成为抢手货。

陈平根经营的珍珠山乡黄砂村有机茶产业园，生产的

“婺缘美丫”有机茶家喻户晓，带动陈家畈家庭农场周边 70 多

名村民家门口上班，人均年收入 3 万余元，日子越过越开心、

越过越幸福。黄砂村村民董莉凤感激说：“有了家庭农场，春

季采茶，平时酿酒、生产葛粉，月月忙不停，年年有钱挣。”

南昌高新区打造
“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刚来的时候，我的手

根本动不了，多亏了这里的护理人员，每天帮我按摩，对我悉心

照顾，现在手臂不仅消了肿，还可以抬起来。”曾因外伤及家人

不熟悉护理而导致右臂浮肿的黄香妹，在南昌高新区天同养老

院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护理后，身体好转，连声称赞该养老院。

近年来，为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南昌高

新区建立养老服务领域问题排查整治工作专班，每月定期开

展养老机构巡查，收集老年人实际需求，推进养老服务领域问

题专项治理工作，打造老人更满意、家属更放心的养老乐园。

同时，借助社区内部或附近的地缘优势建设嵌入式养老院，建

立康养护多元化相结合的模式，打造“15 分钟居家养老服务

圈”。截至目前，南昌高新区已建成 4 家养老机构、23 家社区

助餐点、52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43家农村颐养之家。

万科南社区 60 岁以上老人有 600 余位，占社区常住居民

的 12.3%。独居、高龄、行动不便成为困扰老年人的问题，为

了给老人们提供更贴心的服务，南昌高新区联合社区通过多

方协调规划，最终决定将闲置的两处建筑资源整合，改造为嵌

入式养老院和幸福食堂，两项服务可为周边 1600 余名居民提

供助餐、助娱、托养等涵盖居家、社区、机构的养老服务，居民

实现“养老不离家，离家不离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