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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3日晚，南昌

市红谷滩区凤凰家园

社区打造的文创商业

街热闹非凡。这里的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了居民家门口的幸福

感，让老旧小区焕发

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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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修 水 县 以 林 长 制 工 作 为 抓

手，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不断扩大

绿色总量、提高森林质量、提升生态效益，

先后荣获全省林草湿地调查监测工作先

进集体、2022—2023 年度全省松材线虫病

防控工作优秀等次荣誉。

凝聚管护合力，切实优化
“林治理”

修水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加强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保

护，守护好每一片绿荫、每一寸绿草。该县

扎实推进“护绿、增绿、用绿”三位一体有机

结合，落实总林长发令机制，制定林长巡林

清单，去年以来签发总林长令3次，县级林长

开展巡林54次，协调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

问题27次。建立“目标责任化、责任清单化”

机制，落实县级林长9人、乡级林长37人、乡

级副林长 272 人、村级林长 358 人。聘请基

层监管员 224 人、专职护林员 1092 人，实现

对532万亩林地分级管理全覆盖。开展打击

毁林毁草专项行动，全面完成 2023 年国家

森林督查违法图斑整改工作。

科学精准增绿，不断丰富
“林资源”

修水县树牢系统观念，做到以更严要求

“护绿”，以更大力度“增绿”，以更活举措“用

绿”。该县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扎实做好野生

动植物保护管理。开展整地造林复绿行动，

在火烧迹地、疏林地、遭受严重病虫害林地、无

立木林地等区域，采取更替、补植、抚育三种修

复方式，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

性。2023年以来，该县共修复退化林1.5万亩，

完成造林项目1万亩，封山育林3万亩。

实施抚育改造补绿。修水县扎实推进

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采取幼龄林和中幼

龄林抚育、低质低效林改造等方式，加大生

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持续改善林相，优化森

林结构，精准提升森林质量。依托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

策优势，大力推广油茶+茶树套种模式，提

高林地利用率，利用“四旁一院”（村旁、宅

旁、路旁、水旁、庭院）等非耕地栽植油茶，

努 力 拓 展 增 绿 空 间 ；开 展 低 产 油 茶 林 改

造，促进林业潜力释放和提质增效，2023 年

以来，全县完成新造油茶面积5.5万亩。

盘活生态资源，创新发展
“林经济”

修 水 县 正 确 处 理 好 保 护 与 开 发 的

关 系 ，促 进 生 态 优 势 转 化 为 发 展 优 势 ，

稳 步 盘 活“ 沉 睡 ”资 产 。 该 县 探 索 推 进

公 益 林 和 天 然 商 品 林 补 偿 收 益 权 质 押

贷 款 试 点 工 作 ，积 极 与 修 水 农 商 银 行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为 林 业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有 效 金 融 保 障 。 截 至 目

前 ，授 信 涉 林 企 业 4 家 ，发 放 质 押 贷 款

1400 万 元 。

大力发展林业经济。该县立足山多

地少、灌溉不足的地缘条件，大力发展林

下药材、菌类、养蜂养鸡等产业。截至目

前 ，全 县 共 有 100 亩 以 上 油 茶 企 业 大 户

240 余家、省级龙头企业 2 家、市级龙头企

业 1 家，油茶综合产值 3.6 亿元；有各类药

材面积 2.75 万余亩、果树面积 2 万余亩。

深入推进生态旅游，着力推动生态资源转

化为经济效益。

守护林间一片绿
——修水县扎实推进林长制盘活生态资源

朱修林
“用奶粉罐子制作二胡需要 7 种低

结构材料，低结构材料指的是纸箱、木

板、易拉罐、塑料瓶、罐子等等，对于普

通人来说这是废品，但在科学教育课堂

是宝贝，你看这个用奶粉罐子制作的二

胡也能拉出名曲。”7 月 1 日，在萍乡市

芦溪县宣风镇中心学校的创客教育活

动中，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李学战

用学生们手工制作的“奶粉罐子”二胡

拉了一曲《茉莉花》，赢得了孩子们的尖

叫和掌声。

李学战是芦溪县宣风镇中心学校科

技辅导员，从事乡村中小学教育 40 年，

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开展科学教育，用

一堂堂科学兴趣课，点燃了乡村孩子的

科学梦想。

1983 年，李学战师范毕业到宣风镇

中心学校任教，从 1986 年开始接触科

学教育，1992 年，他主动请缨任教科学

课。“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在乡村学校

教科学，这门课似乎没有那么重要。”李

学战对记者说，这要从他读中学谈起，

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李学战的常

识课老师是大学毕业生，在讲解水的压

强时，老师用竹筒做了一个生动有趣的

实验，那个实验让李学战深受启发，从

此他心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

成 为 科 学 老 师 后 ，李 学 战 不 仅 重

视科学知识的传授 ，也注重充分利用

大自然的资源——泥巴、石头、树叶、

小草、竹片、木头等等，引导学生进行

科学观察和实验。为了让学生理解科

学原理，他自费购买锯子、热熔器、老虎钳、电钻等工具，制

作出了 50 多件科学课堂教具，包括恒星周年视差观察仪、固

体 热 胀 冷 缩 演 示 器 、纸 飞 机 发 射 器 等 等 ，让 孩 子 们 大 开 眼

界，从此科学课成为最受学生喜欢的课程。

“光靠嘴巴讲培养不出动手能力，必须让每个学生动手去

制作，才能启迪学生的智慧。”李学战说，科学课不能只是老师

讲学生听，随着学校硬件的改善，他尝试创客教育，核心就是

通过动手实践培养学生的探究力和创造力。2014 年，李学战

在学校成立创客工作室、科技活动兴趣小组，以科学思维为中

心，引导学生“做中学”“学中做”。创客教育实践中，李学战提

出了 18 条创新法，并编撰了顺口溜：“联一联，加一加、扩一

扩、缩一缩……”让孩子们热爱探索、妙手生花。

风车、水车、火箭发射器……对于李学战而言，制作一件

科技玩具或者学具，往往需要 5 个以上的部件材料进行组合，

有的需要 10 多个甚至几十个部件。譬如一个简单的“拉线转

盘”装置，制作时要用到竹子、筷子、绳子和光盘，仅切割竹子

就要花费两个多小时。为了获得制作材料，李学战多了一样

工作——“拾荒”。平日，李学战发现可以利用的塑料瓶、纸

盒、铁丝等材料便收集起来，周末就回老家砍点竹子、芦苇等

充实到学校的“材料库”。如今走在路上，李学战看见一个物

品，就会分析哪些可以变成课堂材料。在校园里，李学战指着

一辆电动车对记者说：“你看有的电动车装了遮雨棚，交警发

现了会拆掉，我就捡回来作为科学课堂的材料使用，一年下来

我的课堂使用材料能达到 4000件。”

数十年来，李学战立足科学课堂刻苦钻研，教书育人，先

后获得全国教育学会系统（小学科学）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

师、江西省最美科普志愿者、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如今，李学战已退休两年，但他退休不退职，担任学校的科技

辅导员，每周五坚持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科学兴趣活动，每年

近 2000人次参与他组织的活动。

李学战说，科学课堂不光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还能

呵护和唤醒儿童的好奇心，激发孩子的想象力，点燃孩子心中

科学的火花，这就是科学教育最大的意义。

樟树多举措护航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袁伟博、陈向荣）近年来，樟树市着

眼本地经济发展大局，开展非公企业维权和服务工作，保护企业

合法权益，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上持续发力。

樟树市通过梳理产业链纠纷特性，归纳常见的法律风险，

整理产业链常用合同模板。利用法律风险前置方式，打造基

于区块链技术开发的“法律链+产业链营商服务平台”，为经

营主体提供合同签约、取证存证、电子证据一键调阅等服务

50 余次，通过“信息化+专业化”的法治服务护航产业健康发

展。部门协作，优化服务。樟树市工商联与市公安局、市检察

院、市法院、市司法局一对一单独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其中，

樟树市工商联与樟树市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非公企业

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实施细则》，依托重大项目法官工作

室、樟树市府院联动工作工业园区联络处、惠企快执中心等促

进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创新推出药都政企会客厅机制，升级

企业诉求办理 3.0 版本，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推动涉企问

题高效办理。去年，该市共召开政企圆桌会暨政银企对接会

6 次，启动专场会客厅 3 场。樟树市营商服务中心收集解决问

题 168 个，日常受理企业诉求 125 单。樟树市非公维权服务中

心帮助企业解决诉求 15 件，办结率 100%。积极推广“惠企

通”平台应用，推动惠企政策智能匹配、精准推送、快速兑现，

今年 1至 4月共为企业兑现惠企资金 41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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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毛 警 官 帮 我 们 父 子 解 开 了 心

结，要不然险些酿成大错。”7 月 3 日，在鹰

潭市余江区邓埠街道白塔社区，居民老胡

拉着社区民警毛冬胜的手不停地道谢。

老胡早年与妻子离异，已经成年的儿

子对此心生怨恨，对他不理不睬。今年年

初，老胡被查出患有重病，感觉生活无望

的他萌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报复曾与他

前妻有过绯闻的男子，并不时发短信威胁

这名男子。

6 月 6 日，毛冬胜了解情况后，立即打

电话给人在外地的老胡，并通过各种关系

进行劝导，然而老胡情绪一直不稳定。于

是，毛冬胜每天至少一个电话，密切关注

老胡的行踪。

6 月 23 日，老胡从外地回到余江。得

知老胡回来，毛冬胜第一时间与他联系，

并将其约到社区警务室做思想工作。

第二天，毛冬胜与社区干部一道，带

着 老 胡 来 到 其 儿 子 务 工 地 余 江 区 中 童

镇。在毛冬胜的劝说下，老胡先为之前的

事情道歉，顿时让气氛缓和了下来。“走，

到了饭点，我请你们吃个饭，咱们边吃边

聊。”毛冬胜瞅准时机说道。

想着自己年纪大，与年轻人交流有代

沟，毛冬胜便向中童派出所“借”来两名年

轻民警，与老胡儿子沟通交流。一顿饭下

来，父子俩不仅关系和好，还让老胡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

去年底，鹰潭市公安局余江分局实行

“两队一室”改革，一批 50 多岁的老民警

下沉社区，56 岁的毛冬胜便是其中一员。

毛冬胜从余江分局督察大队教导员岗位

上退二线后，主动报名来到邓埠街道白塔

社区担任社区民警。

“我不是在社区警务室值班，就是在

社区走访居民。”许年福家住磨仂洲社区，

今年初从领导岗位上退二线后，回到磨仂

洲担任社区民警。社区警务室离他家不

远，他几乎天天“泡”在这里。根据要求，

他还兼任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对社区的各

类情况了如指掌。

“传统的手段不能丢。”磨仂洲社区是

新建社区，技防设施基础好。社区之前有

支志愿巡逻队，但没能很好坚持。许年福

到任后，每天吃完晚饭都会带队开展巡

逻。“四处走走看看，就当成散步，自己心

里也踏实。”许年福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社区今年上半年实现了盗窃类案件零

发案。

“快来吃麻糍，大家边吃边听我讲，现

在电信诈骗分子和诈骗方式可多了……”

一大早，白塔社区阳光小区热闹非凡，居

民一边打麻糍、吃麻糍，一边听毛冬胜作

反诈宣传。

为了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毛冬胜

联合社区及相关单位组织各种活动，吸引

群众参与，开展反诈、防盗等宣传。“你与

群众走得有多近，群众就对你有多亲。”毛

冬胜深有感触地说。

余江公安分局局长刘小华告诉记者，

“老民警”大多数从警超过 30 年，不少人

还担任过副科级以上领导，工作经验丰

富。如今余江区共有 9 名“老民警”重新

在社区上岗，将做好群众工作融入社会治

理工作，在基层治理中展现新作为。

“老民警”新作为
熊春和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

我省推进智慧广电
乡村工程建设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7月12日

记者从省广播电视局获悉：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的大力指导下，省 广 播 电 视 局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近 日 联 合 下 发《江 西 省 智 慧

广电乡村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在全省推

进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

该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力争到 2025
年，智慧广电乡村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乡

村广播电视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智慧广电

服务乡村生态链基本形成，智慧广电新业

态新模式新场景在乡村振兴中广泛拓展，

基本实现乡村广播电视由功能型向智慧

型转变，成为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服务乡

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该方案结合我省实

际，提出了加强乡村舆论宣传主阵地、完

善乡村广电基础设施、提升服务乡村治理

能力、推动乡村公共服务智慧化发展、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五项重点任务，并制定了

配套的保障措施。

永丰织密医保基金
“安全网”

本报永丰讯 （通讯员周静、刘风勇）

今年以来，永丰县医疗保障局坚持将打击

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摆在突出位

置，以零容忍的决心，重拳整治欺诈骗取

医保基金行为，多措并举织密捍卫医保基

金的“安全网”。

强化信用管理，实行行业承诺覆盖。

永丰县医疗保障局推行“承诺制”服务模

式，与全县 306 家定点医药机构签订承诺

书，医保定岗医师签订服务协议 1201 份。

将 3 大区域网格细分为 24 个网格点，统筹

建立“医保专员+网格员+机构”三级协同

机制，以“1+3+N”网格化服务模式，建立

问题、责任、督导“三张清单”，筑牢医保服

务管理“前沿阵地”，今年医保部门通过网

格解决医保领域难题 120 余个。强化依法

打击，形成整治高压态势。上半年，永丰

县 医 疗 保 障 局 累 计 出 动 稽 查 人 员 260 人

次，对全县定点医药机构实行检查覆盖，

暂停协议定点医药机构 1 家，约谈告诫 49
家，行政处罚 7 例，拒付、追回或组织退回

违规医保基金 99.04万元。

7 月 9 日，定南县文化馆，学生正在学习绘画。据了解，定

南县在暑假期间开办少儿公益培训班，对 6 至 15 周岁的青少

年进行公益授课，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

特约通讯员 张 睿摄

7 月 10 日，横峰县葛

源 镇 黄 溪 村 帮 扶 车 间 内

一派繁忙，工人正在赶制

收纳箱包订单。近年来，

该 地 通 过 建 设 就 业 帮 扶

车间，将就业岗位送到家

门口，让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

通讯员 薛 南摄

帮扶车间
村民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