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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共享收益是常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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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往 沦为沙丘

1 月 19 日，鄱阳湖区寒风凛冽、气温

骤降。一大早，都昌县多宝水土保持服

务所负责人黄曦勇、高级工程师高少平

就开始巡护山林。1985 年，大学毕业的

高少平放弃留校，扎根在“江南戈壁滩”

开展复绿工作。

“这里的一草一木，就像我的孩子一

样，是我的希望。”站在虎港山山顶，望着

万顷碧绿，高少平眼里闪烁着光芒。昔

日的沙山，如今长满了高大挺拔的湿地

松，还有匍匐生长的马鞭草、葱绿伞状的

剑麻……

在都昌，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

是西北部的滨湖沙山，总面积达 34.67 平

方公里，分布在都昌镇、北山乡、多宝乡

等地，面积最大的沙山位于多宝乡。

“每年枯水期，强劲的冬季风将湖滩

裸露的泥沙吹扬起来，再经风力‘搬运’

到 湖 滨 地 带 堆 积 ，慢 慢 形 成 了 湖 滨 沙

山。”高少平说，多宝乡地处鄱阳湖入江

要冲，复杂的气象、水文和地质条件，使

该地形成 21.3 平方公里的沙山，是鄱阳

湖区最大的沙丘群之一。整个沙山南北

走向，长达 11 公里，当地民谣“风沙弥漫

不见天，万亩荒沙无人烟，西边流沙塞河

道，东边风沙吞良田”，是多宝沙山水土

流失危害的真实写照。

鄱阳湖候鸟救治医院院长李春如告

诉记者，历史上多宝乡曾因风沙侵蚀 5
个村庄，2000多人被迫背井离乡。

综合治理 沙地复绿

高少平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自己

钻研出的方法，在沙山进行气象、风沙观

测，并对马鞭草、剑麻、蔓荆子、刺槐、胡

枝子等几十种不同的灌木和乔木，进行

选种实验。他和所里的同事采用工程措

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在多宝乡

刘家山村附近形成了 1600亩的技术推广

基地，在虎山港形成了 1200 亩的技术推

广基地。同时，他们还在秃山涧等风沙

侵蚀区修建拦沙坝，探索工程治沙的有

效办法。

治沙团队引进两年生湿地松带土深

栽 ，5 年 后 成 活 率 达 85%。 在 流 动 沙 化

区，他们又利用香根草充当固沙先锋。

草灌结合，乔木跟进，昔日千沟万壑，起

伏不平的沙山，如今披上绿装。

根据多宝水保所的治沙经验，都昌

县 水 利 和 林 业 部 门 打 响 了 治 沙 攻 坚

战 。 近 年 来 ，该 县 推 进 以 小 流 域 为 单

元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

和系统治理，建立水土保护防治体系，

先后对大树黄金山、汪墩杨储山、徐埠

马 矶 山 、狮 山 八 都 山 等 小 流 域 进 行 了

综合治理。

“轻度和中度风沙侵蚀区以封禁治

理为主，栽种经济林和果木林相结合；强

烈侵蚀区采取人工营造水保林、种草等

植物措施，与建造拦沙坝、谷坊等工程措

施相结合方式进行综合治理。”都昌县水

利局水土保持股的负责人介绍，通过种

植单叶蔓荆子、雷竹、狗牙根等经济作

物，达到生态与经济双赢。

随着地表裸露面积减少，植被种类

和数量增多，局部小气候改善，山上的野

生动物种类和数量也随之增加。如今，

仅在多宝乡就有 3.2 万亩沙化土地得到

有效控制并复绿，林内鸟儿筑窝下蛋，野

猪成群觅食。

高效转化 盘活资源

沙山的综合治理，为滨湖乡村和耕

地构起了坚固的绿色屏障，清澈的湖水

和金黄沙砾，构成了黄绿相间的“山水沙

漠”自然景观，旅游爱好者来到这里拍照

取景，自发形成了网红打卡地。

事实上，在 2012 年的都昌旅游业区

域发展规划中，该县曾提到重点开发老爷

庙水域“探秘”、鄱阳湖古战场、骑士沙漠

激情乐园等旅游项目，由于种种原因，长

期没有得到系统开发利用。

前不久，鄱阳湖全国马术耐力锦标赛

在多宝乡老爷庙区域举行，来自北京、安

徽、云南、河北等地的 150余名骑手，在鄱

阳湖畔的沙地大显身手。都昌县文广新

旅局相关负责人说，该县坐拥江南最大的

沙山和湿地，草地广袤、地势开阔、沙地松

软，是举办马术耐力赛的绝佳场地。此次

马术耐力锦标赛成功举办，对于推动湖区

特色差异化协调发展、加快创建鄱阳湖

5A级国家旅游度假区具有重要意义。

令人期待的是，都昌县人民政府日前

联合某机构完成了利用沙地开发旅游的

概念策划，将按照 5A 级国家旅游景区标

准打造，高效转化都昌的滨湖沙 地 旅 游

资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概念策划会

变成现实，鄱阳湖沙山旅游热将兴起。

近日，南昌市滨江豪园小区业主委员会发布公告，拟在
2024 年春节前向全体业主发放 320 万元红包，预计每户
2000 元。今年，南昌市向业主发红包的还有玉带明珠、隆鑫
广场等小区。以往，物业被称为“物爷”，只管收费不管服
务好坏，有业主拒缴物业费表达不满，双方针尖对麦芒。滨
江豪园等小区给业主发红包，业主得到了尊重，也让我们看
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事实上，小区公共收益由全体业主共享是一种常识。
对小区的公共收益，《民法典》明确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
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
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滨江豪园等小区
将停车费、广告费等收益，以红包形式返还给业主，实际上
是一种法定义务的履行。

可是，在不少社区，共有、共享的社区意识尚未形成，业
主对自我权益的认知并不清楚，导致权益维护意识不强
烈。滨江豪园等小区业委会、物业企业与业主的“美美与
共”，实际上提供了一份小区善治的范本。笔者认为，在已
经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小区公共收益不应该继续成
为一笔“糊涂账”，而是应该及时算清公共账目并定期公
示，让管理更加法治化、透明化。当然，在物业做好小区服
务的前提下，业主应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相互支持与信
任，才能更好地促进小区公共事务治理。

作为分宜县最大的国有林场，昌

山生态林场漫山遍野的杉木林，曾是

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摇钱树。受“密种

密得”观念影响，昌山生态林场的近

熟杉木纯林初植密度达 266 株/亩，平

均胸径低于 18 厘米。日前，昌山生态

林场负责人钟会云向记者介绍，初植

密度大，相继带来树木出材率低，森

林蓄积量不高，木材品种单一，生物

多样性缺乏等问题。

如何破解“远看青山在、近看无

用材”？2023 年，分宜县借助全国森

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单位机会，通过定

株抚育、间伐、补植等方式，发展乡土

阔叶树种及其混交林，逐步形成异龄

复层结构，实现大径材成长有空间，

让林场有效益。

昌山生态林场设计人员朱小文

介绍，他们在试点林地根据林分密度、

林相长势情况加大间伐力度，将近熟

杉木林株数控制在每亩约 70 株，目标

树胸径在 22 厘米以上。林场还按照

补植补造技术要求，间种闽楠、木荷等

乡土树种。种植思路变了，林场的碳

潜力增加了，白鹇、果子狸、黄麂等野

生动物也成了这里的常客。

“森林质量怎么样，关键要看蓄

积量。”钟会云介绍道，昌山生态林场

目前每亩平均蓄积为 4 立方米，通过

抚育改造等方式，预计到近熟林时蓄

积能达到每亩 17立方米。

森林质量的提升，让经济效益也

实现飞跃。分宜县全国森林可持续

经营试点项目负责人袁文算了笔经

济账，按现在的市场价，杉木每立方

米 约 500 元 ，以 抚 育 20 年 达 到 近 熟

计 算 ，平 均 每 亩 出 材 量 增 加 5 立 方

米。袁文介绍:“目前昌山生态林场的

经验已在全县 4 家林场试点，总试点

面积 1.6 万亩，预计可新增产值 4000
余万元，项目实施后可提供 200 多个

就业岗位，人均增收近 3万元。”

1 月 20 日下午，蔡益明驾驶自己的货

车来到高安市金利源陶瓷厂。装满瓷砖

之后，他启程前往福建省三明市，历经 8
个小时车程，这批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

他稍作休息，又从三明市运输钢材返回高

安市。“来回花了 3 天时间，赚了 3000 多

元。”自从蔡益明加入高安一帆物流有限

公司，运输线路固定，再也不用东奔西跑

找货源了。

“家无车不富、村无车不兴、有路就有

高安车”是高安人勤奋打拼、艰苦创业的

真实写照。近几年，汽运行业受到需求收

缩、供给不平衡、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无

论是长途干线运输，还是短途工程运输市

场呈下滑趋势，蔡益明等司机曾遭遇“有

车无货”的尴尬，个体运输户生存空间越

来越小，个体购车和挂靠车辆数量不断萎

缩，由此产生的纠纷也层出不穷。

2022 年，高安市公安局货运汽车产业

基地派出所接警 985 起，其中涉及汽运行

业纠纷 610 起；高安市汽运产业纠纷调解

中心受理纠纷 517 起，调解成功 138 起，基

地派出所调解 95 起。长此以往，势必影

响高安汽运产业的发展。

汽运产业是高安市支柱产业。2023
年初，高安市开展汽运产业大调研，走访

个体运输户，倾听他们的心声，深入企业

收集“肠梗阻”问题，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发展壮大。高安市货运汽车产业基地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陈传奇介绍，之前，该市

汽运企业的传统挂靠型经营模式，是由购

车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首付款，再分期向汽

运企业支付贷款，汽运挂靠企业从中赚取

贷款利息，并收取管理费。近年来，随着

经济、法律、技术等各种因素的变化，汽运

挂靠企业普遍面临收益降低且风险增加

的问题, 货车司机正常还款率只有 30%至

40%，造 成 相 当 一 部 分 汽 运 企 业 经 营 困

难，面临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风险。

对此，高安市开出“药方”，引导汽运

企业由传统挂靠向实体物流转型——物

流公司帮司机挂靠的同时，帮他们解决货

源，让个体运输户乐意挂靠。高安市对转

型成功的企业给予“财园信贷通”融资支

持，对获得国家 4A 级、5A 级物流资质的

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鼓励汽运

企业加快转型步伐。

有了政策“撑腰”，高安一帆物流有限

公司成功转型。据该公司董事长杨帆介

绍，从传统汽运挂靠企业转型之后，他获得

400 万元“财园信贷通”融资支持，组建了

一支拥有 100 多辆牵引车、聘请经验丰富

管理人员的专业运输团队，从事普通货物

运输、货物专用运输、二手商用汽车销售和

代办车辆等相关业务。随着业务量不断增

加，包括蔡益明在内的众多个体运输户带

车加入团队，天天有货运，有钱赚。

截至目前，高安市有 100 余家企业成

功转型实体物流，其中57家获得了国家4A
级物流企业，4A级以上物流企业数量占全

省 40%。在大力让本土企业向实体物流转

型的同时，高安引进顺丰、壹米滴答、中通、

百世、上海云挂、行者物流等国内行业头部

企业落户，发挥“鲇鱼效应”，激活市场，倒

逼本土更多企业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为推动区域网络货运平台

与公路港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发展，高安市为

第三方物流企业、货运代理企业和社会车辆

提供车货撮合、供应链金融、在线跟踪、查

询、增值税发票开具等一站式服务，促进货

源、车源、仓储等资源的有效对接，让个体运

输户不再为货源发愁，让实体物流企业参与

国内大型货源企业、物流专线的竞标，从而

推动高安汽运物流产业不断发展。

省直中心助职工提取 5000余万元

查查自己有无“睡眠”账户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张淑光）“老单位改制

这么久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虽然提取的钱不多，但是心

里暖暖的！”近日，一名退休老职工拉着省住房保障和公积金管

理中心（简称省直中心）工作人员表达感谢。

离职、单位改制、出境定居、退休……职工工作生活变动

时，住房公积金常常被遗忘，成了省直中心的“睡眠”账户，被称

为职工的“遗失钱包”，寻找“失主”非常困难。为维护缴存职工

合法权益，自去年 9 月以来，省直中心开展集中治理行动，摸底

排查出 4万余个“睡眠”账户。

省直中心联动原单位、社区干部、人力代理公司、合作银行

等多方力量，通过发放提示函、系统查询、实地走访、翻阅档案、

电话核实等手段，多措并举为缴存职工找回“遗失钱包”。截至

目前，省直中心累计联系单位 1000 余家，发放提示函 700 余份，

发送短信 5 万余条，拨打电话数千个，补全个人信息近 2 万条，

帮助近 3000 名职工办理销户，提取住房公积金 5000 余万元。

下一步，省直中心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唤醒“睡眠”账户，让更

多“遗失钱包”随“失主”回家。

省直中心提醒，公积金缴存职工可关注“江西省住房保障

和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办事指南-睡眠账户核

查”，输入个人信息即可查询是否有“睡眠”账户，根据查询结果

提示，进行后续操作，符合条件的可线上自主办理相应提取。

南昌地铁加开夜间铁路接驳快车
乘客注意：多个车站只出不进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2024 年春运帷幕即将拉

开，为全力保障铁路抵昌乘客换乘地铁的出行需求，1 月 26 日

起，南昌地铁 2 号线以南昌西站、南昌火车站为始发站点，加开

夜间铁路接驳快车。

南昌地铁铁路接驳快车分上、下行两个方向：从南昌西站

始发的接驳快车，中途停靠地铁大厦站、八一广场站、南昌火车

站、辛家庵站，发车时间分别为 23∶05、23∶19、23∶33；从南昌火

车站始发的接驳快车，中途停靠八一广场站、地铁大厦站、南昌

西站、生米站，发 车 时 间 分 别 为 23∶00、23∶22、23∶44、次 日

0∶06。 需 要注意的是，铁路接驳快车在南昌西站和南昌火车

站办理上下客，其余车站只出不进。与常规列车相比，铁路接

驳快车行驶时间缩短约 14 分钟，为夜间铁路到站乘客提供快捷

高效的地铁接驳服务。

据了解，铁路接驳快车往辛家庵方向开行 3 列次，往南路

方向开行 4 列次，实现了南昌地铁对南昌西站高铁现有时刻

表（夜间加开列车及红眼列车除外）常规覆盖。后续，南昌地

铁还将根据 2 号线实际情况，对铁路接驳快车开行模式进行

灵活调整。

即将迎来春运，1 月 22 日开始，宜春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上高分中心在车流量较大的“高情远韵”驿站，设
置党员先锋志愿服务岗，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简餐、热
水、药品等免费服务。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转型升级后，改变了个体运输户“有车无货”的尴尬局面——

高安汽运产业之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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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都昌多个乡镇沙山曾被称为“江南戈壁滩”，经数十年努力披了绿——

治沙增颜值 盘活升价值

枯水季的鄱阳湖水落滩出，地处湖畔的都昌县多宝乡，一边鄱阳湖飞鸟云集，一边虎山港山岭蜿蜒翠绿。谁承想，这山岭曾经是
被称为“江南戈壁滩”的沙化地之一，当地治沙人通过数十年的努力，采取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让昔日不毛之地披上
了绿装。同时，都昌县将利用剩余的沙化地助力旅游开发。

昌山生态林场变“金树林”
易永艳

相
关
新
闻

都昌县多宝乡老爷庙景区附近的沙山披上绿装。 特约通讯员 傅建斌摄

整装待发的货车。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