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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老食堂饭菜香
本报新余讯 （全媒体记者蔡颖辉）“肖阿姨，我们来给您送

餐啦！”中午时分，邻里食堂工作人员给 93 岁的肖春香送来一份

热气腾腾的午饭。肖春香家住新余市渝水区袁河街道电工厂社

区，由于腿脚不便，吃饭成了她的难题。自从邻里食堂开业以

后，为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解决了很多老人的吃

饭问题。

近日，记者走进袁河街道邻里食堂，这里坐了许多前来吃饭

的老人，当天食堂为居民准备了土豆烧肉、辣椒炒肉、胡萝卜、南

瓜以及紫菜蛋花汤。记者了解到，在这里，居民每天能吃到新鲜

的饭菜，并且一日三餐不重样，饭菜软硬适中，比较合老年人的

胃口，老人不用费时费力做饭了。

电工厂社区属于企业改制小区，辖区内 70 岁以上的老人就

有 1100 余人，邻里食堂不仅解决老人吃饭的问题，也面向全体

居民市场化运作，提供特殊炒菜、面点等服务，成为“睦邻中心”

特色化运营组成部分。

“我们将充分发挥邻里食堂的作用，更好地服务辖区老人和

居民，不断优化服务质量，提升菜品品质，让大家吃得安心、放

心。”袁河街道电工厂社区工作人员说。

网 购 时 ，你 是 否 经 常 遇 到 这 样 的 情
况 ：没 有 事 先 打 电 话 ，快 递 员 直 接 把 包 裹
送 进 驿 站 ；派 送 地 址 明 明 精 确 到 门 牌 号
了 ，还 是 得 到 驿 站 取 ；刚 拿 到 手 的 包 裹 就
有 破 损 …… 种 种 快 递 乱 象 ，让 人 头 疼 不
已 。 3 月 1 日 开 始 施 行 的《快 递 市 场 管 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致力于解决这些
问题。

《办法》规定，未经用户同意代为确认收
到快件的，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
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的，抛扔快
件、踩踏快件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快递
企业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可以并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 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近年来，我国网购规模不断扩大。据统
计，2023 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逾 13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4% 。 网 购 用 户 规 模 达
8.84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82%。网购的快速
发展，带动了快递业务的高速增长。但在这
背后，快递行业管理的薄弱环节和不规范之
处却始终得不到明显改善。从早期的暴力
分拣，到现在的随意投放，给消费者造成了
诸多困扰。

《办 法》的 出 台 ，给 快 递 行 业 敲 响 了 警
钟，明确了发展方向，也让消费者的权益有了更多保障。
同时，该《办法》对快递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快递
行业在不断提升投递效率的同时，更加重视服务质量和
消费者体验，减少不规范竞争和违规行为，加速行业的优
胜劣汰。

新 规 实 施 ，期 待 快 递 行 业 能 够 以 此 为 契 机 ，去 除 沉
疴，展现出新气象，让所有的快递商品都能安全、准时、精
准到客户手中。

担保有风险 签字应谨慎
本报萍乡讯 （全媒体记者付强 通讯员韩雪萍）在日常生

活中，亲朋好友之间借钱是常事。很多人可能出于友情或其他

原因，为他人提供借钱担保，但是担保有风险，签字应谨慎。

不久前，小甲因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小乙借款 20 万元，

小丙、小丁在借据上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借据上写明担保人负

有连带清偿责任。借款到期后小甲未还款，于是小乙将小甲、小

丙、小丁作为被告起诉至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经法院主持

调解，由小甲、小丙归还小乙借款 20万元以及利息。随后在执行

过程中，执行员于被执行人也是担保人小丙处执行到位案款本

金及利息。

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伊提醒，很多人因为交

情或讲义气，为朋友借款提供担保。根据法律规定，一旦债务人

无法还款时，担保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在为他人提供

借款担保之前，应当明确了解担保人的权利和义务，综合考察借

款人的信用状况和偿还能力，理性思考，避免义气用事。在签字

时，要认真阅读借据，对于保证责任等重要内容的约定要尽量明

确，保障自身权益。

“动作慢一点，每次铲土的时候要少

铲一点，铲多了蚯蚓会被土带走……”近

日，南昌市进贤县张公镇铜岭村的蚯蚓

养殖基地内，负责人舒龙岗有条不紊地

指挥着工人收获蚯蚓。基地的大棚内一

垄垄用粪肥、污泥组成的“蚯蚓床”整齐

排列，虽然气味不怎么好闻，但这是舒龙

岗发展生态产业、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的“金土地”。

“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蚯

蚓养殖业。蚯蚓的生长周期短，繁殖能

力强，养殖技术简单易学，28 天就可以收

获，而且在养殖过程中可以消耗猪粪、牛

粪和淤泥，制造有机肥，全程没有污染，是

绿色循环农业，市场潜力也大。”2015 年，

刚过 30 岁的舒龙岗决定返乡创业，带着

在赣州打拼多年的积蓄，在铜岭村成立了

腾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养殖蚯蚓。

舒龙岗先是在村里流转 60 亩土地，

搭建蚯蚓养殖基地，与江西农业大学合

作，探索出利用蚯蚓生物转化畜禽粪尿、

构建小生物与畜牧养殖良性结合的生态

发展方式，把基地打造成集畜禽粪尿处

理、蚯蚓养殖、污泥和有机垃圾处理于一

身的示范企业。

“我们现在能年处理畜禽粪尿、城市

污泥、工业污泥 2 万吨，相当于处理 9 万

头生猪一年的排粪量，年产出蚯蚓 350
吨和生产高端有机肥 5000 吨，产值 850
万余元。”处理完手头上的一个订单，舒

龙岗交代了工人几句，又走到一垄“蚯蚓

床”前，观察蚯蚓的长势。他告诉记者，

基地跟一些大企业都有合作，帮企业处

理工业污泥赚取加工费的同时，蚯蚓也

能获得丰收。

富了不忘乡亲。为了帮助脱贫户增

收，舒龙岗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方式，建成 5000 平方米大棚，让张公镇

28 户脱贫户入股蚯蚓养殖业，脱贫户每

人年底可以分红。这种“造血式”帮扶，

实现了生态环保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双赢”。

脱贫户曹桂根今年 71 岁，一直在基

地务工。他告诉记者，在基地务工，每天

工资 100 元，活也不算累，一个月下来能

拿到 2000 多元。“除了工资，年底还有分

红，我家四口人，每人分红 1500 元，去年

就拿到 6000 元，直接打到存折上。”谈起

小小蚯蚓给生活带来的变化，曹桂根脸

上满是笑容。

同样在基地务工的陈学珍表示，基

地不仅帮助了脱贫户，也给村里的富余

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像我们这些六

七十岁的老人，不方便外出务工，在家门

口就业不仅没耽误家里的农活，还能照

顾孙子孙女呢。”陈学珍说。

在记者采访中，舒龙岗的电话不时

响起，都是跟着他养殖蚯蚓的农户求教

养殖方面的问题，舒龙岗耐心解答，并答

应抽时间去看看。

“蚯蚓的养殖技术不算难，平常有啥

问题他也会给我们指导，销售渠道也是

他推荐给我们，或者直接收购，很省心。”

周世雄是进贤县罗溪镇人，在舒龙岗的

帮助下，他去年靠养殖蚯蚓赚了近 8 万

元。

在舒龙岗的带动下，南丰、东乡等地

10 余个乡镇的农民也纷纷加入蚯蚓养

殖业，舒龙岗都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带

领大家一起致富。

“蚯蚓在民间也叫‘地龙’，今年又

是龙年，我打算扩大规模，把之前投入

的那条有机肥生产线充分利用起来，把

循环农业做大做强，也带动越来越多的

人龙年发‘龙’财。”说起今年的计划，舒

龙岗信心满满。

小蚯蚓“引”出致富路

社区广场前，数十名广场舞爱好者伴

随音乐节奏舞动身体，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养老服务中心内，老人们挥舞球拍，

现场欢呼不断；健身小广场里，孩子们嬉

笑打闹玩得兴高采烈，人们聊天闲谈说着

家园变化……近日，走进瑞昌市码头镇

6214厂社区，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氛围。

6214 厂社区是原江西江州造船厂所

属社区，建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今年 71
岁的王能茂在该社区生活了 20 多年，在

他的记忆里，这里曾是当地最繁华的社区

之一，每到夜晚，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和连

排的百货商店里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既热闹又有生气。

近年来，该社区基础设施日渐老旧，

地面下沉、路灯不亮、道路坑洼……各种

问题逐渐出现。“问题看似不大，但着实闹

心。”王能茂叹了口气，“邻居们要么不愿

意出门，要么直接搬走了。”

提 档 升 级 ，让 变 化 悄 然 发 生 。2022
年，6214 厂社区启动微整治，在保持原有

风貌的基础上，通过翻修主道路、改造沿

街楼房立面、更新雨污管网配套设施、美

化沿街铺面和店招、建设小游园、新修停

车场及安装充电桩等，对小区进行全方位

改造提升。

整治后，斑驳的外墙被统一刷上了白

色的墙漆，干净整洁；原本坑坑洼洼的路

面被绿树环绕的水泥路面取代；闲置区域

被改造成健身小广场，为老人、小孩提供

了休憩玩耍的地方。“整治后完全变了样，

出门经常能碰到来这里走街串巷、体验工

业社区的游客。”居民徐祖生骄傲地说。

社区“面子”变美了，“里子”也同步焕

新。为更好满足养老服务需求，6214 厂社

区成立了“铁肩膀”党员志愿服务队，定期

与孤寡老人建立联系，上门探访和陪伴。

志愿者们经常与老人聊天、分享故事，还

为老人提供购买生活用品、送医送药、打

扫卫生等服务。

社区改造效果好不好？群众满不满

意？居民用实际行动做出回答：社区环境

改善后，不少搬走的居民纷纷回迁；养老

服务中心内，每天都有很多前来打牌、打

球、唱歌、跳舞的老人；社区礼堂各类文娱

活动轮番上演，居民们既当演员又当观众

……6214 厂社区居民幸福感越来越足，烟

火气越来越旺。

老旧社区“变形记”
易永艳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邮箱：48505265@qq.com
电话：18679958802

舒 龙
岗（左）查
看 蚯 蚓 生
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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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颖辉摄

趣味科普进校园
本报湖口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为切实保护野生动植物

资源，确保陆续北迁的越冬候鸟安全，湖口县林业局日前联合鄱

阳湖保护区管理局湖口保护站，在湖口县第五小学开展第十一

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教育活动。

课堂上，工作人员通过图片和视频，直观展示长江、鄱阳湖

自然生态，并以“水中大熊猫”江豚入题，向广大师生普及野生动

植物保护相关知识，通过课堂讲解、图文演示、游戏互动、有奖竞

答、学生齐声宣读江豚保护倡议书等方式，提升孩子们关注和保

护野生动植物的热情。主办单位向参加活动的师生送去水彩

笔、文具套装、湿地候鸟保护文创学习用品、晴雨伞等宣传品

1000 余份。授课活动结束后，该县联合执法人员还来到鄱阳湖

江豚湾等地开展巡湖护鸟行动，向周边群众发放湿地候鸟保护

宣传折页等相关资料。

把“群众说事日”办到家门口

2 月 23 日，是双溪镇马尾村的“群众

说事日”。傍晚，三五成群的村民与镇人

大代表坐在板凳上，热烈讨论着村里的大

小事务，逐一诉说自己的问题和意见。

“我年纪大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村里能不能帮忙给我介绍一个工作

呀。”一开场，村民李某便带头发言，将自

己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反映。镇人大代

表程业虎、吴海妹立刻把他的诉求记在

“群众说事登记本”上。

一个星期后，程业虎和吴海妹联系镇

“5+2 就业之家”，帮助李某在当地一家大

型商超找到了一份工作。“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回应，真是高效啊！”李某感慨道。

这是双溪镇“群众说事、人大问事、

政府办事”工作机制解决基层问题的一

个缩影。

“这项制度就是为了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双溪镇人大主席钟承荣表示，“它

让基层治理服务更加贴近民情民意，群众

对基层治理服务有了更多参与感、认同

感、获得感。”

让人大代表沉到群众家里

2 月 19 日傍晚，双溪镇人大代表、曹

山村干部叶存浩又开始了上门听取群众

呼声、了解群众意愿的工作。“存浩啊，又

来入户走访了呀！”沿着涂家组一路走去，

不少村民见到叶存浩都主动打起招呼。

自从被划分到曹山村涂家组和叶家组片

区以来，每天下班后的入户走访就成了叶

存浩的习惯。

“存浩，咱们涂家组门口的路被大车

压得坑坑洼洼，你帮忙跟村里说下吧。”

“婆婆您放心，我这就去看看，马上把情

况给您反映上去。”到达现场后，叶存浩

便从口袋里熟练地拿出“群众说事登记

本”，一边仔细勘察，一边把路面损坏的

位置、路面的使用材料、需要填补的面积

等详细情况记录了下来。第二天，叶存

浩便在村委会上展开讨论，商量解决方

案。在大家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当天便

将此事转交至镇政府办理，及时修复了

受损道路并安装好路灯，赢得了涂家组

村民的广泛赞誉。

在“群众说事日”平台搭建好后，双溪

镇人大结合“人大代表进网格”工作，由乡

镇人大代表工作站召集，合理安排人大代

表进网格，在各个网格组建人大代表入户

服务团队，推动代表力量下沉、资源下沉，

广泛收集民意，及时有效开展监督，推动

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

确保群众随时找得到人

“必须点赞！”提到人大代表“直通热

线”，大桥村村民张春水连连称赞，“现在

不用出门找，也不用等人来，直接一个电

话就把问题解决了。”

2 月 7 日，张春水发现大桥村罗地组

公厕堵塞，按照人大代表入户走访留下的

“直通热线”，立刻联系了片区人大代表进

行反映。三天后，人大代表便电话回复，

此事已得到解决。

据悉，双溪镇人大在社区各个网格和

村组都设立了群众说事箱，公布了群众说

事热线，群众可以畅通无阻地将自己的家

事、烦事、难事表达出来。外出的群众和

流动党员还可以通过电话、信件、微信等

方式向人大代表反映，形成多渠道、多形

式、全覆盖的“说事”网络，确保群众随时

找得到人、随地说得上事。

一桩桩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

决，背后是基层治理思路、治理方式、治理

效果的变化。群众的事有人管，群众的话

有人听，群众的难有人解，2023 年以来，双

溪镇人大“群众说事、人大问事、政府办

事”工作机制覆盖 1604 户群众，解决问题

158 件，响应率 100%，办结率 97.95%，满意

率 96.93%。

说出心里话 办好群众事
——靖安县双溪镇依托“群众说事日”取得基层治理新成效

靖安县双溪镇开展“群众说事日”活动。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重点
在基层，基础在群众。基层人大
代表来源于群众，最了解基层情
况。为破解基层治理存在的“人
难找、事难办、矛盾难解”等问
题，靖安县以双溪镇为试点乡
镇，探索建立“群众说事、人大问
事、政府办事”工作机制，以镇人
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站为主阵
地，依托各村“群众说事日”，搭
建人大代表为民履职工作平台，
拓宽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方式，取
得基层治理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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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在养老服务中心下棋。
通讯员 魏东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