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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真是太感谢了。”近日，市民陈先生来到南

昌市红谷滩区和谐劳动关系一站式服务中

心，为工作人员高效的工作效率点赞。

据悉，陈先生之前就职于红谷滩区一

家餐厅，今年 3 月，餐厅因经营不善停业，

拖欠了 10 名员工工资共计 3 万余元。员

工们就此问题与餐厅协商了 3 个多月，但

一直没有结果。

今年 6 月，陈先生作为员工代表，带着

相关材料来到红谷滩区和谐劳动关系一

站 式 服 务 中 心 反 映 此 事 希 望 得 到 解 决 。

接 到 诉 求 后 ，工 作 人 员 立 即 组 织 劳 动 监

察、仲裁等部门人员，对该诉求进行答复

和 解 释 ，并 主 动 联 系 餐 厅 负 责 人 开 展 调

解。经过多次耐心细致的沟通，双方签订

了调解协议。

红谷滩区和谐劳动关系一站式服务

中心负责人陈造介绍，如果该案按照以往

的流程，劳动监察部门进行调查就要花费

不少时间，加上员工中有的劳动关系不明

确，还要去仲裁部门重新提交材料，流程

更加复杂。“现在依托调解组织网格，大大

缩短了调查时间，且所有材料都可内部流

转 ，群 众 不 必 多 次 跑 腿 。 有 了 一 站 式 机

制，案件总体处理时间可缩短三分之二。”

陈造说。

红谷滩区和谐劳动关系一站式服务

中心，是红谷滩区 2022 年打造的全省首家

由人社部门牵头的劳动关系多元调处服

务机构，该服务中心凝聚了人社、工会、法

院、司法等多方力量，充分发挥部门优势

和联调联处效能，推动建立健全多元调解

机制，实现业务咨询、法律援助、争议调解

一站式服务，形成“街道-社区-企业和商

圈楼宇”三级调解组织网络和“大调解”工

作格局。

和谐劳动关系一站式服务中心重在

调解。在仲裁开庭审理前，人社、工会、法

院等部门联动调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把分歧、矛盾梳理清楚，力求双方达成一

致。调解成功的，当场签订调解协议，调

解不成的，当即转入仲裁程序，直接送达

立案法律文书。和谐劳动关系一站式服

务中心还优化法律援助机制，为农民工等

群体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申请审批流程，

提供全程法律援助服务。今年以来，红谷

滩区和谐劳动关系一站式服务中心已办

理案件 501 起，调解成功率 80.5%，有效发

挥了基层调解组织在预防和化解劳动纠

纷中“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红谷滩区有经营主体近 6 万家，劳动

人事争议多发。为进一步营造和谐稳定

的劳动关系，和谐劳动关系一站式服务中

心还为初创型企业和劳动争议案件多发

的中小微企业提供“用工体检”服务，帮助

企业健全完善用工管理制度，提升依法用

工水平。“初创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管理

比较粗放，存在用工风险隐患的可能性较

高。我们安排由监察员、仲裁员、律师组

成的用工指导团队，为企业提供免费上门

‘体检’。”陈造说。

“要不是有‘体检’，我都不知道公司

存在这么多用工隐患。”红谷滩区某科技

公司负责人黄先生感叹道，“用工指导团

队会仔细检查我们的管理制度、劳动合同

等，提出存在的问题，给予针对性建议，并

出具一份详细的‘体检报告’。”

红谷滩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庞

大。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特别是不完全

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无劳动关系两类劳动

者权益受到侵害时，会出现往返多部门维

权和信访投诉的情况，增加了劳动者的维

权周期和成本。为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劳

动关系领域矛盾风险，红谷滩区人社局制

定《南昌市红谷滩区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

一站式调解工作实施方案》，依托和谐劳

动关系一站式服务中心，打造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模式，充

分发挥劳动争议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

解职能优势，以柔性化解方式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7月 9日，鄱阳县莲湖乡莲池村优质稻基地，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水稻，田间地头

一派繁忙景象。连日来，该县 110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在抓好防汛工作的同

时，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早稻抢收，最大限度将灾害天气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降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7月 13日，在金

溪县琉璃乡蒲塘村优

质 水 稻 种 植 基 地 ，农

机手冒着酷暑高温，开

着收割机抢收早稻。

特约通讯员 邓兴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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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九江收藏界 ，胡荣彬有点与众不

同：别人收藏古董古玩、名人字画，他却一

门心思收藏报刊书籍等史料，家中报刊藏

书达 1 万余份（册、件）。近年来，他先后

加入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报业协会集

报分会、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等，从九

江市史志办退休，继续担任九江市职工文

体协会藏书分会会长。

胡荣彬痴迷收藏报刊书籍等史料起

源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那 时 文 化 生 活 单

调，在企业上班的他拿到别人看完后扔

下的报刊如获至宝。通过报刊，他看到

了外面精彩的世界。爱上收藏后，他将

分类编目知识用于实践。截至目前，他

收藏的与九江名人、文史相关的书籍、报

刊 、书 信 、字 画 、拓 片 、实 物 等 共 计 85 个

类 别 ，涉 及 60 余 位 名 人 的 5000 余 件 史

料 ，以 及 与 庐 山 、鄱 阳

湖 、长 江 有 关 的 地 方 史

料等。翻看胡荣彬的藏

书，有珍贵的明代版《陶

渊明集》，有九江籍的近代著名记者黄远

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新中国美

术奠基人蔡若虹、著名作家杜宣、杂交水

稻之父袁隆平等名家的著作史料。由于

藏书太多，他家几乎成了一间小型图书

馆。这些年，他先后搬过几次家，每次最

担心的就是这些宝贝，生怕搬家公司弄

丢或碰乱了。为此，他不得不细致地将

它们一个个用袋装编号。

因为爱好收藏和历史研究，胡荣彬也

成为在九江收藏界颇有名气的“大咖”。

近年来，他编著了《九江古今名人传》《纪

念许德珩文集》《作家杜宣纪念册》《新闻

先驱徐宝璜纪念册》等多部书籍，先后在

上海、九江等地举办名人与文史展览 40
多次。胡荣彬说：“绝大多数藏品是九江

特色文化、地域文化的历史见证，对增强

九江地缘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最

大的梦想是让这些藏品发挥更大的社会

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九江特色历史文

化。”

如果只有一条腿，你会如何面对

生活？宜春市袁州区辽市镇院前村村

民 彭 来 生 给 出 了 答 案 ：不 等 不 靠 不

要。凭着对生活的渴望，他装上假肢，

以自立自强的姿态，走上了一条生态

养殖之路，带着家人过上了幸福生活。

在袁州区的一座深山里，彭来生

养了 16 头土猪、600 余只土鸡以及若干

土鸭、土鹅。每天清晨 5 时，彭来生简

单洗漱之后，便开始到野外割猪草，挑

回 来 切 猪 菜 ，用 柴 火 大 锅 烹 煮 猪 食 。

一头猪每天要吃 7 桶猪食，一桶重达 23
公斤，彭来生一次要提两桶，他的手上

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脸上清晰印刻着

岁月的痕迹。

“无论命运给我带来多少苦难，我

也不会向它低头。”2016年，彭来生遭遇

一场车祸，导致右小腿被截肢。作为家

里的主要劳动力，彭来生一度心灰意

冷。那段时间，没有生活来源的他，成

了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然而，执拗的

他不愿就此消沉，咬牙花费 1 万多元装

上了假肢，毅然搞起了生态养殖。

彭来生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再加

上该镇聘请的农业专家悉心传授养殖

经验，他很快掌握了投喂、管理、防病

等养殖技术要领。在此基础上，彭来

生坚持家庭养殖，不喂饲料。由于他

饲养的家禽吃的是稻谷和碎米糠，喝

的 是 山 泉 水 ，散 养 在 半 山 腰 ，其 土 猪

肉 、土 鸡 、土 鸡 鸭 蛋 等 农 产 品 有 口 皆

碑，周边的群众慕名前来订购。

彭来生没有满足于线下销售，而

是 通 过 短 视 频 打 开 线 上 销 路 。 近 几

年 ，彭 来 生 每 年 的 收 入 都 超 过 20 万

元 ，其 中 线 上 销 售 占 了 一 半 以 上 。

谈 及 未 来 的 规 划 ，彭 来 生 想 成 立 公

司 ，搞 规 模 化 、标 准 化 生 态 养 殖 ，并

大 力 开 拓 线 上 市

场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来 自 江 西 宜 春 的

纯正农产品。

水稻上的“蜘蛛侠”
李书哲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幸

7 月 2 日，遂川县衙前镇衙前村村民肖扬科站在田埂边，

望着一排排葱绿的秧苗说：“种水稻最怕病虫害，打药费钱费

力又污染环境，还总担心大米不健康。现在采用‘蛛联庇禾’

技术，心里踏实多了。”

2023 年 7 月，井冈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肖永红带领

技术团队来到衙前镇，推广“蛛联庇禾”水稻病虫草害零农药

种植模式。肖永红介绍，团队反复试验发现，利用蜘蛛可实现

对飞虱、叶蝉、卷叶螟、二化螟等水稻害虫的防控。他们精心

挑选了几种蜘蛛组合，将 3.4 万只蜘蛛投放至衙前镇青草洲水

稻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进行现场测产验收。

现场测产验收结果令人欣喜：在化肥使用量缩减 80%，杀

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完全不使用的情况下，每亩

产量可达常规化防田的 90%以上，真正实现了水稻零农药种

植、大米品质好、环境无污染。

为让这一创新技术落地生根，井冈山大学与衙前镇达成

合作，通过“高校+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辐射带动当地农户

增产增收。

衙前镇积极引导农户将高标准农田流转到田园丰家庭农

场。农场主李忠伟激动地说：“100 亩高标准农田配备了 400
套多功能诱捕器和 10 台太阳能杀虫灯，井冈山大学专家提供

技术指导，由江西安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按市场价格统购统

销，今年预计能增收 30万元。”

近年来，遂川县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将“蛛联庇禾”等绿色

防控新技术，广泛运用于水稻、茶叶、果树种植等领域，同时加

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让更多农户了

解并掌握绿色防控技术，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目前，

全县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面积达 32.5万亩。

象湖里的“蝶变”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夏日的清晨，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落在地面上，形成点点

金斑；广场旁的花丛中，五彩缤纷的花朵争奇斗艳、花香四溢。

瑞金市象湖镇居民杨素华和舞友正在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上

湖洞小游园的广场上，跟着音乐节奏，欢快地跳着广场舞。

“这里改造后，建起了小广场，我们跳广场舞有了好去

处。”杨素华笑着告诉记者，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不仅有空旷

的地方供大家休闲娱乐，还有免费的停车场。

跳完广场舞，杨素华热情地邀请记者参观改造后的象湖

里。杨素华一会儿指着眼前平坦整洁的马路，一会儿指着不远

处白墙黛瓦的民居，向记者介绍改造前后的变化。在一栋古色

古香的平房前，杨素华停住了脚步，这里便是她家的老房子。

“以前房屋外立面破损严重，政府帮我们重新粉刷了外

墙，修缮了房屋内部结构，改造了水电设施等，让老房子焕然

一新。”杨素华告诉记者，老房子改造后，一楼的门面租给了文

旅企业，由其统一经营管理。现在居住条件好了，她和老伴决

定搬回老房子来住。

在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美丽蝶变不止如此。解放路社

区党委书记钟瑞英是老象湖里人，她同样见证了象湖里发生

的点滴变化。

“以前的象湖里巷道狭窄，连摩托车都过不去。路面坑

洼，一到下雨天，路上全是泥巴和积水，根本无从下脚。电话

线、电线乱搭，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屋檐下，很不美观。由于

居住环境差，不少居民都搬出去了。”钟瑞英说。

据介绍，象湖里现在所属的区域，是古代瑞金浮乡一里和

浮乡三里（即县城内外）交会融合的核心区域。这里人文荟

萃，店铺林立，街区交错，商贸繁荣，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瑞金人

的乡愁。

2023 年，瑞金市决定斥资改造这个承载瑞金市民记忆的

老街区。为了让改造后的效果如群众所愿，一场场讨论会、屋

场会、户主会接二连三地在解放路社区举行，一条条改造建议

被摆在改造指挥部负责人的案头。

“我们直面老百姓的堵点、难点、痛点，从下水道、‘蜘蛛

网’、停车难这些关乎老百姓生活的小事改起，让老百姓感觉到

政府真正在为民办实事。”象湖镇党委书记钟淑萍告诉记者。

在打造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过程中，瑞金市通过对老旧

小区进行提升改造，盘活片区内红色、古色历史文化资源，按

照“一馆五坊七铺九店”的业态布局，运用“商业文创+专业运

营”模式，深入推进文旅融合，聚焦“吃住行游购娱”，让老城区

焕发新的生命力、迸发新的活力。

如今，走进象湖里文化创意街区，汇集瑞金市各类特色小

吃的擂茶牛市，吆喝声此起彼伏，吸引游客前来品尝；紫砂壶、

苏区版画、竹编技艺等非遗老字号，吸引游客体验“打卡”；鹅

卵石铺成的步道上，市民悠闲地散步，一派温馨祥和景象。

农家书屋育新风
本报新余讯 （通讯员何颖、刘庆庆）为培养青少年儿童爱

读书、善读书的良好习惯，增进家庭亲子关系，新余高新区水

西镇丁下村农家书屋开展以“书屋诵经典，农家颂新风”为主

题的亲子阅读活动。活动中，家长们陪着孩子主动摆脱“手机

快餐”，纷纷到书架上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阅读。现场还有志

愿者引导介绍书籍，讲解阅读的重要性，阅读氛围浓厚。

据悉，该镇 25 个行政村全部建成标准化农家书屋，藏书

量超 7.1 万册。农家书屋不仅成为广大农民群众“充电”、休闲

的好去处，也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主阵地。

进入夏季高温季节，连日来，万载县市场监管局精心组

织，扎实开展烟花爆竹质量安全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严

防安全事故发生。图为 7 月 11 日，该局检验检测中心工作人

员深入三兴镇一家爆竹企业进行产品质量抽检。

通讯员 郭久兴摄

凝聚人社、工会、法院、司法等多方力量，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

一站式调解织密劳动关系“和谐网”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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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腿猪倌彭来生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实习生 符媛爱

胡荣彬：痴迷收藏历史
李曜位 洪永林 吴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