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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警到破案，不到两天时间，

感 谢 公 安 民 警 帮 我 们 追 回 丢 失 的 财

物。”4 月 17 日，南昌市公安局经开公

安 分 局 下 罗 派 出 所 举 办 了 一 场 返 赃

大会，向受害群众返还近期追缴的手

机、白酒、茶叶、电动车等物品。对于

民警的侦办效率，大家纷纷表示赞扬

和感谢。

小案侦办工作事关民生福祉、社

会 稳 定 和 公 平 正 义。 面 对 侦 办 案 件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堵 点 、难 点 和 痛 点 问

题，经开公安分局以“小案快破”为切

口，创新打造大数据实战赋能中心，

积极构建响应迅速、研判高效、协同

紧密、处置精准的警务运行模式，实

现 110 警 情 平 均 处 置 时 间 缩 短 20%，

24 小时内侦破案件比例超 50%。

17 日 中 午 ，记 者 走 进 下 罗 派 出

所，见到“小案快破”小组民警刚刚处

警返回。“上午群众报案，说店里丢了

商品。两个小时后，大数据实战赋能

中心锁定嫌疑人的相关信息，然后发

给派出所。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很快

就抓到嫌疑人。”一名民警说。

事 实 上 ，对 于 受 损 金 额 小、社 会

影响范围小的案件，以前基层民警在

侦办过程中并非如此顺利。“案件侦

办涉及多个警种，基层民警由于缺乏

足 够 的 技 术 支 撑 ，导 致 线 索 核 查 缓

慢，贻误战机，很容易让民生小案的

侦办被拖延，最终影响的还是群众利

益。”经开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经开公安分局成立大数据

实战赋能中心，从技术警种和实战单位选调多名警员统一

进 驻 ，并 肩 作 战 。 改 变 过 去 所 队 各 行 其 是 、单 打 独 斗 的 局

面，实现扁平化指挥、实体化联勤、一体化调度，推动警务协

作效率从“按时计算”跨入“秒级响应”。

同时，整合内外部数据资源，全面提升身份核查、人员

定位、网络溯源、信息提取的效率和精度，并赋予研判民警

网安、刑侦、治安、经侦、图侦、反诈、缉毒等多警种技术权

限，实现警务资源和技术手段的汇聚集成，为合成作战奠定

坚实基础。

“架构调整后，大数据实战赋能中心民警从接处警平台

直接获取警情警令，并在情报指挥部门调度所队出警时，同步

开展研判分析工作，第一时间将研判成果推送给出警民警和

侦办队伍，实现现场查证与后台研判双线并行、互相支撑。”经

开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大数据实战赋能中心

研判班组与各所队进行捆绑考核。“有了案子，不论大小，都要

共同承担责任。有了战果，大家也可以共同分享。”

3 月初，下罗派出所接到一名群众报案，反映快递在小

区暂放点被偷。由于嫌疑人戴了头盔又身披雨衣，现场监

控画面很难判断其信息。接到警情推送后，大数据实战赋

能中心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很快研判出嫌疑人身份。随即，

派出所民警准确定位并抓获嫌疑人，整个过程不到半天。

“现在，从高档烟酒、手机被盗，到一个快递、一件衣服、

一盒文具被偷，我们的侦办效率显著提高。今年 3 月，全所

‘小案快破’率已超 70%。”下罗派出所所长熊剑表示，得益于

大数据实战赋能中心的支撑，基层民警还积极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针对人员走失、遇险求助等情况，第一时间排

忧解难，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崩岗变身“花果山”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上犹县水岩乡横岭村的赣南橙心园，

满眼皆是苍翠的绿，漫山遍野都是脐橙树。

谁能想到，这里曾是贫瘠荒凉的崩岗地貌。20 世纪 80 年

代，横岭村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横岭一过牛角垄，好山变成烂

灯笼，年年沆起揩沙坝。”描述的是受崩岗侵蚀影响，山林不仅

没有产出，村民还要长期清理流沙，生活苦不堪言。

“崩岗地势落差大，土质稀松，山上没有多少树，缺少植

被，不能涵养水源，因此水土流失严重。”横岭村村书记胡路煌

介绍。

2022 年，水岩乡引入江西省犹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横岭投资建设赣南橙心园。在各方努力下，仅用一年多时间，

完成林地流转 2500 余亩，通过平整崩岗、果园打带、建设排水

沟、种植水保林草等方式，治理崩岗 56 处，崩岗侵蚀和水土流

失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将崩岗治理与果业开发有机结合，横岭村牛角垄的生态

环境悄然改变。如今这里又传唱着一首新的打油诗：“今朝再

看牛角垄，崩岗嗯见山成形，共同富裕一定行。”

崩 岗 得 到 有 效 治 理 ，脐 橙 产 业 形 成 规 模 ，村 民 也 得 到

实惠。“目前果园种植脐橙 5 万余株，脐橙达产后年产量预

计达 4000 吨，大部分脐橙将销往果汁加工厂，加工成橙汁

等饮品。果园可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30 余万元，并带动周

边 村 民 务 工 增 收 。”江 西 省 犹 然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凌凤介绍。

春季抑郁症多发

专家提醒谨防“心灵感冒”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倪可心）春季是抑郁症的高发季。

4 月 22 日，记者从省精神卫生中心了解到，受季节影响，近期

该院接诊的心理疾病复发患者呈现上升趋势。

门诊过程中发现不少患者近期出现食欲下降、睡眠障碍、

思维迟缓、情绪低落等情况。据医学临床数据统计，每年 3 至

5 月是精神疾病复发高发期。省精神卫生中心专家黄洋解

释，春季气温波动大，湿度变化明显，气压较低，易引起患者大

脑激素分泌紊乱，出现烦躁不安等情况。

黄洋表示，大多数的精神疾病复发和患者自行停药或

减药有关系，因此，患者应注意坚持服药，定期门诊复查，加

强对疾病的认识，识别复发先兆，出现病情波动应及时调整

治疗方案。

给自己做精神保养也是预防季节性抑郁的好办法。“春光

明媚，群众可适当加强有氧运动，增加户外时间，接受自然光

照，有利于自身体内激素分泌。还可以通过培养兴趣爱好，适

当向朋友或家人倾诉等方式及时排解负面情绪，谨防‘心灵感

冒’。”黄洋提醒，如若季节性抑郁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心理痛苦

和功能损伤，应当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和治疗。

“爸爸，我们回家了。”4 月 1 日，飞驰的

G3070 列车上，烈士后代周玲一手握住丈

夫的手，一手紧紧抱住怀中的小背包，背

包内是父亲周建生的烈士证明书。

几天前，住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周玲接

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一个激动的声音

告诉她：“我们找到您父亲的出生地了，是

江 西 省 吉 安 市 吉 安 县 桐 坪 镇 的 都 塘 村 。

您的亲人也已经找到，目前所有信息都吻

合……”

放 下 电 话 ，周 玲 已 是 泪 流 满 面 ：“ 爸

爸，我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我要回老家

看看！”

清明节前夕，周玲和丈夫从千里之外

的广州赶到吉安县与亲人相聚。这一刻，

周玲等了几十年。与家人失联 94 年的周

建生烈士，终于和家人跨时空“重逢”。

投身革命

1930 年的一天，年仅 14 岁的放牛娃周

建生正在家乡吉安县的山上放牛，少年李

铨（后为开国将军）叫住他并对他说：“我

们一起去当红军吧！”

就这样，两个满腔热血的少年未辞别

父母家人便投身红军队伍。

周建生跟随部队在湘赣革命根据地参

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围剿”战斗，1933年6月，

他所在部队红八军被整编进红六军团。

1937 年，红六军团在陕北富平县被改

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 120 师第 359
旅。在陕西延安办事返回营地途中，周建

生路过一座村庄讨水喝，对村里的姑娘吴

秀英一见钟情。第二年，他们喜结连理。

几年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并为女

儿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周玲。

1948年冬，在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一

次作战行动中，周建生光荣牺牲，年仅32岁。

无法接受这个噩耗的吴秀英精神受

到重创，她时常一个人披头散发去村口等

待丈夫。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夜晚，吴秀

英失踪了……

吴秀英失踪前在抬头庙子弟学校工

作。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将只有四五岁

大的周玲交给了子弟学校校长李平，李平

给她取了个新名字——李小玲。

那时的李小玲一直以为亲生母亲就

是李平。直到 1953 年李平病逝后，她才知

道自己的身世。

接力寻亲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八一中学高中毕

业 后 ，考 入 重 庆 第 七 军 医 大 学 。 从 那 时

起，我开始寻亲，我想找到父亲的原籍，找

到回家的路。”周玲回忆道，“我只知道父

亲是吉安人，是李铨将军带着他出来参加

革命的。这些年，我通过各种方式寻找，

犹如海底捞针……”

周玲曾经在《二纵队烈士传》一书里

看到关于父亲的记载：周建生 1916 年生，

江西省吉水县独唐村人。她托人在吉水

县打听，却没有结果。

60 多年过去。正当她以为无望时，事

情出现了转机。

2023 年底，359 旅后代在微信群里商

议写一本关于部队家属和孩子们的书，周

建生烈士的原籍问题及其妻子吴秀英的

故事再度被提及。

红六军团老红军吴吉胜之子吴汉武

在吉安生活，听闻周玲寻找父亲原籍之事

后，立即联系上周玲。得知周建生是放牛

时被李铨将军带走参加革命的，而李铨将

军是吉安县万福镇人，吴汉武推测，周建

生的老家应该距离万福镇不远。

吴汉武来到吉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寻求帮助，他们联系各个乡镇的退役军人

服务站展开排查，最终发现万福镇附近的

桐坪镇有一个名叫“都塘”的村庄。经过

询问得知，都塘村村民周泉芳家中确实有

一个失散多年的二爷爷，一直生死未卜。

3 月 14 日，吉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

局长郭水根、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

尹苑和吴汉武等一行在都塘村村干部带

领下来到周泉芳家中。通过比对周泉芳

二 爷 爷 走 散 时 间 、年 龄 、姓 名 、事 件 等 信

息，基本可以确认，葬在陕西省永丰革命

烈士陵园里的周建生烈士，就是周泉芳口

中失散多年的二爷爷。

千里“重逢”

4 月 1 日下午，在吉安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的对接下，吴汉武、周泉芳的儿孙等人

顺 利 接 到 了 从 广 州 赶 过 来 的 周 玲 夫 妇 。

第二天，在众人的陪同下，周玲夫妇回到

了桐坪镇都塘村老家。

周泉芳一家早早做好了准备，鞭炮、

鲜花、清明果……他们用庄重的仪式迎接

着这次特殊的“重逢”。

4 月 3 日一大早，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

馆请来的刻碑师傅就开始忙碌。当天上

午，在周玲夫妇的见证下，镌刻着 10051 位

烈士英名的大理石碑上，桐坪镇一栏里新

增了一位烈士的名字——周建生。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英雄，终于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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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重逢”
左云凤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歆

“小病不用出村，在村卫生所看门

诊，费用 100%由村里报销。”继去年首次

实行全村大病医疗保障措施后，今年，

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黄洞村又推出“免

费门诊”。“现在的日子真带劲！”村民们

幸福感满满地说道。幸福的背后，是一

只“领头雁”、一套致富经、一腔为民情

的民生实践。

4 月 9 日，正值春耕农忙时节，黄洞

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章顺对

接完农事社会化服务中心的工作，又一

头扎进村里的早稻育秧中心。

今年 45 岁的刘章顺参过军、办过企

业，阅历丰富，组织能力较强。2019 年，

他放弃年薪百万元的工作，从深圳回到

家乡。“当年我没钱读书，乡亲们捐款供

我完成学业，改变了我的一生。现在我

有了能力，应该回来为家乡做点事情。”

刘章顺说。他带领大家撸起袖子加油

干，探索建立“党建+企业+合作社+农

户”发展模式，确定产业化、规模化、现

代化、企业化的发展思路，推动资源变

资产、资产变资金、农民变股东。去年，

黄洞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07万元。

怎样因地制宜带领村民走上致富

路，是刘章顺最挂念的事。经过摸索，他

决定从留住人才、盘活土地、开拓市场三

方面着手：吸纳本地土专家和返乡大学

生成立企业技术管理团队，由土专家手

把手指导教学；定期邀请江西农业大学

和省棉科所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把年轻

大学生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能创业的复合型人才；针对过去村民分

散种植收益低、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通

过土地流转、集约化用地，有效盘活闲置

资源；实行“企业+村集体+土地入股分

红”模式，吸引农户参与。三年来，黄洞

村村民土地租金收益达218万元。

刘章顺用工厂化理念、产业化思路、

全产业链模式推进农业生产，带领大家做

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如今，黄洞村建有农

产品加工厂房，安装了大米和菜籽油两条

主要农作物加工生产线，还建成黄桃罐头

加工厂，极大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去年

仅黄桃加工一项，收益就达40余万元。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共享的

发展红利也越来越多。

去年，村集体拿出 30 万元作为全村

大病医疗保障资金。村民出院后，医保

未报销部分由村里兜底。走进黄洞村

卫生所，“门诊免费”的牌子特别醒目。

“在村里看门诊，不用掏一分钱，这是村

里为我们办的一件好事、实事。”正在看

病的村民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除了村民享受免费门诊的待遇，村

委会还用心用情托起全村“一老一小”

稳稳的幸福。黄洞村 65 岁以上的独居

老人每天可吃上两餐可口的饭菜，对行

动 不 便 的 老 人 还 提 供 送 餐 上 门 服 务 。

每年暑期，村委会为村里的留守儿童开

设免费托管班，让孩子们在一起开心学

习、玩耍。“看到父老乡亲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我心里感觉到特别踏

实。”刘章顺说。

“现在的日子真带劲”
——探访柴桑区涌泉乡黄洞村的民生实践

吕 清 洪永林 王有启

谷雨时节，宜丰县双峰林场严湖村

高山茶园一片翠绿，村民正挎着竹篓采

摘春茶。“茶园今年预计产茶 2 万斤，可

为村集体经济创收超 15 万元。”严湖村

党支部书记漆仕春介绍。

严湖村地处偏远、交通闭塞，没有像样

的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2019年11月，

该村成立高鸿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村

企联动，流转200多亩土地种植茶叶。

“这几年我都在茶园做事，去年务

工收入有 8000 多元。我们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了。”正在采茶的陈真秀伸出手

指，笑容满面地比划着“八”字。

发展茶产业，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稳定

增长、村民务工稳定增收。茶园有 20 多

名村民务工，每年人均增收 7000 元，最

高有 1.2 万元。“老百姓腰包鼓了，我们

心里就踏实了。”漆仕春微笑着说。

在奔富路上，严湖村探索以全民入

股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由村集体承包

100亩水面发展清水鱼养殖，鼓励村民每

人以200元入股。目前，村民已累计分红

12万余元，村集体经济增收5万元。

漆仕春告诉记者，全民入股发展村

集 体 经 济 ，聚 拢 了 人 心 ，改 善 了 民 风 。

今年 1 月，通村公路正式通车，圆了严湖

人多年的梦。受山区地形限制，以前从

双峰集镇到严湖村，需借道 5 个村，绕行

20 多公里山路，开车要 40 多分钟，村民

出行非常不便。

为修建一条从双峰集镇直达严湖

村 的 公 路 ，村 两 委 多 次 向 上 级 争 资 争

项。2022 年 3 月，在上级项目资金支持

下，双峰集镇至严湖的公路动工修建。

“ 修 路 时 ，村 民 自 发 组 织 ，主 动 让

地，不收取征地款，给村里省了 10 多万

元。”漆仕春告诉记者，新的进村公路缩

短至 7 公里，单程时间只需 12 分钟，不

仅方便了百姓生活，也带来了更多致富

的希望。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张海燕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4 月 18 日，萍乡

市 湘 东 区 组 织 医 护

人 员 到 老 关 镇 登 官

村 为 村 民 免 费 体

检。近年来，湘东区

推 动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下沉需求末端，让群

众 在 家 门 口 享 受 优

质卫生服务。

通讯员 彭 亮摄

◀ 为 丰 富 市 民

文化生活，4月 13日，

南 昌 市 红 谷 滩 区 一

商 场 内 举 行 台 球 比

赛，吸引了近百名市

民参加，感受台球运

动的魅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4 月 20 日，无

人 机 航 拍 的 庐 山

市 南 康 镇 鄱 阳 湖

大 道 段 ，风 景 如

画 。 近 年 来 该 市

通 过 南 康 堤 提 质

升 级 整 治 及 湖 滨

路 沿 线 景 观 规 划

提升等工程建设，

打造鄱阳湖“最美

岸 线 ”，提 升 城 市

整体景观，增强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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