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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农事忙

在吉水县乌江镇塅上村花桥自然村，有这样一位婆

婆——她 9年如一日守护瘫痪的儿媳，用无私的爱和坚韧

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空，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婆媳情。

2015 年，李粗英的儿媳李媚芳在上班途中遭遇车

祸，导致脊椎神经断裂，从此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面对家庭的变故，李粗英没有退缩，毅然决然地担起了照

顾儿媳的重任。她说：“儿媳嫁到我们家，就是一家人，我

不可能不管她。”

9 年来，李粗英将自己的大半时间和精力倾注在了

儿媳身上。她每天起早贪黑，为儿媳准备饮食、洗漱更

衣、按摩翻身……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李媚芳的身体状况

逐渐稳定。

除了身体上的照顾，李粗英还非常关心儿媳的心理

状态。她深知，瘫痪给儿媳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

苦，更是心灵上的折磨。因此，她经常与儿媳聊天，鼓励

她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

“很幸运有这样一位好婆婆照顾我、鼓励我、陪伴我，

她对我的付出让我感觉很幸福。”在李粗英的陪伴和开导

下，李媚芳逐渐走出了心理阴影，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信心。

虽然李粗英的背脊日渐佝偻，但她的眼神却依旧坚

定而温暖，她说：“只要我还能动，就会一直照顾儿媳。”这

份朴素而深沉的爱，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李粗英的事迹传开后，村民纷纷称赞她是“最美婆

婆 ”。 李 粗 英 家 也

先后获得吉安市和

江西省“最美家庭”

等荣誉。

洪城组建“急救侠”车队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4 月 10 日，南昌市红十

字基金会发起“洪城急救侠——车载 AED（自动体外除

颤器）应急救护”公益项目，向社会公开招募 10 名爱心车

主，免费提供AED，组建首批“洪城急救侠”车队。

据介绍，在社会车辆上配备 AED，突发意外时，经过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的爱心司机可化身“急救侠”，快速

到达现场后利用车载 AED，抓住“黄金四分钟”机会，向

心脏骤停患者施救，提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主办方要求“洪城急救侠”常住南昌，有属于自己的

车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身体健康，熟悉南昌市路况，愿

意接受应急救护培训，承担 AED 日常管理和维护责任，

遭遇突发事件时愿意伸出援手，接受紧急情况下的车窗

破损风险。

本轮风雹灾害
保险机构已赔付1400余万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晖 实习生李欣梅）3 月 31 日

以来，我省多地出现风雹灾害。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江西监管局获悉：截至 4月 10日，江西保险业累计

接 到 报 案 7576 件 ，估 损 金 额 13129.42 万 元 ，已 决 赔 案

3403件，已支付赔款 1407.08万元。

风雹灾害发生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西监管

局督促保险机构及时启动应急机制，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

班制度，推出一键报案、线上理赔、人伤快处等多渠道报

案、理赔绿色通道，简化资料手续等，提高理赔效率，缩短

理赔周期，着力帮助受灾群体恢复生产生活。

坚定的守护
朱晨欣 欧阳诗怡

4 月 11 日，第二届上饶“三月三”民族文化系列

活动暨“寻美江西·饶城畲韵”活动在广信区五府山

镇船坑畲族村启动。活动以“同心共筑中国梦 石

榴花开满饶城”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 1000 多名

游客现场观赏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畲族歌舞与民俗

表演。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摄

4 月 11 日，在峡江县金坪民族风情小镇，2024 年

金坪民族赛装盛会热闹非凡，当地村民身着特色民

族服饰，载歌载舞欢庆“三月三”。

通讯员 曾 玲摄

载歌载舞“三月三”

4 月 7 日 11 时，南昌市青云谱区三店西社区“幸福食堂”

热闹不已。热气腾腾的炒莴笋、豆腐蛋汤、红烧肉等饭菜摆

在灶台上，20 余名老人排队打饭，分桌而坐，边吃边聊，其乐

融融。

三 店 西 社 区 常 住 人 口 2100 余 人 ，老 年 群 体 占 比 超

60%。因高龄、空巢老人居多，一日三餐成为老人头痛的问

题——到餐馆吃，非长久之计；自己做，又力不从心。为此，

三店西社区探索建设完善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体系，发挥

辖区各界力量，建设“幸福食堂”。

“吃饭总算有了着落，每天的饭菜不重样，荤素都有，味

道很好。”79 岁的黄招娣是一名孤寡老人，随着年纪越来越

大，做饭愈发有心无力。眼见社区有了“幸福食堂”，她很快

就成为这里的常客。

“其实两个老人的饭菜最难做，做一个菜不像样，两个

菜吃不完。老人家舍不得倒掉，只能连吃几顿剩菜。在这

里就方便多了，早餐有包子、稀饭、拌粉等，午餐有三荤三素

一汤，菜品种类多、便宜，解决了空巢老人吃饭的大难题。

食堂对特殊群体有专项优惠政策，年满 80 周岁的高龄老人

及年满 60 周岁的残疾老人，每餐能立减 5 元。”三店西社区

党支部书记曹黎华说。

据了解，2023 年 12 月，三店西社区引入寻膳餐饮（南

昌）有限公司创办“幸福食堂”，并于今年 3 月 18 日正式开

放。食堂占地近百平方米，选址坚持就近就便原则，以公建

民营模式运营，做到“一厅一厨一卫一所”标准化建设。食

堂每日提供早、中、晚三餐，一次可容纳 80人就餐。

“食堂开放后，不仅解决了小区 300 余名 60 岁以上老人

的吃饭难题，还解决了周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就餐问

题。”曹黎华说。此外，社区还在食堂提供“党建+养老助餐”

服务，组建了两支养老助餐志愿服务队，为 21 名空巢、独居、

孤寡老人和残疾人等提供免费送餐上门服务。

前不久，三店西社区在“幸福食堂”开展了一场“浓情粥

香，共享温暖”活动，吸引不少老人参与。“‘幸福食堂’真是

好，不仅饭菜可口，还能在这里和老邻居一起参加活动，增

进邻里之间的感情。”朱阿姨点赞道。

此外，三店西社区还创新开展“食堂+”助餐服务，定期

举办“食堂+义剪”“食堂+志愿服务”“食堂+我们的节日”等

活动，已累计为 200 余名老人提供了义剪服务，让老年群体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攀升。

“接下来，我们将不断探索‘餐饮企业+社区食堂+点单

服务’，打造便民生活新模式，建立健全日常运营机制，抓好

食品安全、服务水平、餐品质量的提升，深化‘党建+食堂’养

老模式，并通过社区链接资源，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全

方位解决老年人用餐难问题。”曹黎华表示。

“幸福食堂”菜香情浓
——青云谱区三店西社区探索完善社区老人助餐服务体系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多举措做好春耕备耕
本报莲花讯 （通讯员吴正舟）眼下，正是春耕备耕黄金时

节。莲花县三板桥乡山口垅村翻耕作业现场，种粮大户周文

彪驾驶翻耕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犁田、旋耕、平地，让沉睡一个

冬天的土地焕发新的活力。

连日来，三板桥乡科学谋划、多措并举，不误农时忙农事，

有力有序组织农户开展春耕备耕工作。备足生产物资，组织

农技人员走访辖区内农资经营网点，了解种子、化肥、农药、农

膜、农机具等生产物资储备情况，协助加强物资调运，做好农

资供应后勤服务。优化农技服务，工作人员进村入户，把春耕

备耕知识、生产技术、惠农政策等送到农户身边。抓好田间管

理，修复破损灌渠，加强病虫害监测，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

预计今年茶叶总产量可达1.45万吨

浮梁“茶经济”渐入佳境
本报浮梁讯 （全媒体记者邱西颖 通讯员黄湘国）日前，

浮梁县迎来春茶全面成熟和采摘季，由此进入“茶经济”繁荣期。

记者走进鹅湖镇莲花山千亩有机茶叶基地，只见采茶工

人穿梭于茶园，忙着采撷一片片新芽。该镇界田村村民李珍

乐滋滋地说：“一天能采 1 公斤左右茶叶，收入约 200 元。在家

门口工作还有这样的收入，我很满意。”据了解，基地由鹅湖镇

三田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打造，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将农户发展成社员，并吸纳农

户以茶园入股，再由公司统一管理、生产和经营。社员既有茶

园租金收入和年终分红，日常还可以在公司务工获得报酬。

公司成立 15 年来，先后带动周边 1000 多户茶农增收。今年，

公司春茶产量预计可达 2.5万公斤，收入近 2000万元。

在臧湾乡寒溪村史子园景区内的 3000 多亩茶园里，不少

游客当起了采茶工，体验采摘乐趣。村党支部书记谢安恩告

诉记者：“‘茶旅融合’让这里变成了美丽景区，乡亲们种茶、务

农之余还可以开民宿、经营餐饮、卖农产品、做导游。”清明小

长假期间，景区每天接待游客量达五六千人。

浮梁是全国重点产茶县、全国茶叶百强县、国家“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现有茶园面积 20.52 万亩，从

事茶产业人数达 6.2 万人。近年来，该县积极做好茶文化、茶

产业、茶科技“三茶融合”文章，通过资金投入、政策激励、文化

传承、品牌推广、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多种手段推动茶产业

升级，带动茶文化交流、茶产品交易以及旅游产业发展。今

年，浮梁县茶叶总产量预计可达 1.45万吨。

4 月 2 日，丰城市淘沙镇邓圩村，农机手正驾驶拖拉机翻耕稻田，广袤田野一派春耕春种的繁忙景象。

特约通讯员 王 堃摄

4 月 9 日，南丰县市山镇前山村，农机手驾驶插秧机栽插早稻秧苗。 通讯员 谢 东摄

近 日 ，宁 都 县

洛 口 镇 谢 坊 村 高

标准农田内，村民

正 进 行 农 机 插 秧

作业。近年来，该

县 已 建 成 50 多 万

亩高标准农田，极

大 改 善 了 农 业 生

产条件。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