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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知名网红博主曝光，他在江苏连云港

市海州区一家海鲜市场购物时，发现一商贩使用

“鬼秤”。当他向市场管理方反映时，竟被要求：“不

删掉视频就不处理”。没过几天，江苏南京东山第

二农贸市场也出现短斤少两的情况，博主手机同样

被市场管理人员抢走。

此事备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涉事商贩态度嚣

张，更令人震惊的是有多名身份不明人员抢夺手

机，销毁视频证据。目前，两地成立的联合调查组

均发布了情况通报——连云港海州区发布通报，已

经行政拘留 5 人，商户和市场主办方被罚款；南京江

宁区发布通告，目前已立案调查相关人员，对涉事

商户已经清退市场。

这样的处理结果，无疑对使用“鬼秤”者，以及

包庇和纵容使用“鬼秤”者形成震慑力，令人拍手称

快。市场管理方要求博主删除揭露真相的视频，又

强行夺走手机，是对商贩的纵容放任，也成了部分

商贩肆无忌惮短斤少两的根源所在。再者，使用

“鬼秤”商贩的违法行为应该受到重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

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

成损失的均属于违法行为。违法成本太低，同样是

纵容商贩短斤少两。

小计量里有大民生。连云港、南京两地对“鬼

秤”从快从重的处理，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市场

里挂出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经营者一律清出

市场”“文明诚信经营，缺斤少两可耻”这样的横幅。

显然，治理“鬼秤”的关键，就在于严格执法。

某个地方的“鬼秤”有恃无恐，说明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工作不力，对短斤少两现象打击力度偏弱。“鬼秤”的存在，不

仅损害消费者利益，也给当地的商业形象抹了黑。因此，对“鬼

秤”要人人喊打，我们也期盼严打“鬼秤”既要从快调查，更要从

重处理，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童叟无欺”的诚信经营风尚，给消

费者一个应有的公平环境。

协商平台纾困解难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自从村里通了微公交，上学、赶集都方便多了。”近日，吉安

市吉州区樟山镇清湖村村民杨春根告诉记者，他每天接送孩子

上下学的时间，由原来的 40分钟缩短至 10分钟。

吉州区政协樟山镇委员活动小组依托“赣事好商量·吉事广

议”协商平台，邀请交通运输、交管、公交公司等单位、企业，开展

协商议事，圆了清湖村村民多年来的“公交梦”。

近年来，吉州区政协不断完善“赣事好商量·吉事广议”协商

平台，深化协商议事室建设，在所有镇（街）和工业园区设立委员

工作室，所有村（社区）设立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建立“双召集

人”制度，召集委员，邀请相关部门，吸纳群众参与协商议事活

动，面对面共商共议。按照就近就便原则，该区 175 名政协委员

对口联系一个相关行业领域或一个镇（街道、工业园区）、村（社

区），参与基层协商，纾解群众困难，对于重点难点问题，转化成

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或协商议题，通过开展民主监督、调查视察

等形式跟踪办理、推动落实。

截至目前，吉州区累计开展基层协商活动 50余场，参加人数

800余人次，解决问题 60余件。

现场直击：
未入住的安置房打满“补丁”

“你看，裂缝从窗台延伸到墙底，二楼

楼面漏水，他们用胶水补起来了。”5 月 20
日，村民张叶生指着还未入住的安置房，气

不打一处来，“房屋内外打满了‘补丁’。”

据 张 叶 生 介 绍 ，2018 年 3 月 ，为 配 合

当 地 政 府 招 商 引 资 ，引 进 红 狮 水 泥 项 目

落 户 ，村 里 有 150 余 户 进 行 了 征 迁 安 置 。

根 据《袁 州 区 红 狮 水 泥 项 目 房 屋 征 收 与

现房货币补偿安置协议》，更石新村的安

置 房 建 在 三 阳 镇 半 边 山 ，安 置 期 一 年 内

交房，其间按照每平方米 3 元发放过渡安

置费，逾期交房按照每平方米 6 元发放过

渡安置费。

据了解，更石新村安置房去年 1 月 8 日

启动分房，当年 4月完成分房。

“交房延期也就算了，没想到交给我

们 的 安 置 房 ，还 没 入 住 就 出 现 质 量 问

题。”张叶生说，更令他不安的是，屋内楼

面 混 凝 土 疏 松 ，用 小 铲 刀 能 轻 松 刮 出 坑

来，特别是墙体砌砖用的砂浆，用手指轻

轻地都能抠下来。

记者随后走访了周桂春、张叶根等村

民的安置房，同样存在房屋漏水、墙体开

裂、混凝土疏松等问题。

张叶生称，更石新村的安置房“全身是

病”，他们多次去柏木乡人民政府讨要说

法，仅协调到施工方前来维修，但给房屋打

“补丁”的做法，治标不治本，比如承重墙开

裂、二楼客厅地面开裂等问题，至今仍未彻

底解决。

政府回应：
督促施工单位维修整改

那么，更石新村的安置房有没有质量

问题，又如何解决问题？

5 月 21 日，柏木乡党委副书记范琳颖

向记者表示，更石新村安置房的业主单位是

更石新村建设理事会，施工单位是宜春市袁

州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村民反映

的房屋质量问题，她说，经过调查，更石新

村的安置房确实存在楼板开裂、露台渗水、

墙体反碱、楼板露筋等质量问题。

“我们都是换届过来的，虽然不是本届

政 府 的 事 情 ，但 是 我 们 不 会 新 官 不 理 旧

账。”范琳颖告诉记者，针对村民反映的问

题，乡政府已成立工作小组，督促施工单位

进行维修和整改。

范琳颖进一步表示，乡政府会聘请专

业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分配给村民的

安置房进行全面检测，如鉴定为 D 类危房

将进行拆除，督促施工单位重建，确保消除

住房安全隐患。

5月 16日 19时，全南县金龙镇水口村，

三辆冷链物流车驶出蔬菜基地，星夜驰往

粤港澳大湾区。

“ 蔬 菜 全 部 精 选 包 装 ，全 程 冷 链 贮

藏 运 输 ，当 天 送 达 。”水 口 村 自 然 之 星

有 机 蔬 菜 基 地 加 工 车 间 经 理 杜 峰 介 绍 ，

基 地 种 植 的 有 机 蔬 菜 以 高 出 市 场 同 类

蔬 菜 的 价 格 ，直 供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的 高 端

市 场 。

走进水口村自然之星蔬菜基地，只见

一排排连栋温室大棚矗立道路两旁，棚内

翠绿的空心菜、韭菜、豆角长势喜人，菜农

们正抓紧时间采摘、分拣、打包、装箱，一派

忙碌景象。

水口村拥有富硒土壤 2100 亩，昼夜温

差大，山区独特的气候种植出远近闻名的

高山蔬菜。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金龙镇

紧盯富硒有机蔬菜，引龙头、树品牌、延链

条。2022 年 3 月，该镇联合驻村工作队引

进江西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水

口村蔬菜基地，对基地进行规模化、品质化

提档升级。

这个占地 1012 亩的蔬菜基地是全南

县首个集育苗、种植、预冷、分拣、包装、运

输、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富硒有机蔬菜基

地，主要种植鸡毛菜、奶白菜、韭菜、秋葵、

尖椒、豆角等，每天产出净菜 10 吨，每公斤

销售均价达 60元。

过去，水口村的蔬菜是零敲碎打、分

散种植的，时令蔬菜只供给县城周边，菜

农赚钱不多。现在，江西自然之星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与盒马鲜生、山姆会员店、百

佳、永旺、天虹等商超签订直供协议，让蔬

菜销售重心向大湾区市场转移，向高端市

场挺进。

大湾区蔬菜市场一向选品严格，水口

村的有机蔬菜获得大湾区高档市场的入场

券，要归功于当地蔬菜产业走规模化、品质

化、标准化的发展之路。

在分拣加工区，两名质检员对即将外

发的蔬菜正进行苛刻的检测。“检测菜里

是否有虫和黄叶子。在割菜时，蔬菜长短

要保持一致，菜里不能粘上一点泥巴。”杜

峰 说 ，由 于 全 程 采 用 冷 链 运 输 ，恒 温 约

10℃，蔬菜到粤港澳消费者的厨房时，仍

新鲜如初。

历 史 场 景 辗 转 腾 挪 ，水 口 村 的 蝶 变

印 迹 始 终 清 晰 。 早 年 ，水 口 村 传 统 蔬 菜

种 植 全 靠 人 力 ，浇 水 、施 肥 、打 药 全 凭 经

验 和 感 觉 。 如 今 ，在 智 慧 大 棚 里 ，最 惊

艳 的 莫 过 于 满 满 的 现 代 农 业 元 素 ，智 能

水 肥 一 体 化 、智 能 通 风 设 备 、温 湿 度 监

测 设 备 、智 能 补 光 等 各 种 高 科 技 设 备 随

处 可 见 。 各 类 蔬 菜 所 需 的 水 肥 、光 照 、

温 度 、湿 度 等 生 长 要 素 通 过 智 慧 化 系 统

精准调节。

“在有机蔬菜种植过程中，都是通过物

理方法进行害虫诱杀。”水口村蔬菜基地生

产负责人黄光勇介绍，通过绿色植保综防

技术，基地蔬菜实现无污染。

据介绍，该基地按照现代农业标准，建

立了符合有机认证要求的准入制度，对生

产的各环节层层把关，每份蔬菜都有专属

“有机身份证”，通过扫描二维码，消费者能

查询农事活动、生产、储运、配送全过程记

录，对蔬菜进行有机溯源管理，确保产品从

农田到餐桌的安全可靠。

从传统粗放种植到规模化、标准化、品

质化种植，水口村谋求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新路径，不仅助力蔬菜消费升级、丰富了粤

港澳大湾区的“菜篮子”，还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2023 年，水口村集体经济收入 153 万

元，纯收入 128 万元。”全南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驻水口村第一书记肖玉说，蔬

菜基地流转土地 1000 余亩，200 余农户受

益，通过大棚、设施设备租赁等方式，快速

提升了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不仅如

此，还吸纳了周边村民 70 人在基地长期稳

定就业。

在蔬菜种植大棚，村民钟贱玉正娴熟

地利用刀具收割空心菜。“作为蔬菜摘拣

员，上岗前我们都经过了严格培训，培训

内容包括蔬菜采摘和处理技巧、卫生安全

知识等。我们割菜是按斤来算，月入 3000
多 元 ，比 以 前 的 收 入 增 加 了 一 倍 。”两 年

前，钟贱玉流转了自家土地 2.2 亩，在驻村

工 作 队 的 介 绍 下 到 蔬 菜 基 地 务 工 ，离 家

近、活轻松、工作时间灵活，所以既能挣钱

又能顾家的工作让她很满足。

“从一粒种子到一盆好菜，水口村蔬菜

基地已贯通设施蔬菜产业全链条，前端拎

稳‘菜篮子’，做好标准制定、种子培育和技

术创新；后端端牢‘菜盆子’，培育特色品

牌，丰富产品层次，打通高端渠道。”金龙镇

人大副主席陈秀芳说。

全南县金龙镇水口村日产10吨有机蔬菜直供大湾区——

抢占高端市场 村民收入倍增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颖 徐黎明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5月17日，南昌市豫章学校教育集团紫金

校 区 五（4）班 的 同 学 们 正 跟 着 熊 莹 莹 老

师学唱南昌清音。

南 昌 清 音 、刻 瓷 、赣 绣 …… 这 一 个

个 耳 熟 能 详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在

社 会 各 界 的 参 与 推 动 下 ，陆 续 进 入 南 昌

市 东 湖 区 各 大 校 园 ，培 养 了 一 大 批 喜 爱

非遗，并掌握了非遗技能的学生，民间艺

术 在 传 承 中 得 到 保 护 ，同 时 增 强 了 非 遗

的生命力。

“近年来，东湖区开展‘非遗进校园’活

动，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欢迎，尤其是手工

类的非遗项目更是受到追捧。非遗要代代

相传，就需要注入新鲜血液。”东湖区文化

馆馆长郁蕾介绍，通过打造“小小传承人”

课后服务特色类课程，采用寓教于乐的教

学方式，让非遗项目成为校园“三点半课

堂”的热门课程。三年来，已在邮政路小

学、北湖小学等学校开设 23 门课程，涵盖 9

个非遗项目。

刻瓷，被称为瓷器上的丹青，是一项集

绘画、书法、刻镂于一身，融笔、墨、色、刀为

一体的传统艺术。5 月 17 日，记者在南京

路小学看到，同学们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豫章刻瓷代表性传承人李强的悉心指导

下，学习刻瓷技法。

课堂上，李强认真教学，不时纠正学生

们错误的动作。孩子们低着头，拿着小锤

敲击小凿钉，认真地在瓷板上刻画图案。

四（4）班的魏子萱是豫章刻瓷班一名新生，

只见她一手扶着瓷片，一手拿着雕刻工具，

一点点刻着瓷板上画好的五角星。“力度不

能太大，需要均匀用力，否则瓷片容易裂

开。我觉得学习刻瓷能培养我的耐心。”经

过几节课的努力，魏子萱刻出一个立体、有

层次感的红五角星，她拿着自己的作品爱

不释手。

许多学生表示，通过学习刻瓷技艺，他

们不仅掌握一项新技能，而且在创作过程

中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和乐趣。

“在学习过程中，孩子们的兴趣日益浓

厚，完成每一件作品时，他们都能深刻体会

到创作不易，同时也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

魅力，增强了自信心和创新精神。”李强说。

在 刻 瓷 深 受 学 生 欢 迎 的 同 时 ，南 昌

清音也在学校发扬光大。南昌清音是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东 湖 区 根 据

专 长 ，将 教 唱 、教 鼓 、教 板 的 传 承 人 分 配

到各个学校，轮流授课，确保每名学生都

能 学 到 精 湛 技 艺 。 在 传 承 人 的 努 力 下 ，

如今已有百余名学生学会了南昌清音。

近年来，东湖区以开展非物质文化资

源普查为基础，建立了项目名录体系和传

承人体系，市级以上项目有非遗项目传习

所，区级以上项目建立了数据库，实行互联

网保护传承工作机制，制定《东湖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方案》《东湖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管理制度》等条例。与此同时，东湖

区立足现有非遗资源，面向全市广大师生，

采取开发非遗文化课程、开辟非遗教育平

台、开展非遗培训活动等措施，以校园为载

体，助推非遗项目向全民保护和传承方向

发展。

“非遗进校园”为师生提供了一个了解

和体验非遗文化的平台，为非遗的传承和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郁蕾表示，非遗项

目深受孩子们喜欢，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非遗文化必将在校园里绽放出更绚

烂的光彩。

宜春市更石新村安置房出现楼板开裂、露台渗水、墙体反碱等问题——

新房“全身是病”群众忧心忡忡

5 月 20 日，位于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西港区的安信物流

公用码头项目正在加速施工。该项目是省重点工程项目，拟建

设 2 个 5000 吨通用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 635 万吨。项目完工

后，将打通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让货物在“乘火车”与“坐货

船”之间实现无缝对接，有效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摄

5 月 20 日，南昌市公安局青山湖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组织社

区民警，来到南师附小玉泉岛校区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非遗文化进校园 传统技艺“花正红”

学生们展

示自己的刻瓷

作品。

邮箱：404256486@qq.com
电话：13607089528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

近日，宜春市袁州区柏木乡更
石新村村民反映，村里的安置房还
未入住，就出现混凝土疏松、房屋漏
水、承重墙开裂等问题，当地政府对
安置房进行维修和整改后，屋内外
全是“补丁”，房屋质量问题一直未
彻底解决。5月20日，本报记者赴更
石新村进行调查采访。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蔡 颖

辉摄

水口村自然之星有机蔬菜基地。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摄

砌墙的砂浆疏松，用手指就能抠掉砖块。 房内打“补丁”。 墙体开裂。

图片由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