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开发保护生态

3 月 7 日，秋口镇月亮湾湖面水汽氤

氲、轻纱薄雾，宛如一幅水墨丹青画。当

地村民湖面泛舟表演渔夫撒网，引得竹筏

上和岸边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按下快门。

月亮湾景区附近的石门村是“鸟中大

熊猫”蓝冠噪鹛的栖息地，也是饶河源国家

级湿地公园核心区。过去，由于产业结构单

一，村民守着优越的生态，过着不太如意的

日子，2013年村民人均收入只有4000元。

“将村庄生态资源纳入股本，引入县

文旅集团运营，与农户共同开发农业观光

体验项目，不仅让村庄提升了名气、汇聚

了人气，而且让村民过上了好日子，为生

态保护和利用注入了强大内生动力。”秋

口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石门村将优美独

特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成为旅游资源，将

茶叶、山茶油等有机产品包装成旅游商

品，将徽派民居改造成民宿，大部分村民

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

2023 年，石门村接待游客 50 多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逾 240 万元，村民

人均年收入增至 3万元。

为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婺源加大投

入治理污染，关停高耗低效的企业，以绿色

发展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做大做强旅游业。

古村新韵传承文化

“ 有 了 写 生 游 客 ，一 年 收 益 50 余 万

元，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家住沱川乡理坑

古村的村民余连红借助村庄一年接待上

万名写生游客的优势，返乡创办古宅民

宿，不仅保护了祖屋，还收获了财富。

理坑古村享有“理学渊源”之美誉，有

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242 栋、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5 处，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近年来，该村争取项目资金 2000 多万元，

实施修旧如旧，修缮古宅 70 余栋，吸引各

地游客纷至沓来。

该村将旅游资源租赁给旅游企业运

营，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00 万元，

其中三分之二作为旅游分红，让村民享受

生态红利。

婺源县历史遗迹遍布乡野，有中国传

统村落 2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8个、古建

筑 4100 余栋。该县重视村庄风貌保护提

升，结合现代元素，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开发保护，不少古村落焕发了生机活力。

活化利用带富百姓

江湾镇大畈村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

——歙砚的主产地，也是国家首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歙砚制作技艺传承地。随着旅

游业的发展，村民利用自家庭院，开了 300

多家砚店，带动 1800 余人就地就业，成熟

的经营体系使其成为当地有名的富裕村。

近年来，该县投入 6 亿多元，打造了

一批特色免费景观村，实现乡乡有旅游

点，形成了以篁岭、汪口、九思堂、严田等

为代表的传统村落保护性开发方式，实现

传统村落活化利用良性循环。村民通过

资源分红、景区务工、自主创业等多种方

式，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

为让古村落得到更好保护和利用，婺

源选择秋口镇长径村（傩舞）、江湾镇大畈

村（歙砚制作技艺）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集中的古村，在全国率先设立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小区，整体保护小区的自然生态

和人文生态环境。

截至目前，婺源直接从事旅游业的人

数逾 8 万人，人均年收入超过 5 万元，间接

受益者突破 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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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靓“面子”
“宅改”让村庄美起来

邹凤凰湾村地处鄱阳湖畔，三面与都

昌县交界，交通不便，一度被贴上“脏乱

差”“偏远穷”的标签。

湖 口 县 地 方 志 记 载 ，该 村 古 称 乌 鸡

笼。相传明朝末年，村里一户人家有个当

宰相的外甥，进村给外婆拜年，开道的锣

声惊得山林的野鸡乱飞，因全村均姓邹，

遂改村名为邹野鸡湾村。

联合村党支部书记邹买琴介绍，邹凤

凰湾村有近 80 户，约 400 人。这里有山、

水、田、地，村民世代以种粮为生，但村里

没有产业，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村民纷

纷外出务工。村里的人居环境也不尽人

意，家家户户建围墙，田角、路旁、池塘边，

随处能看见村民倒的垃圾。

“大儿子出生时，老婆难产，村里围墙

挡道，车子开不进来，急得我团团转，只得

找人把我老婆抬出村子。”村民邹春华对

此记忆犹新。

穷 则 思 变 。2022 年 ，机 会 来 了 。 这

一年，流芳乡被湖口县定为该县唯一在

全 乡 推 进 全 域 宅 基 地 改 革（简 称“ 宅

改 ”）的 乡 镇 ，该 村 被 列 为 全 乡“ 宅 改 ”

示范村。

宅基地关乎农民切身利益。一户多

宅和多占宅基地怎么解决等问题，成了摆

在流芳乡党委政府和邹野鸡湾村“两委”

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邹买

琴介绍，面对纷繁复杂的“宅改”难题，村

里决定走群众路线，党员干部带头拆除自

家围墙，退出多占的面积，同时成立村民

理事会，让群众参与解决“宅改”中遇到的

问题。

此举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村民

邹爱初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党员干部跟

我们一样‘一户一宅’，他们多占的围墙和

院子也拆了。”邹爱初告诉记者，当地政府

还委托了规划机构，帮村里设计了“宅改”

规划图，张贴在村里的公示栏，大家都明

白了“宅改”不仅会让村里环境更美，而且

统一规划后，多余的土地可流转经营，为

村里带来收入。

有了群众支持，村里的“宅改”进展顺

利，拆除围墙、整治土地、拓宽道路、安装

路灯、池塘清淤……通过“宅改”，邹野鸡

湾村变美了，池塘的水变清了，房前屋后

的蜘蛛网不见了，村里的路灯亮了，环村

的道路通了，村民不再四处乱倒垃圾了。

去年，邹野鸡湾村正式更名邹凤凰湾村，

寓意“野鸡”变“凤凰”。

做实“里子”
产业让村民富起来

村庄变美了还不够，邹买琴说，还要

让群众富起来。因为村集体经济薄弱，村

级运转经费一度靠“补”，公益事业发展靠

“捐”，基础设施建设靠“要”。

“近年来，随着乡村交通网络持续完

善，村民出行越来越便利了，但是没有像

样的产业。”邹买琴告诉记者，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为了改变经济基础薄弱的现

状，经与村民商议，村里决定通过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方式，利

用山地与良田资源，发展西瓜种植、粮食

加工业，同时在路边开办超市。

经过去年一年的探索，邹凤凰湾村不

再简单种粮、卖粮，有了村办大米加工厂，

还注册了商标，大米已端上了江浙沪地区

消费者的餐桌，加上种植西瓜、开办超市，

村集体经济收入完成了从 0 元到 102 万元

的跨越。

大河有水小河满，村民的致富增收门

路也拓宽了，钱包越来越鼓。脱贫户邹怀

泉告诉记者，他通过流转土地、在大米加

工厂务工，加上公益性岗位，一年足不出

村有 2万多元收入。

随着村集体经济“家底 ”增厚 ，民生

短板得以补齐，净化河道、美化村庄、通

渠修沟、安装路灯，建设休闲小广场和老

年 人 活 动 中 心 ，一 件 件 民 生 实 事 办 成

了。春节撒网捕鱼、正月舞龙、清明节集

体祭祖、中秋节烧塔、重阳节请老年人吃

饭……传统习俗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相交

互融，村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与日俱增。

“我们正在招商，打算引入投资者发

展林下经济、搞采摘园和休闲垂钓，充分

用好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早日实现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目标。”邹买琴代表村民道

出集体愿景。

从“野鸡村”到“凤凰村”
——一个“空壳村”的新生

本报今日起开设“记者在现场”短新闻栏目，反映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移风
易俗、凡人善举等方面的现场短新闻，以小切口表现新时代赣鄱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体现社会正
能量和真善美，讲好中国故事、江西故事，敬请关注。

保护生态保护生态、、传承文化传承文化、、带富百姓带富百姓————

文旅融合文旅融合，，让古村焕发新活力让古村焕发新活力

督学履职 解决难题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李希）南昌市青山

湖区组建业务精湛的督学队伍，实现全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挂

牌督导全覆盖。去年以来，该区开展经常性督导 1300余次，开展

专项督导 84次，完成督导报告、调研报告 498份。

该区根据学校规模，通过“择优定向转岗+公开选聘”方式，

从教育系统选聘专、兼职督学，从区督导委成员单位选聘特邀督

学，“一对一”指导教师快速成长，通过精准督导，推动中小学及

幼儿园教育发展。

该区还制定《督学工作常规》，明确任务清单，通过“履职尽

责、督导效能、绩效评价”三大类指标，引导督学认真履职。同

时，充分调动兼职督学服务学校积极性，以活动为载体，助推学

校综合发展。去年以来，兼职督学充分运用各领域资源，助力学

校开展各类讲座、活动近百次，协调帮助解决学校攻坚难题十余

件，为该区教育发展决策提供了参考。

一推一剪 传递真情
本报南昌讯 （易永艳）近日，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社区广

场前人头攒动，50 多名美发师在此开展志愿服务，为社区居民免

费理发。

义剪现场，志愿者们为老人披上披风，一手剪刀，一手梳子，

细心地询问老人的需求，根据喜好设计发型。志愿者们一边理

发，一边与老人们聊家常，不一会，老人们原本有些凌乱的头发

被修剪得整齐利落。

省美发美容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文介绍，本次活动的志

愿者均来自我省各地美发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些美发师每月都会

进社区开展一次大型义剪活动，已累计免费理发2万余人次。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蔡颖辉）

“办民营企业要什么材料？需要多久？”3
月 15 日，南昌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西湖区市民中心举办“政务公开周”活

动，来自区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私营企

业的代表，现场向工作人员提出各种问

题，体验办证过程。

“您看，在政务公开栏里，列明了开

办企业的程序、所需材料，只要材料齐

全，最快当天就可以打印出营业执照。”

该局驻市民中心首席代表漆宇麟耐心地

为大家讲解。

“这份操作指南较详细地解读了企

业设立登记、变更、注销等业务的办理流

程。”活动现场，漆宇麟向参与人员发放

办证操作指南，指南里申请材料、办理程

序等一目了然。来自民盟的区政协委员

蒋慧，按照营业执照办理程序，全程体验

政策业务咨询、网上申报、后台受理、并

联审批、窗口出件等全套业务流程，切身

感受“一件事一次办”“全程电子化登记”

等服务举措给民营企业和办事群众带来

的快捷与便利。

“亲自体验了一下，各种政策、流程

公开得很到位，窗口服务也好，还有帮办

代办，感觉很方便。”民营企业代表万长

胜对高效率的政务公开和办理流程非常

满意。

西 湖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将 结 合 人 大 代

表、政协委员和民营企业主提出的意见

建议，持续推动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不断创新优化服务，打造便

利、公平的市场环境，服务全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 我 是 从 湖 口 县 专 程 来 芦 溪 县 参

加 招 聘 考 试 的 ，但 我 的 身 份 证 丢 失 了 ，

能 帮 我 办 个 临 时 身 份 证 吗 ？”3 月 17 日

凌 晨 2 时 31 分 ，芦 溪 县 公 安 局 芦 溪 派

出 所 值 班 民 警 江 强 接 到 紧 急 求 助 电

话 ，一 名 女 生 带 着 哭 腔 说 ，“ 如 果 办 不

到 临 时 身 份 证 ，我 就 要 错 过 今 天 上 午

的考试了。”

接到电话后，江强安抚求助者曹小

姐说：“不要急，我马上联系芦溪县公安

局综合服务中心，请户政员加急为你办

理临时身份证，确保你能参加今天上午

的考试，你现在就可以赶往综合服务中

心等候。”

随即，江强联系上了芦溪县公安局

综合服务中心户政员刘兰华，说明情况，

请她紧急为曹小姐办理临时身份证。

2 时 50 分，刘兰华从家里赶到综合

服 务 中 心 ，见 到 了 一 脸 焦 急 的 曹 小 姐 。

她立即查询曹小姐的身份信息，采集人

像和指纹。10 分钟后，一张临时身份证

交到了曹小姐手中。同时，刘兰华还为

曹小姐补办了二代身份证。

“ 如 果 不 是 你 们 紧 急 帮 我 办 证 ，我

就 没 法 进 考 场 了 ，你 们 的 做 法 让 人 感

到 很 暖 心 ！”拿 到 临 时 身 份 证 ，曹 小 姐

连 连 道 谢 。 当 天 上 午 ，她 顺 利 参 加 了

招聘考试。

破壁机、电饭煲的按键功能多得让人眼花缭

乱，热水器语音助手“自言自语”一惊一乍，说明书

字体太小看不清……如今，智能家电越来越普及，

一台机器往往“身兼数职”，科技感十足，然而，功能

的多样化也使得操作复杂化，不少老年人在智能家

电中“迷了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少家电企业纷纷挤

入“智能家电”赛道，越来越多电器告别单一功能，

变成“多面手”。如一台电饭煲要先选米的种类，再

选煮饭类别，若想煮粥，还有砂锅粥、香浓粥等模式

可供挑选。又多又细的功能选择，带来新奇的使用

体验，也让不少老年用户不知所措。这些复杂的操

作对年轻人来说尚且需要反复看说明书，对老年人

来说可能多次使用后，仍无法熟练掌握，颇为闹心。

发展银发经济是大势所趋。据统计，当前我国

银发经济规模在 7 万亿元左右，占 GDP 比重的 6%
左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加强老年用品

和服务供给，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可以预见，在促

消费和以旧换新等政策的驱动下，智能家电适老化

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新风口。

紧抓银发经济机遇，企业需要主动作为，走出

将复杂视作智能、将“适老”等同于低端过时的认知

误区，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行为能力和使用体验

出发，研发出受老年人喜爱，又简单易用的智能家

电。帮助老年人融入智能时代，还要提高老年人的

数字素养，如推动老年教育向基层延伸、加强家庭

内信息共享和代际互动等。唯有“双向奔赴”，才能更好地提升

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近日，德安县消防救援大队在该县第三幼儿园开展春季消

防演练，加深了孩子们对消防安全知识的理解，提升了幼儿园师

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合力反诈 守护安全
本报萍乡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大娘，最近陌生电话多

吗？您和家人的手机都安装反诈 App 了吗？”近日，为提升群众

反诈能力，预防和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萍乡市安源区

凤凰街纪委联合凤凰街政协委员深入辖区开展反诈骗工作宣

传，合力筑牢反诈“防火墙”。

通过实地走访、随机走访、电话抽查等方式，工作人员结合

具体案例向居民讲解诈骗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法、作案方式等防

诈常识，提醒老年人警惕养老诈骗。同时，聚焦反诈工作中不作

为、慢作为等问题，把预防、打击电信诈骗作为“民心守护”工程

的抓手，扎实推进反诈工作专项监督，扎紧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

全网、防护网、隔离网，切实守住百姓的“钱袋子”。

胡玉洁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

小窗口服务大发展
凌晨 3时 紧急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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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水泥路直通家门口，农家小院错
落有致，休闲广场干净宽敞……这是
原省定贫困村湖口县流芳乡联合村邹
凤凰湾（原名为邹野鸡湾）自然村脱贫
后的样子。若时间倒退，你会看到邹
凤凰湾村的前身——邹野鸡湾村：破
烂不堪的泥泞路，污水没有处理的村
庄，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一个典型的

“空壳村”。
那么，邹凤凰湾村缘何有如此巨

大的变化？近日，本报记者走进该村，
探寻“空壳村”的蝶变密码。

▲“宅改”后，“脏乱差”的村庄变

得干净整洁。

村民在包装大米。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摄

▲

3月，婺源县溪头乡江岭村梯田油菜花竞相绽放，层层叠叠的油菜花海与白墙黛瓦勾勒出水墨画般的田园风光，一拨又一拨
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婺源坚持保护与开发齐头并进、生态与文化珠联璧合，让许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古村落既发展了文
旅产业、保护了生态，又传承了文化、带富了百姓。

月亮湾景区月亮湾景区。。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