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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 ，是 丰 城 市 筱 塘 乡 的 赶 集

日。当日早晨，记者在该乡集镇上的赣龙

大市场看到，许多摊贩将本该停在停车场

的三轮车直接停到自己的摊位上，不少居

民骑着车在摊位旁选购商品，市场内垃圾

遍地、杂物乱堆、污水横流，场面混乱，却

始终未见市场管理人员。

“他们只收费不管理，市场状况越来

越糟糕。”该市场开发单位负责人张平告

诉记者，早在 2010 年，通过乡政府招商引

资，他与家人回乡创办了丰城市金丰旅游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近亿元建设了

这个以农产品流通为主的赣龙大市场。

张平说，之所以选择在老家投资，是

因为筱塘乡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主打水

产养殖、大棚蔬菜、食品加工等特色农业，

再加上周边乡镇聚集了 35 万人口，其中

小港镇是甘蔗凉薯之乡、白土镇是高产油

茶之乡、袁渡镇是无公害蔬菜之乡、段潭

乡是荸荠之乡。筱塘乡种植业特色明显，

但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薄弱，亟待建设

一个大市场。

由 于 该 市 场 规 模 大 ，建 有 888 个 摊

位、222 个商铺及配套建筑，2016 年，该企

业与筱塘乡人民政府签订了联合管理协

议，约定由乡政府派员管理该市场，企业

每年支付实际收取的摊位费等费用总额

的 30%给乡政府作为市场综合管理费，同

时企业每年另行支付 2.4 万元卫生费给乡

政府。

张平表示，尽管该合同期限只有两

年，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但一直按协议

执行至今。近几年，受多方因素影响，市

场很多商户入不敷出，888 个摊位目前只

剩下 200 余商户在经营，222 个商铺只有

120 余家在营业。可是，对于市场不景气

的状况，乡政府不但疏于管理，在照常收

取该企业上述费用的基础上，还直接向商

户加收卫生费，让他们雪上加霜。

记者在该市场采访时，年华蛋糕店的

店主张美红表示，近几年生意不太好，但

乡政府每年要收 500 多元的卫生费，增加

了自己的经济负担；一家电器店的店主周

先生向记者出示 1000 元的卫生费收款收

据和付款记录，收款人为李良进，收据加

盖了筱塘乡集镇居民委员会的公章；佳悦

福超市负责人熊女士称，其超市门口经常

被流动摊贩堵住，也不见人来管理，生意一

落千丈，仍被收取每年3000元卫生费……

筱塘乡集镇居民委员会治保主任李

良进回应，卫生费确实是他代收的，收完

之后统一入账乡财政。目前，他们聘请了

6 人负责赣龙大市场的卫生保洁，月工资

800 元至 900 元。“在赣龙大市场，我们每

年收的钱都不够支付清洁工的工资，所以

只能向商户加收卫生费，以补足资金缺

口。”筱塘乡人民政府集镇办公室主任付

小强如是说。

“我已经付了 2.4 万元卫生费，乡政府

不该再向商户收取。”以 2023 年为例，张

平算了一笔账，乡政府从该企业拿到了

10.33 万元，再加上他们向商户加收的数

万元卫生费，在支付完 6 名清洁工一年的

总工资（不到 6 万元）之后，扣除购买扫把

和垃圾桶等费用，经费仍绰绰有余。张平

称，由于市场管理缺位，他打算引进第三

方公司来管理，而乡政府告知，双方可以

不合作，但还得每年照收一笔 7 万元至 9
万元的市场资源费，这让他难以接受。

对此，筱塘乡集镇居民委员会党支部

书记李纬江解释，当初，为了支持赣龙大

市场的发展，乡里将老农贸市场拆除后迁

到了赣龙大市场，因此张平每年得付这笔

市场资源费。“农贸市场应该是乡政府的，

我们把老农贸市场赶集的人拉到赣龙大

市场来了，收费理所当然。”李纬江说，如

果张平要找第三方公司来管理，那以后卫

生等问题要经得起有关部门检查，否则他

们就要采取措施，对该企业给予处罚。

近日，南昌市红谷滩区就业之家（零工市场）举

办了首期“妈妈岗”电子商务技能培训班。此次培

训，以“宝妈”的灵活就业需求为导向，通过提升技

能促进就业，帮助有就业意愿的妈妈群体好就业、

就好业。

众所周知，“宝妈”想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一方

面，用工单位从降低用工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角度出发，更愿意招年轻的男性员工；另一方面，

“宝妈”因育儿带娃，需要灵活的工作时间。

如何让“宝妈”育儿就业两不误，成了一道亟待

解答的民生考题。对此，我省各地进行积极探索，

寻乌县在 173 个村设置“妈妈岗”就业专员，为“宝

妈”与用工单位牵线搭桥；峡江县为缓解企业用工

难题，鼓励企业建立灵活的用工机制，针对留守妇

女专门开设“妈妈岗”，让她们就业顾家两不误；余

干县聚焦农村妇女创业缺资金、缺平台资源等急难

愁盼问题，通过精挑细选种植、养殖、烹饪、服装加

工等 20 多个创业项目，举办多批次创业帮扶免费

培训，并发放贴息创业贷款，让一大批有创业意愿

的农村妇女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随 着 数 字 经 济 兴 起 ，“ 互 联

网+”和新型制造业的发展，为需要弹性工作的“宝

妈”们提供了广阔空间。我省各地人社部门精准施

策，纷纷组织开展直播销售员、互联网营销师、农产

品新媒体推广、网络创业培训等电商平台新就业形态职业技能

培训，让“宝妈”就业、创业有了底气。

这些探索带来了多重正向效应，不仅能促进女性为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她力量”，还利于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提振

女性生育意愿。特别是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推出

“妈妈岗”可有效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幸福，一头

连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乐见“妈妈岗”培训，不过，解决好职

场妈妈们的问题依然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用工单位、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探索出更多、更可行的方案，为“半边天”撑腰，让“宝

妈”就业与家庭两不误，实现鱼和熊掌兼得。

4 月 16 日，在兴国县成功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一堂生动的育婴员培训课程在此

开讲。学员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模仿老师

的手法，反复训练，调整育婴姿势。

这是兴国县积极构建培训平台，唱响

“兴国表嫂”品牌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该

县通过提升“兴国表嫂”家政服务培训硬实

力，优化就业土壤营养，强化岗位对接，促

进 富 余 妇 女 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2023 年 ，

“兴国表嫂”入选人社部首批家政劳务品牌

典型案例。如今，借着家政服务业的“东

风”，兴国县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实现

就业创业梦。

“表嫂”在客家方言中是对已婚妇女的

统称。苏区时期，兴国县的青壮年男子大

多上了前线，“表嫂”就成为后方生产的“主

力军”。改革开放初期，“表嫂”继续发扬吃

苦耐劳的优良品性，在村里青壮年劳动力

纷纷外出务工后，较多兴国农村妇女留守

家中照顾老人、孩子。

“通过乡村走访、深入了解，我们发现

家政服务是为数不多能够大量容纳教育程

度低、大龄妇女等就业困难人员的行业，就

业门槛低、市场需求量大。为此，兴国县大

力举办‘兴国表嫂’家政服务培训班，打造

高素质的家政服务队伍。”时任兴国县妇联

主席的李晓玲告诉记者。

2013 年，兴国县开始着力打造“兴国

表嫂”家政服务品牌，由县人社局、妇联等

单位联合兴国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成立

“兴国表嫂”家政服务员培训工作领导小

组，对广大城乡有意向的妇女，系统开展家

政服务技能培训。

2017 年 3 月，何成连参加了为期 10 天

的月嫂培训班后，萌生了开家政公司的想

法。得知何成连的想法，兴国县劳动就业

服务管理局（现为兴国县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马上将其引荐到赣州市的家政服务公

司进修，全面系统学习家政服务业知识。

当年 6 月，她创办了兴国何成连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已帮助 100 多名培训学员找到

满意的工作。在兴国，像何成连这样的“表

嫂”还有很多。

“‘兴国表嫂’家政服务品牌的创建，切

实解决兴国县富余妇女劳动力的就业问

题，为她们就业创业指明方向，帮助她们实

现增收致富。”兴国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刘平平评价道。

刘平平告诉记者，“兴国表嫂”的培训

资金由县财政统一安排，学员免费培训、免

费吃住并帮助其就业。此外，该县还建立

了“兴国表嫂”之家，为“表嫂”提供法律援

助等一系列服务。

为了帮助“兴国表嫂”走向全国，近年

来，兴国县不断优化调整家政服务培训内

容，通过引进专业培训机构，根据市场需

求，开设母婴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养老护

理员、中西餐厨师培训等课程，以实际、实

用、实效为培训目标，采用理论学习与实践

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相关培训。

“夸夸我的宝藏月嫂李招君阿姨！”“照

顾宝妈方面，小李阿姨做的月子餐三餐三

点色香味俱全，变着花样给我增强营养、补

气血。”“快走了还给我们做萝卜丸子、藕

夹、蛋糕、南瓜馒头等，怕我们一忙起来吃

不好。”这是客户对“90 后表嫂”李招君写

下的表扬信中的部分内容。

“通过参加‘兴国表嫂’家政服务培训

班，我掌握了母婴护理、中西餐制作等技

能，并在大城市从事月嫂的工作，每月最高

工资能达到 2万元。”李招君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兴国表嫂”家政服务培训

班累计培训 3.1 万人次，在县内从事该行业

的“表嫂”有 4000 多人。“兴国表嫂”品牌已

成为家政服务领域的一块“金字招牌”。如

今，经过专业培训的“表嫂”，凭借着丰富的

经验、精湛的专业技术和良好的礼仪，成为

家政服务市场的“香饽饽”。

红瓦白墙错落有致，草地花坛令人心

旷神怡，户户通公路干净整洁，三三两两的

村民脸上都洋溢着动人的笑容……走进新

余市渝水区南安乡，随处可见的新气象讲

述着新农村建设的动人篇章。

近年来，南安乡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优

势，结合各村特色，走出“生态+经济”的新

发展路线，让村民们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

提升。

走进高峰村长塘里村民小组，映入眼

帘的是清澈的水塘、排列整齐的民房、农村

路网改造四通八达、良田桑竹相映成趣，好

一派田园风光。

“以前我们直接把鱼苗放到水塘里，时

不时撒点饲料，水都是浑的，杂草丛生。后

来乡里重视生态保护，水塘禁止人工养鱼，

废水也有专门处理的地方，现在河水变得

清澈，就连空气都清新多了。”村民龚荣华

开心地说。

长塘里村民小组作为南安河流域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核心区域之

一，全村地下水网实现了雨污分流，村里

58 户人家每户都专门铺设管网收集生活

污水，经初步分化过滤后排放到专门的污

水处理池，待净化处理后再排放到整治后

的 生 态 水 塘 中 ，利 用“沉 水 植 物+水 生 动

物+微生物”的生态系统，实现水体生态净

化，长久保持水体清澈。通过治理，农田化

肥、农药的使用量也减少了约 70％，提高

了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

在南安乡朝阳村的“农光互补”光伏项

目施工现场，50 多名工人正利用天气晴好

的有利时机抓紧施工，大家分工合作将一

块块光伏板加盖上去，成千上万块单晶硅

光伏组件有规律地排列在占地 1000 亩的

光伏场区内，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场

面蔚为壮观。

据悉，南安光伏项目属于光伏发电+
农业的复合型发电项目，光伏板下可以发

展种植业，从而形成光伏发电和功能农业

的产业互补利用。光伏大棚具有防雨防

风、喷淋灌溉、排涝排水、防虫、控温等作

用，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

“这个光伏项目能发电，而且还是清洁

能源，不污染环境，对咱们的生态保护大有

好处。除了项目每年给的占地租金外，项

目施工需要大量人手，给我们提供了许多

工作机会，一天能赚 180 元。”朝阳村村民

张春发希望项目建成后能给当地人带来更

多收益。

南安江是袁河下游右岸一级支流，流

域面积 221 平方千米。由于周边村民环保

意识薄弱，生活垃圾随处丢弃，生活污水直

排入河，河道及门塘岸坡局部坍塌，淤积严

重，水体自流能力较缓慢，自净能力不足等

问题逐年加重。

2024 年，南安乡正式启动南安江流域

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针对目前薄弱环节，

进行清淤疏浚，恢复或扩大河道过水断面，

使河水流畅，恢复河道功能。

“我们目前正在对南安江支流的一些

沟渠进行修缮加固，待汛期过后再对主流

干道进行清淤疏浚和岸坡整治。”南安乡相

关负责人表示，南安江是周边村民的“母亲

河”，是南安乡最大的发展潜力。该负责人

告诉记者，“南安江整治完成后，生态美了，

我们还将引进客商，开发漂流、摘果等生态

旅游项目，让广大村民共享绿色福利和生

态红利。南安乡也将走上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铺就乡村富民路

重复收取卫生费，索要市场资源费——

丰城一乡镇只收钱不作为遭投诉

采 访 中 ，赣 龙 大 市 场 许 多 商

户 称 ，乡 政 府 和 居 委 会 收 卫 生 费

的 特 点 就 是 随 意 ，想 收 多 少 就 收

多 少 ，没 有 一 个 公 开 的 标 准 。 每

逢 年 终 岁 尾 ，交 卫 生 费 就 成 为 他

们 这 些 小 微 经 营 主 体 的“ 心 病 ”。

同 时 ，对 于 开 发 赣 龙 大 市 场 的 企

业 负 责 人 张 平 而 言 ，他 聘 请 谁 来

管 理 市 场 ，应 属 企 业 经 营 自 主 权

范 围 ，乡 政 府 和 居 委 会 索 要 市 场

资 源 费 的 做 法 ，颇 有 点 杀 鸡 取 卵

的味道。

企业是经营主体，发展市场经

济 ，培 育 企 业 、发 展 企 业 是 根 本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

列 扶 持 企 业 发 展 的 措 施 —— 取 消

最低注册资本金限制、企业年检制

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对月销售额

不超过 2 万元小微经营主体免征收

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些举措都是

为了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经营主体

的负担，缓解他们的压力。将企业视

为“唐僧肉”，薅小微经营主体羊毛，

不仅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营商

环境，更有损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应

当坚决纠正。

“兴国表嫂”撑起“半边天”
民宅失火合力扑灭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

“救命！我家着火啦！”4 月 24 日 11 时许，南昌市青云谱

区徐坊社区的江东小区里，突然传出急促的呼救声。

“快，我们去救人！”正在小区日常巡逻的民警熊志伟和

网格员王淑裙第一时间循着呼救声赶去救援，同时拨打电

话向消防部门求助。

当熊志伟和王淑裙赶到时，发现起火的是该小区 18栋 3
楼陶大爷家，屋内浓烟滚滚，陶大爷已被赶来救援的社区干

部和热心居民救出屋外。大家从楼道拿来应急消防灭火

器，对着厨房起火点一通猛喷。熊志伟联系供电部门断电，

求助燃气部门关闭管道燃气阀门。

由于救援及时，屋内火势很快得到控制，但屋外因火借

风势，有一股火苗向陶大爷邻居家的雨棚蔓延，不及时扑灭

将“火烧连营”。街道城管员孙祥凤眼疾手快，提上灭火器

冲了出去，对准火苗一阵喷射，屋外的明火被及时扑灭。

“楼下起火了，大家请迅速撤离！”为了保障其余楼层居

民安全，王淑裙跑到每层楼敲门通知居民下楼。

不到 10 分钟，消防人员赶到陶大爷家，对起火现场再

次进行处理。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协助消防人员，对现场

及周边进行一次排查，联系相关户主查看屋内情况，确保

消防安全隐患彻底消除。经过近 30 分钟救援，陶大爷家与

江东小区恢复了昔日平静。

事后，陶大爷道出家中起火原因。原来他在炒菜时，锅

里放了油后，去客厅剥橘子，等吃完橘子发现锅着火了，他

赶紧把菜倒下去，结果锅里的火苗蹿起来，把厨房点燃。“如

果没有你们全力扑救，我家早已烧成灰烬。谢谢你们！”陶

大爷连声致谢。

邮箱：3072374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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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杀鸡取卵式收费要不得
市场内有很多垃圾。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三轮车直接停在摊位。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插秧节里欢乐多
本报万年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4 月 28 日，万年县裴

梅镇 2024年插秧节在万年贡米原产地荷桥村举行。

在开幕式现场，当地农民举办了祈福仪式，大家举着写

有“风调雨顺”的条幅，敲锣打鼓，绕田间游走一圈。在插秧

比赛环节中，10名参赛选手卷起裤管、撩起衣袖来到秧田，每

人栽插 5小捆秧苗，短短 10分钟时间，就有 3人栽插到田埂边

获胜。

为增加插秧节的娱乐气氛，选手们选取一块尚未插播

的泥田当作拔河赛场。参赛队员精神抖擞，观众呐喊助威，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裴梅镇副镇长曹建金介绍，活动以“贡米之乡，多彩插

秧”为主题，以插秧节为契机，吸引游客亲近自然，体验农耕

文化，感受劳动的艰辛和粮食来之不易，从而让更多人关心

粮食安全，关注乡村振兴。通过此次开展丰富多彩的农事

活动，让更多人了解万年县悠久的贡米文化和良好的资源

优势，提升中国贡米之乡的美誉度。

近年来，裴梅镇依托当地原始自然生态环境，统筹红色

文化、稻作文化、生态文化以及举办特色旅游活动等方式，

推进美丽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农旅融合正在不断惠及当地

乡村百姓、推动乡村振兴。

整治后，村里的水塘变美了。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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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国 表

嫂 ”在 接 受 育

婴员培训。

通 讯 员

黄林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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