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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新“有法帮你”解万家事
本 报 奉 新 讯 （全 媒 体 记 者邹海斌 通 讯 员卢金星）

“村民间没打欠条的借贷，怎么通过法律途径要回借款？”

“女儿出嫁后是否可以分得征地补偿款？”……近日，在奉

新县冯川镇赤埆村，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与

村民围坐恳谈，引导群众遇到问题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

合法权益。

近年来，奉新县开展“有法帮你”为民服务实践活动，

践行“有法帮你”法律服务理念，从强化人员配备入手，培

育打造“有法帮你”工作队伍，把全县的“老娘舅”“法律明

白人”骨干培养成“有法帮你”服务员。“有法帮你”工作队

伍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协助申请法律援

助，指导办理诉讼、公证、仲裁等服务。同时，为群众开展

纠纷调解，当好“和事佬”，对于无法解决的纠纷事项，为群

众指路，告知群众该找谁、怎么找，为群众提供贴心服务。

在崇义县长龙镇大摆村有一位远近闻

名的农民收藏家朱长江，收藏了 6000 余件

承载着客家文化的老物件。数十年来，朱

长江自费搜集散落在民间的客家老物件，

让旧时光变得“触手可及”。

3 月 25 日，记者走进朱长江创办的崇

义县崇江农耕文化工作室。工作室里，煤

油灯、客家竹编、老旧门窗、牌匾、木制打谷

机等老物件被分门别类放在一起。工作室

外，堆满了型号不一的砖塑、陶器、石器。

参观完工作室，朱长江又热情地邀请

记者到他家中参观。步入朱长江家，仿佛

置身民俗博物馆。院子里摆满了各式老物

件，楼上楼下但凡有空闲的角落或房间，都

摆满了老物件。

朱长江告诉记者，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有

收集老物件的喜好，受他们影响，自己也渐

渐喜欢上收藏老物件。近些年，朱长江的父

亲朱立明年事渐高，便将收藏的 2000 余件

老物件传给了朱长江，并叮嘱他保护好这些

老物件，因为这些老物件承载着客家人的生

活印记。“每一件老物件都记录着一段过往

时光，它们是有‘生命’的，不应该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被我们遗忘。收集这些老物件纯

属个人爱好，从没想过回报。”朱长江说。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客家文化老物

件，朱长江萌发了兴办展览馆的想法。得

知朱长江的想法后，崇义县文化部门和长

龙镇伸出了援手。“我们协助朱长江创办崇

义县崇江农耕文化工作室，为其争取项目

资金，搭建农耕文化传承平台。同时为其

对接展览和研学活动，让更多人领略客家

文化的魅力。”长龙镇干部谢春丽介绍。

朱长江的妻子邓小凤及儿子朱腾伟在

闲暇时，也时常帮助朱长江整理或收集老物

件。“每一件老物件都有一个故事，承载着一

段记忆和时光，父亲经常向

我讲述这些老物件背后的故

事，我觉得父亲在做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朱腾伟说。

“程阿姨，听说您做义务红娘 40
余年，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介绍一个对

象。”4 月 1 日，一名大龄未婚女青年

来到鹰潭机务段上饶运用车间职工

小区找到程筱珍，拜托她牵线搭桥。

70 岁的程筱珍退休前是鹰潭机

务段工会干部，主要负责调解工作，

婆媳不和、邻里纠纷、夫妻离婚、妯娌

反目、同事闹别扭之类的事没少调

解。说起程筱珍当红娘，要追溯到上

世纪 70 年代。当时，一名火车司机

托程筱珍做媒。她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将表姐介绍给了这名火车司机，

促成了第一桩姻缘。此后，程筱珍开

始主动给别人做媒，身边的单身男女

也都找她帮忙找对象。程筱珍告诉

记 者 ：“ 以 前 当 红 娘

很不方便，全靠两条

腿跑。白天要上班，

只能晚上跑，这家了

解情况 ，然后再将信息传递到另一

家，往往要来回跑很多次才能成功。”

40 多年来，程筱珍一直坚持义务

做红娘，先后为 300 余对青年男女牵

线搭桥。“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年

龄、身高、学历都要问。只要有需求，

人家愿意说，我都会一一核实。”程筱

珍说，毕竟这是一手托两家的事，要

对请托人负责。

这 些 年 ，程 筱 珍 在 鹰 潭 机 务 段

“红娘圈”有了名气，很多年轻人都愿

意请她介绍对象。在程筱珍的记事

本中，清楚地罗列着牵红线名单，主

要以 20 多岁的年轻人为主。随着名

气越来越大，周边的不少青年男女纷

纷慕名找上门来。

程 筱 珍 说 ：“每 促 成 一 桩 姻 缘 ，

我都很开心 ，尤其是参加他们的婚

礼时 ，更加感到自己做的事情特别

有意义。”

“一键直达”的幸福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幸

“以前，多次请丈母娘来我家过年，她就是不来，今年春

节却主动提出要来我家。”近日，吉安市吉州区北门街道天

龙花园小区 22栋 2单元 601室业主朱雄飞笑呵呵地说。

多年请不来，今年不请自来，这是怎么回事？这还要从

该楼栋加装电梯说起。

该楼栋有 12 户居民，老年人占了大半，年逾六旬的朱雄

飞和妻子感觉爬楼越来越吃力。看着小区很多楼栋加装了

电梯，朱雄飞也心动了。

他主动找到邻居，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得到邻居的

支持。提交资料申报、审核、开工建设，经过 4 个多月，今年

1月 26日，电梯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

朱雄飞介绍，加装电梯一共花费 38.8 万元，其中政府出

资 15万元，按照楼层高低比例，自家出了 3.8万元。

近年来，吉州区始终把群众需求放在首位，高标准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按照政府主导、群

众自愿、统筹兼顾、稳步推进原则，通过“奖补+自筹”形式，

政府补一点、群众出一点，该区已加装电梯 228 部，群众上下

楼实现“一键直达”。

微改造托起民生福祉
本报全媒体记者 林 雍

雨污分流管网改造，是一项关乎民生福祉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工程。为畅通城市微循环，南昌市新建区积极

谋划、分步实施，扎实推进城市水环境治理攻坚行动三年工

作计划。今年起，该区同步开展排水单元、驻昌单位、市政

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工作，努力办好居民身边关键事，托起民

生大幸福。

红谷新城小区位于长堎街道东南部，有近 2 万名居民。

由于汇水面积大，往年小区都是逢雨必涝。为解决周边居

民生活污水排放、雨季积水等问题，新建区对小区实施雨污

水管网改造工程，将原有排水主管道口径由 1.2 米加大至

1.8 米，同时对小区低洼区雨水进行单独收集，并利用新增

的提升泵单独抽排，增强雨水抽排能力。经过雨污分流微

改造后，小区内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即使面对近期的强降

雨天气，小区都没有积水。“以前就怕下雨，白天出行不便，

夜里担心地下车库被淹。”谈起雨污分流改造后的变化，小

区居民蔡龙莲颇有感触。“我们将加强对小区环境卫生的管

理，避免垃圾等杂物进入排水系统堵塞管道，守护好雨污分

流改造成果。”红谷新苑社区党委书记张兆霞说。

雨污分流改造既是居民家门口的关键小事，更是生态

环境治理的民生大事。近年来，新建区依托《南昌市中央环

保督察典型案例三年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污水处理厂

网一体化项目，对城区范围 484 个排水单元及 22 条市政排

水管网进行升级改造，最终达到从源头实现雨污分流目标。

“目前，城区主要内涝点还剩 4 个，预计 5 月陆续进行排

水管网改造，年内基本消除城区内涝问题。”新建区城区排

涝与污水处理所副所长黄平平表示。

4 月 7 日，在湖口高新园区一家金属制品加工厂里，工

人正在生产线上忙碌。近年来，湖口县大力实施“筑巢引

凤”就业工程，帮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通讯员 吴 江摄

一个 2.3 万人的小镇，有 1.2 万人从事

蔬菜产业，当地居民 70%以上的收入来自

蔬菜产业。这里不仅有蔬菜“土专家”、数

字化蔬菜育苗中心，还有新品种新技术推

广、蔬菜深加工、蔬菜批发交易、蔬菜农资

供应、冷链仓储、电商物流等全产业链服

务……这就是赣州市赣县区五云镇，这里

的蔬菜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五云桥”

无公害蔬菜。

蔬菜品质好 菜农不愁卖

春暖花开时节，记者走进五云镇环湖

蔬菜基地，一座座温室大棚依次排列，蔚

为壮观。大棚内，西红柿、茄子、辣椒、苦

瓜、丝瓜等长势喜人，10 多名村民动作娴

熟地采摘、称重、打包，这批富硒蔬菜即将

发往粤港澳大湾区。

“我们的蔬菜品质好，价格高出市场

同类蔬菜一倍以上，直供粤港澳大湾区高

端市场。”上丹村村民王裕飞介绍，以螺丝

椒为例，如果市场价是每公斤 2 元，那么五

云的螺丝椒每公斤至少得卖 4.5元。他说，

五 云 生 产 的 辣 椒 不 仅 皮 薄 肉 嫩 、香 味 浓

郁 ，而 且 连 续 结 果 性 好 、抗 病 性 强 、耐 贮

运、耐低温。近几年，在赣县区农业农村

局专家定点帮扶指导下，王裕飞精心种植

的 11 亩大棚蔬菜屡获丰收，每年至少要赚

30 万 元 ，成 为 十 里 八 村 公 认 的“ 蔬 菜 大

王”。

五云村脱贫户陈家骥是一个勤奋好

学的人。前些年，由于妻子身患重病、儿

子读书需要用钱，家里入不敷出，陈家骥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此时，五云镇为他

免费提供大棚，王裕飞等“土专家”悉心向

他传授种植经验，陈家骥逐渐掌握了土、

光、温、水、肥等大棚种植技术要领，种了 5
亩 蔬 菜 瓜 果 ，由 于 蔬 菜 瓜 果 品 质 好 不 愁

卖，陈家骥近三年赚了 24万多元。

据五云镇党委书记刘汇文介绍，该镇

现有蔬菜种植面积 9600 多亩，蔬菜品种 30
多个，蔬菜总产量约 1.6 万吨，建有数字化

育苗中心，蔬菜销售分拣中心及冷库等配

套设施。同时，依托全镇丰富的富硒土壤

资源，该镇还建设了 126 个高标准蔬菜大

棚，分布在上丹、大岭、夏潭、日红等村，为

蔬菜产业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创品牌树形象 助推产业升级

为提高菜农的标准化生产意识和水

平，该镇成立五云桥无公害蔬菜专业合作

社，并注册“五云桥”蔬菜商标，凡是加入

合作社的社员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

程实行标准化生产。合作社每年选送多

批农技人员和种菜大户到农科院（所）进

行 专 门 培 训 ，使 之 成 为 合 作 社 的 技 术 骨

干，并建立种植项目“土专家库”。合作社

通过发放宣传单、定期出宣传简报、请专

家 现 场 宣 讲 、培 训 和 现 场 指 导 等 多 种 形

式 ，开 展

蔬 菜 生 产 技 术 培 训 。

同时，通过开通蔬菜服务热线，合

作社随时上户免费为菜农送上病虫害防

治咨询等服务。

2022 年 7 月 13 日，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工作办公室将五云桥无公害蔬菜专

业 合 作 社 列 为 生 产 基 地 ，菜 农 的 干 劲 更

足了。

优质供给、绿色有机、品牌加持……

一串串新标签正悄悄地生成在一个个农

产品上。记者注意到，每个产品都有二维

码，只需手机扫一扫，产地、合格证、质量

安全检测记录等信息一目了然。依托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智慧监管平台，这

些产品还可进行线上线下“一品一码”管

理、全过程智能监控，实现源头可追溯、流

向 可 跟 踪 、产 销 信 息 可 查 询 、供 求 无 缝

对接。

实现“赋码”上市、“持证”融湾之后，

“五云桥”无公害蔬菜的品牌竞争力持续

攀升，为推动赣粤合作、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力。

留住老物件里的记忆碎片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四十余年义务搭“鹊桥”
苏国婷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桐

4 月 5 日，南昌高新区鱼尾洲公园“水上森林”池杉吐翠，绿意萌动，人们走出家

门，赏春踏青。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

近日，女职工在资溪县妇保计生中心做健康体检。资

溪县总工会联合相关单位开展“关爱企业女职工健康，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共建活动，对全县中小型企业女职工“两癌”

进行免费筛查。 特约通讯员 吴志贵摄

踏青

五云镇环湖蔬菜基地温室大棚依次排列五云镇环湖蔬菜基地温室大棚依次排列。。

解锁蔬菜小镇的富民解锁蔬菜小镇的富民““密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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