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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宜春讯 （全媒体记者梁健）青山添颜值，增收辟

新路。日前，记者从宜春市政府新闻办、市林业局联合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资源

培育、精深加工和市场拓展为主线，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效益进一步释放，油茶

产业已成为兴林富民的主导产业，2023 年全市油茶综合产

值达 88亿元，茶油产量达 2.34万吨。

近年来，宜春市创新理念，多措并举助推油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切实让油茶产业成为群众的致富果。高质量推

进油茶资源培育，着力推广“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

经营模式，发展适度规模集约经营；高质量推动产业融合，

重点支持加工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加工规模、改善

加工工艺、提高研发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有针对性地延

链、补链、强链，支持重点县（市、区）打造油茶产业园区、产

业集群。同时，因地制宜抓培育，加快油茶资源优质化进

程，聚焦油茶生产任务，持续提高培育水平，有力促进油茶

资源培育扩面提质。目前，全市油茶林面积达 274.8 万亩，

其中高产油茶林面积 137.5 万亩，占全省的 18.8%；建有连

片万亩以上基地 6 个，宜丰等被列为全国油茶项目重点

县，6 个县油茶林面积超过 10 万亩；全市新种植的高产油

茶良种使用率达 100%。宜春跻身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示范

市、全国木本油料特色区域示范市。

凝心聚力塑品牌，转型升级强产业。该市着力推动油

茶文旅融合，通过油茶文化节、油茶博览会等活动，着力提

高油茶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快区域油茶品牌整合重塑，“宜

春油茶”地理标志商标成功注册，袁州区和丰城市分别获

评“中国油茶之乡”和“中国高产油茶之乡”；进一步拓宽油

茶产品消费市场，“互联网+油茶”线上线下综合体验和交

易平台日益活跃，2023 年全市茶油销售达 12.75 亿元。同

时，坚持龙头带动，聚焦产业创新升级，全力延伸油茶产业

精深加工链条。目前，全市有油茶加工企业 514 家，其中

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4 家、国家油茶重点企业 2 家、中国

油茶百强企业 3家。

山乡逐梦
黄宗振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走进上饶市广信区华坛山镇车边村

村民汪生春家的民宿，院内绿植环绕，院

外花香四溢。

华坛山镇距离广信区城区 50 余公

里，这里群山环抱，山多地少。2018 年以

前，由于村里缺乏产业，村民人均年收入

不超过 3000 元。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务

工，留守老人、小孩等群体守着绿水青山

过穷日子。

近 年 来 ，随 着 望 仙 谷 景 区 火 爆“ 出

圈”，游客纷至沓来，距离景区不到 10 分

钟车程的华坛山镇车边村、彭家坞村村

民纷纷抓住机遇，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

宿接待游客。

去年 5月，在外开餐饮店多年的车边

村村民汪生春携妻子单迪返回老家，投

资 120 余万元，将自家闲置的老宅改造成

民宿。当年 9月，民宿正式开始营业。

“我们家的民宿以优雅、舒适风格为

主，以体验乡村‘慢生活’为主题，通过携

程等线上平台来吸引客流。”老板娘单迪

满面笑容地说，旺季的时候，民宿每天入

住率达 100%；淡季的时候，入住率也能

有 40%左右。

“在家开民宿的收入，丝毫不逊于在

外开餐饮店的收入。让我没想到的是，

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就业或

创业了。”汪生春接过话茬道。

依托毗邻望仙谷的良好区位优势，

近年来，华坛山镇成功挖掘红十九师北

上抗日先遣队革命旧址、龙潭瀑布等旅

游资源 ，全力打造旅游名镇 ，吸引大批

外出青壮年返乡创业就业，衍生出汉服

馆、车队等乡村新经济业态。“目前，我

镇 共 有 民 宿 387 家 、农 家 乐 164 家 ，民

宿 、农 家 乐 户 均 年 收 入 约 25 万 元 。 去

年，我镇接待游客超 101 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 1.5 亿元。”华坛山镇党委书记杨

梅介绍。

每天，天刚亮，聂小红便开始忙碌起来：择菜、切肉、

蒸饭……“中午要准备 10 桌饭菜，来吃的都是附近的乡

亲。”聂小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在万年县裴梅镇富林村一家

名为“小红饭店”的餐馆，客人们有说有笑地等待美味上

桌。在厨房里 ，一名女厨正忙碌地翻炒菜品 ，大汗淋

漓。“没办法，从事了这一行，就要认真做好每一道菜。”

聂小红说。

经过精心烹饪，一道道美味佳肴端上餐桌，辣椒炒

肉、芋头蒸排骨……香气四溢，新鲜的食材、传统的味

道、热情的服务，赢得了十里八乡的顾客交口称赞。

早年，聂小红和丈夫辗转上海、浙江等地的工地食

堂，一干就是 12年。两年前，聂小红返乡开了一家餐厅，

主打家乡特色菜。餐厅食材新鲜、味道好、价格实惠，光

顾的乡亲越来越多。

“家乡人就应该吃家乡菜，不少返乡人说品尝到我

做的菜，感觉才算真正回到了老家。”聂小红说。每次回

乡，村民聂敏都会光顾小红饭店，他说：“就像之前大家

熟悉的那首歌里的‘小芳’，今生今世我不忘怀。小红的

小炒，让乡亲们时常回想家乡味道，思念家乡。”

除了能炒一手好菜，聂小红还爱好唱歌，有时村里或

隔壁村请了戏班子，暖场环节都会请她上台唱上几首歌，

活跃活跃气氛。空闲之余，她也会拿起手机拍拍短视频、

唱唱歌。目前，聂小红抖音账号拥有的本地铁粉近 2000
人，每条视频点赞、评论不下几百条。这当中，大部分粉

丝都是因为吃过她炒的菜，对她的厨艺念念不忘。

城区“边角地”巧变停车场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

近日，走进安远县东门社区停车场，只见路面整洁，汽车

规范停放。“原来脏乱的‘边角地’，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智慧停

车场，再也不用担心停车难的问题了。”社区居民刘先生说。

安远县东门社区多是老旧小区，人口多、车位少，存在“停

车难、乱停车”问题。为解决居民烦心事，安远县相关部门迅

速响应，积极进行实地勘测，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清场、路面

硬化、划线、安装监控摄像头、绿化等多项建设工作，场地从

“脏乱闲置地”升级为“智慧停车场”。目前，该停车场采用智

能化道闸及监控设备，共设有 100个停车位。

解决停车难问题，不仅是民生大事，也关乎城市品质的提

升。针对城区停车难问题，安远县通过民生走访了解群众实

际意见建议，对全县用地布局、人口分布、机动车保有量和停

车泊位供给现状全面摸排和深度调研，先后梳理明确 34 个停

车场攻坚项目。该县采用“调、拓、改”等方式破解用地难题，

整合城市边角空闲土地、公共设施预留地或公共场所荒地，高

效盘活县内大量低效土地，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让群众

停车更方便、出行更畅通。

让更多医保红利惠及群众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医保政策越来越好，现

在治疗青光眼也可以报销了。每年额度 5000 元，减轻了我们

的家庭负担。”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参保居民翁阿姨表示，她

患青光眼病多年，之前在门诊看病都是自费。今年初，青山湖

区医保工作人员进社区宣传医保政策，翁阿姨了解到青光眼

病纳入城乡居民门诊慢特病名单，便申请了门诊慢特病报销，

很快就获得通过。

为减轻长期患病人员门诊用药负担，南昌市进一步扩

大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其中居民扩大到 42 种，职工扩大到

40 种。政策实施以来，青山湖区医保局积极增加申报渠道，

审批时限由原来的一月一审缩短至半月一审，并主动通过

短信、电话告知审批结果，有效提升了参保群众门诊慢特病

管理服务水平。截至 5 月 6 日，青山湖区累计审批通过门诊

慢特病申请 1876 人次，其中新增病种 120 人次，累计享受待

遇 4.2 万人次，基金支付 1629 万元，让医保改革红利惠及更

多参保群众。

5 月 6 日，无人机航拍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太平镇林泉谷民宿。近年来，该管理局借助得天独厚的山水优势、

旅游资源，打造出一批看得见山水田园、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的乡居民宿，做活乡村旅游产业，带动更多村民

致富增收。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5 月 6 日，抚州市东乡区邓家乡花果山生态园玫瑰小镇，游客乘坐观光火车欣赏乡村美景，体验浪漫之旅。当地

因地制宜发展观光农业，有效整合造型苗木、设施农业、特色种植等资源，丰富体验内容，带动乡村旅游。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近日，赣南师范大学“5+2 就业之家”为学生提供职业生

涯咨询服务。该校用心做好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全力护航毕

业生走好走稳求职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芳摄

产业兴 百姓富

宜春发展油茶产业为兴林富民“加油”

用家乡味道留客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做活

委员进社区 服务暖民心
为进一步发挥政协委员协调关系、汇聚力量、服务群众的

重要作用，母亲节前夕，南昌市红谷滩区新联会联合红角洲街

道政协工作联络组政协委员、58到家家政公司员工一同来到九

龙馨苑社区，开展以“收纳巧技艺，整理美生活”为主题的志愿

服务活动。

活动中，政协委员和 58 到家工作人员通过有趣的互动，

运用“图片+视频+理论+实操”的方式，以实际生活细节为素

材，向大家讲解了合适一般家庭的整理方法，分享收纳中“断

离舍”原则，对收纳工具的选择、使用方法及各类衣物的折叠

方法进行现场教学，解答了居民对家庭收纳的困惑。随后，工

作人员向参与活动的妈妈普及养老养生相关知识，并为她们

送上玫瑰和水晶玻璃杯，向她们表达节日的祝福。

居民纷纷表示：“这次活动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不

仅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也让我们感受到社区关爱

女性的良好氛围。”此次活动是政协委员关注民生、服务群众

的一项惠民举措，也是政协委员发挥自身特长为群众办实事

的一次生动实践，不仅提高了居民的收纳技巧和健康意识，也

促进了政协委员和居民间的沟通交流。 （高静云）

打造阳光工程 维护群众利益
随着村级小额工程项目不断增多，村级小额工程也成为

“微腐败”易发多发重点领域。为进一步加强村级小额工程监

督管理，强化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上栗县上栗镇纪委

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聚焦村级小额工程建设开展

有力监督，护航打造“阳光工程”，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

织密监督网络。上栗镇纪委在村级小额工程监管过程

中，激活村级监督“神经末梢”，注重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及纪

检员的“探头”作用，围绕议事程序、招投标、现场施工、工程质

量验收等环节，开展全覆盖全过程监督，确保村级小额工程推

进有序、规范廉洁。

抓实靶向监督。该镇纪委多管齐下，联合镇相关职能部

门，聚焦“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加强对村级小额工程项

目施工现场的突击检查，督促项目实施方履行主体责任，推动

村级小额工程项目阳光规范实施。

强化执纪问责。聚焦村级小额工程重点项目、重大资金、

重要环节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广泛收集群众举报线索，提升

发现问题线索的能力和水平，并加大快查快办力度，确保村级

小额工程建设不缩水、不走样、不梗阻，以严实的作风保障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

“村级小额工程连着大民生。我们将以强有力的监督，堵

住工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廉政风险漏洞，从源头上遏制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发生，护航村级小额工程建设稳

步推进。”上栗镇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飞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