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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群山环抱间，干净整洁、生产有序，低
碳环保宣传标语引人注目，清澈的袁河宛
如一条缎带穿越其中……近日，记者走进
中铁十四局樟吉高速改扩建项目，施工现
场优美的环境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全省重点项目，樟吉高速改扩建
项目从建设初始，就带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承诺，以打造一条“美绿高
速”为目标，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施工生
产全过程，全面“向绿而行”。

超高护筒，守护一河清水

袁河特大桥横跨袁河，是中铁十四局

樟吉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重点工程，两

个主墩共 24 根桩基，均位于主河道中央，

桥梁施工需在河道中进行。而袁河是居

民生活用水及沿线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

来源，对施工生态环保要求非常高。

“以往的桥梁桩基施工工艺，要先利

用挖掘机挖出基坑，再将护筒放入基坑进

行简单填埋。”3 月 5 日，在施工现场，中铁

十四局樟吉高速改扩建项目 A1 标段项目

负责人王宗豪指着河中的桥墩介绍，经过

勘测，由于袁河地质特殊，施工中需要在

河床粉砂层上面安装护筒，但传统工艺的

护筒只有 1.5 米长，泥浆极易通过砂层渗

透到河流中污染水质。

来时绿水青山，走时青山绿水，本着

这一目的，施工人员集思广益，创新研发

出 9 米长的无缝钢护筒，保证桩基泥浆不

外泄，实现零污染桩基施工。“由于采用超

长无缝钢护筒全护浆新工艺，施工中没有

产生任何漏浆污染现象。看着河水清澈

如碧，我们也就放心了。”王宗豪说。

清表杂木，化身高效燃料

残枝落叶摇身一变，成为预制梁蒸养

用的生物质颗粒燃料。原本难以处置的

废弃物，中铁十四局施工者却将它们变成

“宝贝”，把樟吉高速改扩建项目打造为

“无废”生产基地。

走在项目工地，一个新型生物颗粒蒸

养中心引人注目。蒸汽机旁，一袋袋由杂

木、杂草等制成的燃料整齐堆放着，工人

不时将其投入机器，为预制梁板和预制构

件的蒸养提供热量。

“高速公路改扩建，前期都要清除地

表杂木。以往这些杂木会被当作废弃物

扔掉。为了实现资源高效利用，我们以

场区内清表产生的杂木为原材料，经过

现场粉碎、加工厂筛分挤压、烘干制造、

冷态致密成型等多道加工工艺，制成高

密度生物质颗粒，既能实现废物利用、减

少污染，又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王

宗豪介绍。

比电加热节能 72.2%，项目年节省成

本 76 万元；比柴油加热节能 60.78%，年节

省 成 本 45 万 元 ；比 天 然 气 加 热 节 能

41.39%，年节省成本 20 万元……在蒸养中

心的外墙上，一张节能对比图清晰地展现

了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优势。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在

全省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中，清表植被生

物质颗粒化转变和应用尚属首次，为打造

绿色公路新典范提供了有益借鉴。

“无废”施工，处处循环利用
除了清表杂木再利用，该项目还将清

表土用于厂区边缘覆盖、客土喷播绿化、

公路绿化储备，将固体废弃物用于施工便

道修筑及场地硬化等，处处体现“无废”施

工理念。此外，还在 220 亩的土地上建成

集办公区、生活区、钢筋集中加工配送中心

等于一体的综合厂站，整体减少了约 2 万

平方米临建占地，大大节约了土地资源。

“你看，这些菜园的土，还有门口的小

游园，都是清表土再利用的场景。”走在工

人生活区，王宗豪告诉记者，“停车场的这

些地砖，是固体废弃物加工而成，类似的

场景在项目沿线处处可见。我们还坚持

‘带绿施工’，一边进行路面施工，一边进

行裸土植被种植及绿网覆盖，有效防止水

土流失及扬尘污染。”

3 月，赣鄱大地一片生机盎然。袁河

特大桥下，白鹭翩跹，鱼翔浅底，宛如一幅

画卷，诉说着建设者们全力保护绿水青山

的故事。“项目结束后，整个厂站都会留给

当地，服务沿线群众、助力乡村振兴，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统一。”王

宗豪说。

据报道，春节后首个工作日，浙江宁波市

鄞州区住建局组织开展“马路办公”，工作人员

深入公园、广场、主干道及背街小巷，用脚步检

验城市管理，将问题化解在基层，赢得网友一

片叫好。

所谓“马路办公”就是工作人员将办公场

所从机关大楼“搬”到街头巷尾，以路为岗，直

面城市管理中的各种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

以解决。“马路办公”不仅及时把脉城市治理中

存在的顽疾，第一时间掌握情况、发现问题，还

可以立马开出“治病良方”，第一时间解决问

题、推进工作。

“马路办公”办出了城市的美丽。工作人

员深入城市“肌理”，倾听群众声音，面对面、零

距离发现和解决问题，不仅彰显了城市管理的

温度和深度，还管出了城市的颜值和气质。“马

路办公”办出了群众的心安。广大干部直奔基

层、直面群众、直击矛盾，让群众的事有人管，

群众的话有人听，不仅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还搭建起联系群众的连心桥，拉近

了干群关系。“马路办公”办出了政府的实在。

不同于以往“坐着车子转、透着玻璃看、隔着马

路喊”的粗放式管理模式，“马路办公”促使干

部放下架子、扑下身子、迈开步子，到一线去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高了工作效率，了解到

群众实际需求。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市

人口、功能和规模的扩张，城市治理的难度也

越来越大。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与服务，提高城市管理科学化、

精细化水平，需要更多城市管理部门积极行动起来，让“马路办

公”成为常态，推动问题发现在一线、研究在一线、解决在一线，

打好城市更新主动仗，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本 报 新 余 讯 （全 媒 体 记 者蔡颖辉）“ 回 家 要 告 诉 我 的 好

朋 友 ，我 学 会 了 种 菜 、施 肥 ！”3 月 9 日 ，新 余 市 凯 鑫 农 庄 科 普

基 地 里 ，不 同 年 龄 段 的“ 小 农 人 ”正 一 同 栽 种 蔬 菜 ，体 验 劳 动

的喜悦。

共青团新余市委、新余市青少年宫联合新余市渝水区“醉美

成长行协会”开设亲子劳动教育公益课，让孩子带动家庭走进农

村，沉浸式、零距离体验农耕文化和种植的乐趣。“活动太有意义

了，平时孩子们忙于学习，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少，以后要经常带

孩子参加这种活动，体会种植的过程，感受劳动美。”新钢一小一

年级学生葛宸希的父母与孩子一同参与劳动，开辟水田、种菜，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在这场公益课堂上，30 多名孩子和 20 多名家长以家庭为单

位，分组开展修整菜地比赛。孩子们拿着工具和大人一起除草、

垄田、播种、施肥，分工合作，既促进了亲子感情，也让劳动意识

在孩子们心田生根发芽。规整菜地之后，孩子们又积极参与植

树活动，或提锄头，或踩铁锹，或低头扶树苗，或弯腰施磷肥，配

合默契。经过他们两个多小时的努力，100 株果树、10 棵松树整

齐矗立在春日的山头。

孩子们在植树。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摄

只收不卖的“痴狂人”
在珠珊镇，十里八村的人都认识“收

藏家”罗志鸿，知道他在老家洋津村办了一

座新余匾额博物馆，那里有很多宝贝。

近日，记者走进博物馆，古朴典雅的

气息扑面而来，一块“乡会联魁”的古匾映

入眼帘，牌匾上款写着“太子太保让理文

华殿大学士 户部尚书加一级张为”，下款

标明“大清雍正甲辰科进士杨凤然立”。

罗志鸿介绍，张廷玉在清雍正年间

曾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

等职。1724 年前后，分宜人杨凤然先后

在乡试、会试中连续夺得第一名，张廷玉

授“乡会联魁”牌匾予以嘉奖，将其作为

楷模，昭示天下学子。

馆内另一块“银钱夏布”古牌匾，则

见证并昭示一千多年以前，夏布与瓷器、

茶叶并称江西三大特产，是海上丝绸之

路对外贸易的重要货物，就像“银钱”一

样，是当时的硬通货。新余是中国夏布

技艺之乡，这块牌匾对研究夏布文化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整个博物馆分为上下两层，收藏匾

额 380 块，包含功德声望匾、堂号匾、牌坊

匾、字号匾、题字匾、祝寿婚庆匾、科举

匾、褒奖匾、官署门第匾、医德教泽匾等。

洋津村党支部书记罗刚告诉记者，

虽然罗志鸿只有初中文化，是个地地道道

的农民，但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精于钻

研，而且只收不卖，被称为收集匾额的“痴

狂人”。

忍痛割爱的厚道人

当然，也会有例外。

今年春节前夕，渝水区袁河街道办事处

夏家管理处严家村小组村民严志敏找到罗

志鸿，希望回购一块“一乡之善”的古匾。罗

志鸿没有犹豫，以3800元低价售出。

原来，早在 2007 年严家村拆迁时，罗

志鸿在该村“淘”来这块牌匾。2017年，严

志敏在翻阅族谱时，获悉村里有块“一乡

之善”古匾，是乾隆元年十二月，官员景四

维赠送给严家先祖严国生的。严志敏打

听到这块牌匾在罗志鸿手中，又苦于自己

还是个学生，没有能力回购，但他还是鼓

起勇气，三番五次请罗志鸿不要出售。

今年 2 月 7 日，严家村的新祠堂即将

落成，已参加工作的严志敏再次找到罗

志鸿，希望回购这块古匾捐给村里，激励

后人向上向善。“其实，这块古匾两年前

就有外地人出价 5000 元，但我没有卖，只

为让其物归原主。”罗志鸿说。

去 年 ，新 余 一 中 准 备 建 一 个 校 史

馆。该校 1992 届高三（2）班班长张健偶

然得知，新中国成立前，新余一中首任校

长张峄曾赠予王慎斋夫妇一块“按举稀

龄”的匾额，称赞王慎斋夫妇古稀之龄仍

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是张峄罕见存世

的书法墨迹。张健和同学们想把这块匾

额捐给学校校史馆，辗转找到收藏者罗

志鸿，希望他成人之美，“割爱”转让。为

了支持张健等人的爱心之举，罗志鸿随

即折价出售给他。

匾额文化的传承人

“每块牌匾都有它的故事，也见证了

一段历史，属于新余的历史文化就应该

留在本土。”罗志鸿说，眼下，古牌匾的保

护现状令他很着急——他曾看到新余一

农户将一块新余状元周三异的“状元及

第”牌匾当作猪栏门，一块由新余籍晚清

著名将领张春发题写的牌匾被当作桌子

等。更让他难过的是，很多牌匾被安徽、

浙江的商人买走。

与其说罗志鸿在办馆，不如说他在

诠释那份质朴的情怀。罗志鸿说，博物

馆对外免费开放，为的是让更多人了解

新余历史文化。

搞收藏、办展馆，需要人力物力财力

来支撑。一张张借款见证了他的痴心：

“借罗金红（弟弟）5 万元整、黄为民（姐

夫）1 万元整、罗美荣 2 万元整……”采访

中，罗志鸿坦言，办馆一年开销在 10 万元

以上。这对他来说，负担有点重。

为了支持罗志鸿办好博物馆，新余

市将新余匾额博物馆列入中小学研学旅

行（校外实践）基地，洋津村则提供了一

栋办公楼免费给他使用。罗志鸿说，看

到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内，不少学校组

织学生参观并进行拓片制作，学生们很

感兴趣，这增加了他办馆的信心。

下一步，罗志鸿打算在新余匾额博

物馆的基础上 ，增设“新喻知县馆 ”“新

喻教谕馆”“科举人文馆”“新钢记忆馆”

等 7 个 展 馆 ，并 结 合 洋 津 村 洋 津 渡 、漕

运与洋津闹上一条街厚重的历史文化，

配 合 政 府 部 门 打 造 一 串 古 色 古 香 的 旅

游景点。

罗志鸿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匾

额博物馆，让集字、印、雕、色的大成的匾

额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

一个人撑起一座博物馆
——新余农民罗志鸿与380块匾额的故事

以匾研史，可当佐证；以匾学
书，可行笔髓。匾额又称牌匾，是
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品，它将辞
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
一体，集字、印、雕、色之大成，展现
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以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洋津
村，有这样一个“痴狂人”——他四
处举债、八方奔走、十七年如一日，
潜心收集了 380块新余本地匾额，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住乡愁
记忆。去年底，他在村里开办了一
座匾额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

守护绿水青山 筑就生态高速
——看樟吉高速改扩建项目如何打造“无废”生产基地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摄

邮箱：65204228@qq.com
电话：0791-86847355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邮箱：3072374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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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环境优美的樟吉高速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

在德兴市花桥镇园林社区，有这么一

名志愿者，五年时间里为群众义务艾灸近

两万人次，用实际行动诠释雷锋精神。

3 月 10 日，记者走进该社区热敏灸体

验馆，一股浓浓的艾香扑鼻而来，只见有

的患者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椅子上，身着

红马甲的叶志忠正娴熟地为每名患者进

行艾灸。

今年 55 岁的叶志忠是园林社区残协

的专职委员，在社区担任门卫。他小时候

患有脊髓炎，虽然在多家医院进行过治

疗，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落下残疾，以拐

杖和轮椅作为代步工具。

2019 年，花桥镇大力推广热敏灸，其

间多次邀请江西中医药大学专家和花桥

卫生院的医生到现场指导。当时已 50 岁

的叶志忠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园林社区

热敏灸体验馆学习艾灸，并在初步掌握方

法后自行理疗。通过几个月的艾灸，他的

身体明显好转，不用辅助工具就能行走。

更重要的是，通过系统学习，叶志忠拿到

了中医针灸理疗师职业技能培训证书。

2019 年下半年，得知社区要招募艾灸志愿

者，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加入其中。

点艾炷、装艾罐、寻找热敏点……五年

来，叶志忠日复一日为居民义务艾灸。

“我是热敏灸的受益者，只要居民有

需要，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我无怨无悔。”

叶志忠表示。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五年来，叶志

忠累计为群众义务艾灸近两万人次，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

园林社区党支部书记王龙告诉记者，

叶志忠加入志愿者队伍后，一直任劳任

怨、勤勤恳恳，赢得群众好评。

五年为群众义务艾灸近两万人次——

艾灸志愿者叶志忠
邵德初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罗志鸿在对古匾进行日常打理。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管理创新促共享单车规范停放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 通讯员徐反根）考核倒数第

一名，次月投放量减少 30%，倒数第二名减少 20%，倒数第三名减

少 10%。为加强辖区共享单车管理，近日，南昌市青云谱区将共

享单车企业日常考核结果与投放比例挂钩，倒逼企业规范车辆

管理，取得显著成效。

“过去学校门口到处是共享单车，严重影响通行，几千名学

生下课后没有半个小时都走不出校门。现在每天都有人管理，

情况好多了，学生们在 10 分钟之内就能走完。”3 月 8 日，南昌市

洪都学校负责人说。

青云谱区城管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针对共享单车乱停

乱放现象，执法人员约谈了辖区全部共享单车企业，要求其增

派运维人员，加强日常管理。同时，定期对共享单车企业进行

考核排名，排名靠后的企业将相应减少投放数量。目前，全区

共 享 单 车 实 际 投 放 量 为 2400 余 辆 。 该 区 还 成 立 线 上 监 管 平

台，通过天网、地网每天定点查看共享单车停放情况，实现科

学、及时、有序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