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当前正值汛期，你们分场的值班值守

是怎么安排的？地质灾害点隐患排查是否

到位？”日前，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太平镇纪

检监察干部在合水分场查看防汛备汛情况

时，仔细询问当值人员。

连日来，受持续强对流天气影响，防

汛形势严峻。太平镇纪委闻“汛”而动，与

镇农业农村办、应急管理办、行政执法办

联合督导督查，采取“嵌入式”监督方式，

深入防汛一线开展监督检查。督查组充

分发挥纪检监察联络员“探头”作用，聚焦

责任落实、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应急物资

保障进行监督检查，实地察看山塘、地质

灾 害 点 、切 坡 建 房 点 和 C、D 类 危 房 等 风

险点位，排查防汛设施维护情况和涵管水

闸问题隐患，确保防汛工作有序进行。截

至目前 ，该镇纪委共开展监督检查 7 次 ，

排查风险点位 50 余处。

下一步，太平镇纪委将聚焦防汛备汛

重点任务，督促抓实抓细各项措 施 ，对 防

汛 工 作 中 作 风 不 实 、工 作 不 力 等 行 为 严

肃 追 责 问 责 ，切 实 以 铁 的 纪 律 、严 的 作

风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李睿祺）

近 年 来 ，安 义 县 长 埠 镇 突

破 传 统 的 农 产 品 销 售 方 式 ，全

力 打 造“ 老 支 书 果 园 ”电 商 品

牌 ，为 该 镇 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欢迎大家来到老支书直播

间，我是来自长埠镇的一名老支

书，我这主要销售的有马家柚、皇

帝柑等农产品，品质有保障，期待

大家购买”。只要有空，老支书龚

弟得都会在直播间热情地与网友

互动，推销当地特色的马家柚、皇

帝柑等农产品，带动当地农产品

销 售 。 据 了 解 ，去 年“ 老 支 书 果

园”直播间线上线下销售农产品

超过 5 万公斤，其中线上直播销

量突破 3万公斤。

作为长埠镇的老支书，龚弟

得深知传统销售方式的局限性，

他 通 过 电 商 直 播 的 方 式 拓 宽 农

产品销售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

并 购 买 到 当 地 特 色 农 产 品 。 在

直播间里，龚弟得会详细讲解每

种 农 产 品 的 生 长 环 境 、种 植 过

程 、口 感 特 点 等 ，让 网 友 能 够 更

全面地了解当地农产品的品质。同时，穿

插试吃环节，分享自己的体验，用真诚和

热 情 打 动 了 不 少 网 友 。 如 今 ，龚弟得的

“老铁”越来越多。

除了销售农产品，龚弟得还经常在直

播间里分享乡村生活的点滴，讲述乡村的

美景、风俗人情和农民劳作时的场景，让广

大网友感受到乡村的魅力和活力。

（付苑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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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业发展到今天，富硒美容产品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砂化妆品和护

肤品中添加硒元素，可有效改善皮肤质

量，预防皱纹和色斑等老化问题。此

外，富硒产品还有利于促进头发生长，

改善口腔健康等。今天的美容护肤早

就不再停留于表面的保养和护理，更重

视的是从内部调整肌肤的状况。补硒

是时下流行的健康美容方式，并成为许

多美容护肤人士的选择。研究表明，多

使用富硒类美容护肤品或者补硒类保

健品可以调节机体的抗氧化防衰老能

力，由内而外改善人的肌肤。

富硒产品应用广泛，市
场潜力大

“植物活性硒与美容业有着密切的

关系。植物活性硒能够抗氧化，延缓皮

肤老化过程，改善皮肤质量；能够促进

皮肤细胞再生和修复，保护皮肤不受自

由基和氧化损伤，预防皮肤病和皱纹；

能够调节皮脂分泌，使皮肤更加光滑和

清爽，有助于减轻皮肤油腻和暗沉，减

轻皮肤炎症和过敏反应。植物活性硒

在美容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许多

美容品牌在产品中添加植物活性硒或

硒代氨基酸，以期达到美容的效果。”一

名业内资深美容专家如是说。

科学实验发现，硒是人体细胞的活

性中心，人体自由基和过氧化物的主要

“克星”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而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只有在富硒情况下才

具有活性，才能够清除体内重金属污

染，使生物膜免受损伤。植物活性硒能

有效清除体内和皮肤上多余的铅、汞、

镉及其他重金属，限制自由基活动，减

缓重金属对人体的危害。

去年，江西博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专家们指导试种的富硒油菜，压榨出

来的富硒菜籽油，被广东一家化妆品企

业看中，并以高价买走。奉新县宋埠镇

夏泽村的果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土壤

富硒的基础上，油菜开花之后再喷施两

次硒肥，每千克油菜籽的有机硒含量达

785 微克。为此，广东客商与江西博恒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今

年，该公司的富硒菜籽油将销往粤港澳

大湾区。

植物活性硒，爱美人士
的重要选择

含有硒的美容护肤品可以有效改

善皮肤状况，增强皮肤的自我修复和保

护功能。植物活性硒和硒代氨基酸是

一种常见的美容成分，常用于化妆品和

护肤品中，它还可以改善皮肤的质地和

弹性，使皮肤更加健康。江西博恒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富硒技术专家崔志远说，

他们团队制备生产的美容护肤品，添加

的是植物活性硒，这种活性硒通过植物

转化而来，富含硒氨酸、硒蛋白、硒酶、

硒肽、硒核酸等成分，无毒、无害、人体

皮肤更易吸收。

含硒的美容产品种类繁多，常见的

硒化妆品有硒面膜，它可将硒透过皮肤

表面渗透到皮肤深层，起到滋润、抗氧

化、抗衰老等功效；硒眼霜，它是一种专

门针对眼部肌肤的美容产品，其中的硒

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预防眼部肌肤

衰老；硒护手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手

部干裂、粗糙的美容产品，硒对手部肌

肤有很好的滋润作用；硒沐浴露，其中

的硒可以滋润皮肤，增强皮肤的自我修

复能力；硒口服液，是一种直接口服的

美容产品，可以增强机体、预防衰老。

星璨医疗美容机构相关负责人说，每个

人的皮肤状况不同，使用硒化妆品时应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

产品，并遵循使用说明。同时，在使用

硒化妆品过程中，应注意避免过量使用

而使皮肤产生过度依赖。

随着富硒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各

种类型的健康管理机构、养老养生机

构、美容美体机构有的因硒而起，有的

因硒而兴。因为硒，功能性农产品越来

越多，硒养产品也迅速进入保健调理、

养生养老、美容美体、医学医疗、康养旅

游行业，健康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也在

加快。南非江西人协会秘书长黄斌说，

物以稀为贵，随着植物活性硒的安全性

越来越高，硒在健康产业的应用将阔步

向前。曾几何时，不少美容产业的原料

被日韩、欧美等国垄断，今天作为农业

功能产品中的硒养美容产品，必将为全

民健康带来更多福音。 （彭烈孟）

绿色崛起之江西博恒农业品牌故事（一）

植物活性硒让美丽内外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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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安义县 20 万亩油菜花竞相绽

放，吸引各方游客纷至沓来，游玩赏花。

据统计，1 至 3 月，安义县“赏花游”接待

游客达 497.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70%，

综合收入达 31.02亿元。

连日来，随着天气不断升温，我省多

地油菜花竞相绽放，以花为媒，推动油菜

种植与农业观光、乡村旅游等业态结合，

“赏花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花色“上新”，引大量游客
前来赏花

我省是长江中下游油菜生产的主产

区。3 月份以来，全省各地的油菜陆续进

入花期，好一派田园好“丰”景。

眼下，安义县鼎湖镇榨下村的油菜

花进入最佳观赏期。该镇千亩花田，花

繁似海，金黄色的油菜花在春风的吹拂下

轻轻摇摆，花香四溢，野趣盎然。漫步田

间，美不胜收。冬种油菜一般在前一年

的 9 月、10 月播种，次年的 3 月开花，4 月

结实。除了经典的“田园黄”，这里还绽

放 着 一 片 与 众 不 同 的 五 彩 油 菜 花——

桃红、橘黄、嫩白、深橙、淡黄……色彩

缤纷油菜花，构成一幅迷人的乡村田园

画卷。

江 西 农 业 大 学 农 学 院 教 授 付 东 辉

说，油菜产业是链接企业产业链的一个

纽带，观光型油菜具有花期较长、栽培管

理简单、油旅兼用和花香浓郁等优点，具

有显著的旅游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

值，还有机地将农业、特色小城镇建设、

旅游业、餐饮业等融合起来。

“今年我们团队新选育出 7 种花色

的油菜花，即胭脂红、苍黄大斑块、洁白

特亮、水粉红、纯紫色、浅梅红央玫红斑、

褐紫红条纹，花色从去年的 63 种增加到

今年的 70 种。稳定花色在去年 34 种的

基础上，新增铁锈红、血红这两种颜色，

稳定花色增至 36 种。”付东辉说，该团队

已经与全国 100 多个景区建立了合作关

系，在景区进行新品种科学示范种植，还

在婺源、安义、遂川等 10 余个县（市、区）

的美丽乡村建设点或景区进行了示范种

植，效果良好。

笔者了解到，我省经过深度开发与

利用的彩色油菜花，不仅促进了各地经

济持续发展，还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水稻+油菜”轮作模式，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行“水稻+油菜”

轮作新模式，让农户从中获得了实实在

在的实惠。一方面，油菜丰收后的菜籽

由农户收割，增加农户的经营收入；另一

方面，油菜花开后会形成一条特色景观

带，美化了乡村环境，同时吸引游客前来

拍照打卡，带动了周边农家乐生意，发展

了当地乡村旅游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活力。

清明前夕，漫步在铅山县河口镇高

岭村的道路两侧，600 余亩油菜花与碧水

青山交相辉映，如同一幅色彩绚丽的油

画。在油菜花田中，高岭村党支部书记

丁晓明正带领当地村民清理沟渠的淤

泥，确保油菜收成不受影响。

近年来，我省各地积极探索油菜高

产新模式，通过“水稻+油菜”轮作模式，

利用农闲田冬种油菜，让其变为“效益

田”，这不仅提高了农田的地力，还助力

了农民增收。

“去年二晚收完后，我就接着种了油

菜。今年油菜管理到位，每亩预计能收

获 150 公斤油菜籽，一亩油菜地可达到

600 元的收入，等于多种一季优质稻。”

安义县长埠镇种植大户李小强高兴地

说，油菜收割后，他将抢抓时机，继续种

早稻。

当 前 ，我 省 油 菜 基 本 形 成“ 一 区 两

廊”（赣北油菜高产区和京九、浙赣铁路

走廊）的生产布局，探索推出了稻油、稻

再油、稻稻油模式。

为全面推动包括稻油轮作在内的油

菜生产“良种+良法”配套技术集成与推

广应用，我省投入 2000 多万元在全省 11
个设区市各选择 1 个县，重点推进实施

油菜高产高效项目。

小小一朵油菜花，助力写
好农文旅融合大文章

日 前 ，江 西 省 委 一 号 文 件 正 式 发

布 。 文 件 提 到 ，全 面 落 实 粮 食 安 全 党

政 同 责 ，要 推 进 新 一 轮 粮 食 产 能 提 升

行动，扎实开展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充 分 挖 掘 旱 地 和 非 传 统 耕 地 潜 能 ，确

保粮食播种面积 5659.3 万亩以上、产量

435.3 亿 斤 以 上 ，大 豆 播 种 面 积 170 万

亩以上，油料作物播种面积 1216.4 万亩

以 上 。 继 续 推 进 油 菜 下 水 田 ，提 高 一

季稻区油菜覆盖率，因地制宜发展“稻

再油”。

近年来，我省不少县（市、区）像抓粮

食生产一样抓油菜生产，今年全省油菜

种植面积突破 930 万亩。目前，全省各

地的油菜花正进入盛开期，大片油菜花

海如金色地毯铺满大地，构成一幅春日

风景画。

油 菜 花 作 为 我 国 传 统 春 季 花 卉 之

一，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很高的观赏

价值。围绕观赏油菜花等“赏花经济”，

全省不少地方不断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

活动。比如，彭泽县举办第十届“江中花

海，魅力棉船”油菜花旅游活动，其中环

岛自行车骑行活动引来各地骑友绕花海

驰骋；鹰潭市龙虎山举办第五届花朝节，

随处可见头戴簪花、身着汉服的年轻人

拍照“打卡”；遂川县美丽乡村建设点的

油菜花，花色多达 70种……

全省各地举办的油菜花节，将进一

步充分发挥油菜花的文化和旅游价值，

提升当地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助推当地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

（图片由安义县鼎湖镇人民政府提供）

鼎湖大长枧油菜花观赏点鼎湖大长枧油菜花观赏点

“美丽经济”促振兴
——我省各地大力发展“赏花经济”掠影

黎 萍 王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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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娌乡音”平台解难题
近年来，莲花县路口镇探索构建党建引领定方向、网格覆

盖有服务、“乡娌乡音”惠民生的基层治理格局。

“有事上会”已成当地百姓的口头禅。该镇汇集各方力量

搭建“乡娌乡音”平台，为群众解决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依

托村民自治制度，将被动访变主动干，组建“乡娌乡音”调解茶

室、说事议事平台等载体，引导村民在项目建设、环境整治等工

作中主动说事、议事、主事，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人翁。有

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已然成为路口镇基层治理

的新风尚。自“乡娌乡音”平台组建以来，收集意见建议 64条，

解决问题 62个，有效提升了全镇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

该镇不断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将全镇 88 个自然村划分

为 33 个网格，推选 44 名网格长。将“三长制”纳入综治中心

网格化管理，选优配强片长、组长、邻长 457 人。组建义务巡

防队、巾帼志愿服务队等网格队伍 43 支，开展联系群众、义

务 巡 防 等 暖 心 服 务 ，实 现 力 量 在 网 格 聚 合 、信 息 在 网 格 采

集、问题在网格解决、服务在网格提供。

在问题处理、矛盾调解中，该镇采取“民情收集—民情

研判—民情处置—民情反馈—民情分析”全链条处置机制，

构建为民办实事的工作闭环，切实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不

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郭昕雨）

激活村集体经济新动能
近年来，莲花县良坊镇立足实际，坚持党建引领，通过“三

领、三业、三岗”模式，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价值，强化

产业带动，构建“特色种植+生态养殖+农产品加工”的农牧业

一体化发展格局，走出一条产业多元化发展增收路。

构建“党委统领、党支部引领、党员带领”的格局。该镇党

委牵头成立强村富民公司，依托镇级强村富民公司，让村集体

经济建设连成片、抱成团、攥成拳。将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党

员先锋等作为产业发展骨干培养，将 10 名村干部转变为专家

能手，3 名村干部培养成专职产业管理者。

构建以特色种植业为主，生态畜牧业和优势加工业等两

翼产业为辅的“一体两翼”产业发展模式。引导部分村连片种

植太子参、沃柑、蓝莓等经济作物 1700 余亩，养殖肉牛、生态

鸡。引进莲子加工生产线，做大做优“岐下小妹”农产品品牌

效应。2023 年，全镇 2 个村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 30 万

元，7 个村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 20 万元。

“三岗”发展成效明显。该镇着力在稳岗、拓岗、荐岗上下

功夫。在稳定村民家门口就业的基础上，深挖岗位供给，促进

村民就业扩容。截至今年 4月，良坊镇强村富民产业提供就业

岗位 200 余个，发放村民劳务工资 150 余万元，实现了基地增

产、农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共赢目标。 （贺国桢）

小村蝶变 幸福节节高
近年来，南城县里塔镇里塔村坚持党建引领，以打造生态

宜居村落为抓手，以改善人居环境为着力点，通过实行“支部

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模式，农村环境焕然一

新，村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一个“地绿、水清、人和、业兴”的生

态宜居村跃然眼前。

里塔村是里塔镇集镇所在地，常住人口多，脏乱差现象突

出。为此，该村党支部组建党员先锋整治组，86名党员分组、包

片，拿起工具，奔赴村公路、农村院落等区域，对边沟、院落前后

垃圾大清理，并利用晚上空闲时间上门宣讲政策。在党员的带

动下，村民的思想逐渐转变，由旁观者变成了积极主动的参与

者，共同营造“党员争先锋、干群齐动手、环境换新颜”的良好氛

围。同时，村党支部依托“群众交心会”，开展“党课进村组”“你

有困难我来帮”“矛盾调解现场”“榜样的学习”等活动，传递好声

音、巧解千千结、架起连心桥，将良好乡风吹进千家万户。

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村党支部在村委会设立党

员代办点，每天安排一名党员轮流值守，接待来访群众，帮助办理

各类民生事项，让群众“最多跑一次”。如今，在村党支部的带领、

党员的示范、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百姓生活欣

欣向荣，幸福的笑容绽放在里塔村每一名村民的脸上。（刘梦妍）

严抓有害生物防治 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为有效防控林业有害生物，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安全，今年

以来，芦溪县以林长制为抓手，积极谋划、主动作为，开展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近三年来，全县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

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无重度发生。

强化监测预警。依托 1 个县级专职监测点、9 个乡镇林业

站、198 名村级护林员的三级监测体系，全面深化“林长+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森林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利用无人机、自动

虫情测报灯等设备，提高监测预警的智能化、科学化水平。全

县实施监测面积 74.5 万亩，监测覆盖率达 100％。

强化综合防治。明确山口岩国家湿地公园、狮山省级森

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及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周边乡镇为

重点防疫区，重点防范松材线虫病等虫害。加强植物检疫监

管，实施全方位疫木源头管控，严防疫木流失。2023 年以来，

芦溪县办理植物检疫证书 357 份，检疫、复检各类造林绿化苗

木 650 万株，完成防控松材线虫病打孔注药 3.36 万瓶。辖区

内未发现违规收购、调运、加工涉疫松材等现象。

强化宣传引导。扎实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管控专项整治行

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伐、运输、经营、利用疫木及其制品的行为。

今年以来，芦溪县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4次，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60人次，走访加工和用材企业16家。 （肖 强 施 叶）

搭建服务群众的“数字桥梁”
“没想到我在‘数字人大’APP 反映的意见建议马上得到

了回应和解决，我家的大棚蔬菜通过技术人员的指导终于走

上了正轨，不仅帮助我掌握了技能，还为蔬菜稳产增收奠定了

基础。”日前，吉水县醪桥镇种植大户李文苟说道。

李文苟的蔬菜基地位于醪桥镇坎头村，一直以来，由于缺

乏技术指导，产量始终不高，这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

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手机在“数字人大”APP 上留言。

留言通过平台即时传递到驻站人大代表手中，人大代表立即

联系义务咨询员走进大棚实地指导，解决种植大户在生产中

遇到的难题。

醪桥镇以数字赋能人大工作创新发展，推动人大代表联

络工作站迭代升级，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全镇范围聘请了 14 名义务咨询员，为群众提供专业的政策

和业务咨询。自“数字人大”APP 上线以来，全镇累计收集群

众诉求 216 件，事件完成率达 99%。

该镇将继续紧紧依托“数字人大”APP，在办理速度上出

真招、在密切联系群众上下真功、在办理落实上见真效，在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切实增强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认同度，构筑起人大代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数字

桥梁”。 （欧阳诗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