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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妹，我又来取货啦！”4 月 10 日一大

早，59 岁的杨金萍拉着弟媳杨小云走进抚

州市东临新区“5+2 就业之家”，轻车熟路

来到咨询服务台。“这是我弟媳杨小云，为

照顾生病的母亲刚辞职，她想找份可以带

回 家 的 零 活 干 。”杨 金 萍 向 工 作 人 员 介

绍道。

杨金萍是东临新区湖南乡鹏溪村村

民，来这里干活已经有 8个月了。

“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橡皮泥分装到

单个小塑料袋密封好，论斤结算工资，一

个下午能挣 30 多元。”杨金萍一边把货装

进 塑 料 袋 一 边 说 ，自 己 不 但 可 以 长 期 在

“5+2 就业之家”找到活儿干，还能当天拿

到报酬，感觉很踏实。

就在一年前，东临新区的村民们要找

份临时工作，就得去离村口不远的 316 国

道上自发形成的露天零工市场“抢活”。

“ 老 板 ，需 要 人 干 活 吗 ？ 我 会 干 泥

工。”“我会修电路。”“老板，我技术好，价

格还公道。”每天清晨 6 点半，附近的富余

劳动力沿着马路边站着，一旦有用工需求

的 老 板 开 车 过 来 ，立 马 就 会 被 团 团 围 住

询问。

“往往都是活少人多，一旦去晚了就

意 味 着 一 整 天 都 得 闲 着 。”鹏 溪 村 村 民

吁 平男告诉笔者，除了恶劣天气，他几乎

每天都要亲历这样的场景。“没办法，干这

一行七八年了，差不多每天都要去马路上

‘抢活’干。”

今年 45 岁的吁平男以前在外地务工，

近些年为了照顾家里年迈的父母和正在

读书的小孩，选择回到老家。

“‘抢活’干，难！‘吃白板’（找不到活

干）是常事儿。”每天，为了顺利“抢”到一

份 工 作 ，零 工 市 场 附 近 的 村 民 个 个 都 早

起，有的直接举起自制小广告牌，有的则

扯着嗓子吆喝。

为破解零工群体的就业难题，东临新

区管委会在湖南乡鹏溪村 316 国道附近建

立农民工驿站，为村民提供免费求职、技

能培训等多项服务。

随着就业需求日趋多样化、差异化，

东临新区在原有驿站的基础上升级打造

“5+2 就业之家”，主要包括就业信息共享、

农民工就业对接、劳动技能提升三个功能

区块。大厅内的大显示屏每天循环播放

用工单位提供的短期工、临时工、小时工

的用工信息，村民们坐在休息桌椅上一边

喝茶、嗑瓜子，一边等候工作安排。慢慢

地，越来越多的村民来“5+2 就业之家”找

活干。

“再也不用赶早去 316 国道的零工市

场‘抢活’了！”通过“5+2 就业之家”平台，

吁平男已经和三家地产公司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他和工友们还加入了“5+2 就业

之家”线上微信工作群，不仅能及时获取

零工急招信息，还有劳动权益保障科普、

技能培训等服务。

“自‘5+2 就业之家’创办以来，我们开

展各类精准招聘活动 62 场，达成就业意向

890 余人，开展相关培训活动 18 场，接待办

理公共就业服务 472 起。”东临新区“5+2
就业之家”工作组组长邱美娟介绍。截至

目前，东临新区“5+2 就业之家”累计提供

零工岗位 1842 个，涉及建筑、物业、餐饮、

科 技 信 息 、保 安 等 多 种 类 型 ，服 务 零 工

6000多人次。

“大姐，这里有一个可以拿回家做的

手工活，计件结算工资，一串 0.5 元，您愿

意吗？”“5+2 就业之家”工作人员胡艳琴领

着杨小云登记好基本信息后，来到手工材

料区，指着桌上散放的手工材料问道。

“好呀，能有活干，有钱挣，还不耽误

照顾母亲。”杨小云爽快答应，脸上不自觉

露出一丝笑意。

开展预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

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重要职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全国人

大交给地方人大不少新任务，对这些任务

有着刚性要求。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就是

共同探讨提升工作质效的思路和办法。”

日 前 ，在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预 算 工 委 的 组 织

下，全省 11 个设区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

人和预算工委工作人员齐聚南昌，就提升

设区市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

理 监 督 的 质 量 和 水 平 座 谈 交 流 、答 疑 释

惑、出谋划策。

坚持问题导向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制度、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跟踪监督、加强对政府债

务审查监督、预算联网监督等，是近年来

党中央和全国人大交给地方人大新的职

责任务。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省各设区市人

大立足自身实际，积极探索预算审查监督

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的有效措施。如南

昌市人大常委会出台预算审查“四联工作

法”，运用监督手段，助力平安南昌、健康

南昌建设；上饶市人大常委会重点围绕审

什么、谁来审、怎么审、效果怎么样，推动

全市 186 个乡镇人大全面规范预算审查监

督工作。

会议不仅话成绩、说经验，更坚持问

题导向，直面问题困难。

“设区市人大人手不够，也缺乏专业

的监督能力。”萍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姚虎放下手头的发言稿，一番即兴发言，

引发不少与会人员点头认同。

不可否认，自身建设不足，是制约人

大预算审查监督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高

质量发展的一大因素。目前，全省有 2 个设区市和近三分之

一的县（市、区）的人大常委会尚未成立预算工委，大部分县

级人大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仅有 1人。

政府债务审查监督，是大家关注的另一大热词。

党中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三大攻坚战的首位。

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

债务审查监督的意见》，就规范人大审查监督政府债务的内

容和程序、加强人大对政府债务风险管控的监督等作了明确

规定。

“政府专项债项目的审查关口要前移，如果等政府部门

列入单子入库了再发现问题，就很被动。”不少设区市人大常

委会相关负责人提到，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还存在

对债券资金项目安排、使用进度以及绩效管理跟踪监督不到

位等情况。

作为我省人大的一项品牌工作，审计整改跟踪监督，也

成为讨论的焦点。以抚州来说，自 2017 年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进一步加强审计工作监督的决定实施以来，该市累计对 61 个

市级部门预算单位和 37 个专项资金项目审计整改情况进行

督办，有力促进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增强财经法纪意识。

“现在感觉审计整改测评的效果不如原先。”抚州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韦萍道出缘由，“测评头几年，政府部门很重

视。但随着年年测评年年满意，被测评部门也松了气。”

凝聚破题共识

人大加强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就是要管

好人民“钱袋子”、守好国资“家底子”，推动预算安排、国有资

产管理更好体现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保障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在政府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

和有效执行。

破题的火花，在观点碰撞中升腾；行动的路径，在火热讨

论中清晰。

打铁必须自身硬。“针对人员数量和工作任务不对称的

问题，我们注重配齐人员，目前人数达到超历史的 5 人。”赣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景霖表示，“下一步，我们将争取尽快

成立预算工委，并着力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成为预算国资监

督的行家里手。”

“可以通过推动干部交流、发挥代表专家作用等灵活方

式，请有专业实操经验的人才加入。”针对普遍反映的专业人

才短缺问题，有人给出了思路。

面对预算联网平台使用效果不佳，希望在“江西数字人

大”平台中增加预算联网监督功能的建议，省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委负责人当场回应：“根据财政一体化统一部署，人大预

算联网平台将同步从专网向外网移网。届时，我们将统一谋

划部署平台建设与升级工作。”

面对面的交流，让共识不断凝聚——

在政府债务审查监督中，要前移监督关口，提前介入债

券项目入库工作，及时了解掌握政府债券项目申报、立项等

情况；在审计整改监督中，要提高满意度测评的成色，让测评

“长牙齿”，更加科学评判审计整改工作成效；在国有资产管

理监督中，要结合实际，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满意

度测评等法定监督方式……

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合力推动相关工作迈上新台阶，

共 同 打 造 人 大 预 算 审 查 监 督 和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监 督 的 江 西

品牌。

“红军哥哥你慢慢走，妹妹追哥到天

尽 头 。 翻 山 要 与 哥 同 道 ，渡 河 要 与 哥 同

舟，有盐同咸嘞无盐同淡。”4 月 15 日至 16
日，大型现代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在北

京进行两场演出，当嘹亮的江西民歌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场响起时，观众报以雷

鸣般掌声。

一个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吉安采

茶戏，一个是发生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感人

至深的红色故事，当古老非遗与红色历史

相遇时，跨越时空的奔赴让红色基因的传

承有了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内，陈列着一个

棕色陶罐，里面装的是已经发黑结晶的食

盐，讲述的是发生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故事。90 多年

后，为传承红色基因，吉安历时 3 年创作大

型现代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该剧邀

请国家一级导演童薇薇担任总导演，著名

编剧罗周执笔撰写剧本，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

术奖吴非凡领衔主演，国家一级演员、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余维刚担任男一号，由

吉安市采茶歌舞剧院排演。该剧以盐为

媒、以爱情为线索、以山歌为手段，以井冈

山精神为魂、以庐陵文化为骨，通过分盐、

埋盐、化盐、饮盐、识盐、歌盐等六场戏，展

现了群众与红军“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

血肉亲情。

夜幕降临，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场内

座 无 虚 席 。 嘹 亮 的 采 茶 戏 曲 调 ，响 彻 剧

场，观众对婉转山歌入迷，被生动情节打

动，被舞美效果震撼。

演出结束后，一位银发苍苍的老者引

起笔者注意。今年 80 岁的老戏迷叫马希

和，从小酷爱戏曲。他说，这部剧演得用

心用情，深受感动。中央戏剧学院赣籍学

生李梦琦说：“吉安方言、俚语等元素在剧

中运用恰到好处，灯彩元素也具有浓郁的

地方特色，尤其用吉安采茶戏的方式讲述

红色故事，令人耳目一新。”

吉安采茶戏是江西传统戏曲剧种，具

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情，共有 130
余种唱腔曲调。该剧运用了快川调、慢川

调、反川调、别店调、探妹调等曲调，朴实

的曲调、婉转的旋律，让观众沉浸其中。

研讨会上，20 余位专家学者对《有盐

同咸》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剧主题鲜明，

表现形式独特新颖，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俱佳，既赓续红色血脉，也传承地方文

脉。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戏曲现代

戏研究会会长、研究员季国平更是直言不

讳地说：“这部剧把吉安采茶戏盘活了。”

截至目前，该剧已先后在吉安、南昌、

北京演出共 30 余场，是我省加强文艺创

新、打造文艺精品的又一生动实践，是继

赣 南 采 茶 戏《一 个 人 的 长 征》、民 族 歌 剧

《八一起义》、赣剧现代戏《铁军出征》之后

又一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的精品

力作。

一场跨越时空的奔赴
——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进京演出侧记

曾悦之

再也不用蹲国道边“抢活”了
——东临新区创办“5+2就业之家”实现零工精准就业

郭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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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在世界地球日即将到来之际，乐平市生态环境局联合

乐平市第七小学联合开展主题为“爱护地球、从我做起”世界地球日宣讲

进校园活动。图为该局工作人员向学生宣讲地球日的来历和减少生活

垃圾等知识。 特约通讯员 朱定文摄

◀4 月 19 日，新余市渝水区北湖小学的学生展示自己创作的“世界

地球日”主题绘画作品。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渝水区各学校开展“珍爱

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世界地球日主题绘画创作活动。

通讯员 廖海金摄

4 月 21 日上午，2024南昌象湖半程马拉松在南昌市复兴大

道东侧鸣枪开跑。此次比赛是中国田径协会官方认证的 A1类

赛事，设置了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和健康跑（约 7公里）两

个类别，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埃塞俄比亚、新加坡等国家和

地区共 1 万余人参加。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