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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永丰的

清朝状元傅以渐，

给后人留下了‘三

尺巷’的故事。前

几个月，我们小区

新增停车位，在社

区 网 格 员 的 耐 心

协调下，也达到了

同样的效果，大家

都 为 网 格 员 竖 起

大拇指！”近日，永

丰 县 北 晖 社 区 鑫

鸿 苑 小 区 居 民 高

兴地告诉记者。

2023 年 8 月，

北 晖 社 区 鑫 鸿 苑

小 区 雨 污 分 流 改

造项目完工后，计

划新施划停车位，

规 范 小 区 停 车 管

理，但施划停车位

涉 及 鑫 鸿 苑 小 区

与 花 园 社 区 水 陂

头 村 间 的 一 条 共

用道路。一开始，

双方各执一词，在

北 晖 社 区 和 花 园

社 区 网 格 员 多 次

耐 心 细 致 的 协 调

下 ，双 方 各 让 一

步，使得两个小区

的 村 民 都 能 顺 利

出行。

2023 年以来，

永丰县创新“永红网格·一网通办”基层社会

治理形式，通过党建引领、整合服务环节、科

技赋能，形成了部门融入、社区协调、干部下

沉、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多元合一、多网合

一、一网通办”服务机制，激活了城市社区治

理新动能。“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是

当地群众最直观的感受。

该县将县城的 20 个社区按照“街巷定界、

全域覆盖”原则，以常住人口 300 至 500 户或

1000 人 左 右 为 单 位 ，调 整 划 分 为 80 个 网 格

329 个微网格。

为对网格进行有效管理和服务，该县推

动将党小组建在网格上，以各社区为大片区，

由县领导挂点，配备 1 个牵头单位、若干共建

帮扶责任单位，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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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正月初四，漫步在瑞金市象

湖镇廖屋坪-上湖洞历史文化街区的象湖

里文化创意街区，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新

潮的文创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摊位交织成

一幅生动的画卷。精彩的非遗展示、文艺

表演、花灯巡游，游客置身其中，感受着街区

古色与现代交融、传统与创新并存的独特

风貌，体验欢乐祥和、喜气洋洋的客家年。

“咚咚锵、咚咚锵……”伴着节奏明快

的锣鼓声，一条“龙”在表演者的舞动下，翩

然游荡、翻转腾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

成，赢得围观群众阵阵喝彩。游客张先生

说：“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感受非遗的

魅力，每一场表演都让人感动，它们不仅展

示了非凡的技艺，更传递了一种精神、一种

文化自信。”

非遗贺新春，快乐过大年。今年春节

期间，瑞金市文旅部门在象湖里开展系列

文化惠民演出，看赣南采茶戏、唱客家山

歌，或者来一段广场舞，时尚元素与传统节

日碰撞交织，让原本热闹的老街年味更浓。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来到擂茶

牛市上，满街弥漫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热

气腾腾的美食让人心动，坐在四方桌上，品

客家擂茶、喝瑞金牛肉汤、吃黄元米果，在

热闹的氛围中感受浓浓的年味。“这里可以

一站式吃遍瑞金客家美食，还能和朋友、家

人边吃边欣赏街区美景，真是太好了。”从

外地回来的刘先生表示，要把此地美景美

味推介给朋友，让他们一起感受客家年味。

妙趣横生的非遗项目，创意十足的文

创产品，活化了瑞金人文历史。象湖里文

化创意街区设有主题街区、擂茶牛市，还引

入了独具特色的非遗业态，紫砂壶、瑞墨、

苏区版画、竹编技艺等符合街区定位的非

遗老字号，在此蝶变升级，吸引了大批游客

驻足观赏。“我们手艺人在这里有良好的创

作氛围。接下来，我们将更多地宣传非遗

文化、传统手艺，把瑞金的红色文化和紫砂

文化相融合。”紫砂壶非遗传承人谢敏告诉

记者。

廖屋坪-上湖洞历史文化街区是我省

公布的第一批历史街区，人文底蕴深厚。

2023 年，瑞金市斥资改造这个承载着市民

记忆的老街区，在改造中，既注重历史文化

保护利用传承，又与居民生活品质提升有

机融合，按照“一馆五坊七铺九店”的业态

布局，运用“商业文创+专业运营”，深入推

进文旅融合，古朴的街道与现代创意的交

融，实现了传统工艺与现代文明的完美结

合，使瑞金的记忆、乡愁和文明得以传承和

弘扬，让老城区焕发出新活力。

“我们在努力打造集旅游消费、文化体

验于一体的多元化文旅新品牌，让传统文

化‘潮’起来、历史文物‘活’起来，以文旅新

业态激发消费新动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瑞金文旅集团负责人说。

老街“上新”忆乡愁续文脉
邓浩亭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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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黎川县古城景区人山人海，大批公安民警现场执勤保平安。春节假期，我省广大公

安民警坚守岗位，在景区、火车站、乡村道路等区域疏导交通、维护秩序、提供便民服务，确保人民群

众过个平安欢乐的新春佳节。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劼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芳）经国家老年大

学近日批复同意，国家老年大学拟依托江西开

放大学设立江西分部，协调统筹本区域老年大

学建设发展。国家老年大学江西分部的获批，

是对江西在构建区域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扩大

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等方面取得成效的认可。

近年来，江西聚焦办学体系、教育教学点、

学习资源、品牌项目、师资队伍“五个建设”，有

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优质老年教育资源向基层

开放，进一步助力“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

推进老年教育体系建设。我省利用开放大学

系统办学优势，建成省级江西老年开放大学，推动

各设区市成立老年开放大学或老年教育学院，

布局县（市、区）社区教育学院、乡镇（街道）社区

教育学校、村（社区）学习点，基本形成省、市、

县、乡、村五级老年教育办学和服务体系。

（下转第 3版）

聚焦五个建设 助力银发圆梦

江西办好“家门口”的老年教育

“新衣服收到了，很合适。家里挺好的，

盼你早点回来过年……”2 月 3 日，天气阴冷，

但万安县弹前乡新桥村易地搬迁户卢先祯

心里暖暖的，他收到儿子寄来的年货，便和

儿子视频通话，嘱咐他早些回家、路上注意

安全。

2016 年 9 月，卢先祯从偏远山区搬出来，

住进新桥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的爱心公

寓。在他眼里，新桥村这几年的变化可大了，

安置点周边铺了新路，帮扶车间拔地而起，种

植基地果实累累，休闲广场、活动室成了丰富

文化生活的好去处，易地搬迁后的生活越来

越美。

“要说眼下最大的变化，就是村里给我家

装上了免费的千兆宽带，视频通话再也不卡

顿了。”卢先祯开心地说。卢先祯的儿子、儿

媳在外地务工，平常难得回家一趟，一次流畅

的视频通话，成了传递亲情的纽带。

2023 年 12 月，新桥村借着数字乡村建设

的东风，完成了千兆宽带网络的开通，20 户易

地搬迁户成为首批受益者，享受到更加便捷

的网络服务。同时，村里主要路口等点位安

装了 10 个监控摄像头，并将其接入数字乡村

平台，全方位加强了安全监管。

“以前总担心有小孩下河游泳遇到危险，

现在有了监控，一旦有人进入河边危险区域，

监控系统就会发出安全预警。农忙时节，还

可以看到农作物长势，可方便了。”新桥村党

总支书记卢先来指着一处摄像头说。

行 走 在 焕 然 一 新 的 新 桥 村 ，道 路 一 旁

是 一片葡萄种植园和一座帮扶车间。据卢先

来介绍，新桥村充分发挥土壤含硒的优势，流

转村民 35 亩土地种植葡萄，带动乡贤入股产

业 基 地 ，同 时 为 易 地 搬 迁 户 提 供 技 能 培 训

和 就 业 岗 位 。2023 年 ，新 桥 村 村 集 体 收 入

达 40 余万元。

易地搬迁户赖香连在参加农业种植技术

培训后，在葡萄种植园从事剪枝、施肥、采摘

等工作。“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方便照顾

小孩，还有不少收入，日子越来越好了。”赖香

连说。

为了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新桥村采取“企业+种植基地+易地搬迁

户”的形式，将帮扶车间作为技能培训基地，

引导 12 户搬迁户到种植基地务工，户均年增

收 2 万余元。同时，针对有外出就业意向的易

地搬迁户，主动对接万安工业园区重点用工

企业，根据人岗相配的原则，累计提供岗位

11 个。还优先为困难群体提供保洁员、农家

书屋管理员等公益岗位，全面增强易地搬迁户

内生发展动力。

移民新村生活美
本报全媒体记者 董文涛

既没有第一产

业夯底盘，又没有

第二产业做引擎，

南昌市西湖区却牢

牢依靠第三产业出

圈进位，主动融入

省会“一枢纽四中

心”建设大局，落实

省会引领战略勇站

“C 位”，打造了“文

旅融合、商旅互哺、

产业并进”的现代化

产业强区，驶入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

2023 年 ，西 湖

区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750.4 亿元，经济总

量 在 全 省 位 次 靠

前 ，地 均 GDP（每

平方公里产值）达

21.3 亿 元 ，位 居 全

省首位。

千年南昌
看西湖，文旅
大区自奋蹄

“ 西 湖 区 是 打

卡 南 昌 的 必 经 之

地。南昌 8.28 平方

公里的历史文化名

城区域，六成在西

湖区。”西湖区文广

新旅局局长邓淑平

对本区的厚重文化

底蕴如数家珍，“南昌三个历史文化街区，万

寿宫、绳金塔、进贤仓都在西湖区；老南昌‘七

门九洲十八坡’中，进贤门、惠民门、广润门、

顺化门等‘四门八洲十三坡’坐落在西湖区；

辖 区 内 国 家 4A 级 旅 游 景 区 就 有 4 个 ，包 括

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

陈列馆、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华侨城欢乐象

湖景区——所以有‘千年南昌看西湖’之说。”

江 右 文 化 、商 业 文 化 、红 色 文 化 相 互 交

融，让西湖区既有历史感和厚重感，又不乏商

业氛围和人间烟火气。传统与现代结合，形

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让西湖区成为集

文化、旅游、美食、演艺、赛事、会展、节庆等多

元业态于一体的文旅大区。

（下转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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