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伏以来，南昌热浪滚滚。然
而，在南昌地铁的 28个站点大厅，每
到傍晚，都有数十至上百名市民坐在
指定区域内，或刷手机，或聊天，伴随
着孩子们嬉戏的身影，现场既清凉又
热闹。

开放“温馨纳凉区”，是南昌地铁
帮助市民度过炎夏、提升幸福感的重
要举措，也是全面优化便民服务的一
个缩影。今年以来，南昌地铁陆续推
出“阳光寄存”“夏夜免费乘车”“同站
便民卡”“爱心预约卡”等服务举措，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贴心、更用
心、更放心的出行体验。

“指尖卖粮”不排队
方文静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红举

高 温 烘 烤 ，何 处 觅 清 凉 ？ 鹰 潭 市 公 安 局 月

湖 分 局 四 清 派 出 所 开 放 办 事 大 厅 ，让 在 附 近 工

地 做 事 的 农 民 工 进 来 午 休 ；九 江 市 开 放 人 防 工

程，为市民提供“天然空调房”；南昌地铁开放 28
个纳凉区，配备凳子 、书籍 、藿香正气水等休闲 、

防 暑 物 品 …… 炎 炎 夏 日 ，我 省 一 些 地 方 的 机 关

单 位 和 公 共 场 所 敞 开 大 门 ，划 定 公 共 纳 凉 区 ，为

群 众 提 供“ 蹭 凉 ”场 所 ，让 他 们 在 清 凉 中 感 受 到

城市的开放、包容、善意和温度。

如 何 应 对 高 温“ 烤 ”验 ，是 一 道 检 验 民 生 关

怀 深 度 与 力 度 的 重 要 考 题 。 一 方 面 ，相 关 部 门

要 充 分 挖 掘 公 共 纳 凉 资 源 ，尽 可 能 开 放 人 防 工

程 、图书馆 、体育馆 、博物馆等场所。另一方面，

在 不 影 响 办 公 的 前 提 下 ，鼓 励 机 关 单 位 带 头 划

定 公 共 纳 凉 区 ，开 放 大 厅 、会 议 室 等 场 所 ，让 公

共 资 源 得 到 最 大 化 利 用 ，让 群 众 尤 其 是 困 难 群

体有地方“蹭凉”，安度盛夏。

为 群 众 提 供“ 蹭 凉 ”场 所 ，彰 显 了 民 生 情

怀 。 高 温 之 下 ，一 些 低 收 入 群 体 家 中 没 有 装 空

调 ，一 些 户 外 工 作 者 缺 少 休 息 区 ，一 些 外 来 务 工

者 没 有 落 脚 点 。 有 了 公 共 纳 凉 区 ，就 能 为 他 们

消 暑 度 夏 提 供 保 障 。 同 时 ，住 在 同 一 个 公 共 纳

凉 区 附 近 的 居 民 聚 在 一 起 ，不 仅 可 增 进 邻 里 感

情，还可排遣寂寞，形成温馨和谐的社会氛围。

为 群 众 提 供“ 蹭 凉 ”场 所 ，拉 近 了 干 群 关

系。小小“蹭凉”点，架起“连心桥”。群众在“蹭

凉 ”中 ，通 过 近 距 离 接 触 政 府 部 门 ，可 以 增 进 对

政 府 工 作 的 理 解 ，增 加 对 政 府 部 门 的 信 任 和 支

持 。 同 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也 可 以 面 对 面 接 触 群

众，听民声、察民情，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

为 群 众 提 供“ 蹭 凉 ”场 所 ，体 现 了 政 府 自

信 。 机 关 单 位 开 放 纳 凉 的 同 时 ，也 将 自 己 的 工 作 置 于 群 众

视 线 之 内 ，增 加 了 工 作 的 透 明 度 ，这 是 对 自 身 工 作 作 风 的 一

次 自 我 测 试 。 如 果 心 中 缺 乏 能 让 群 众 满 意 的 底 气 ，或 自 感

还存在问题和不足，恐怕还真不敢轻易开放。

为群众提供“蹭凉”场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相关部

门 要 腾 场 地 、投 资 金 、添 人 手 ，会 给 单 位 管 理 带 来 一 定 压 力 ，

给财务支出增加一定负担，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强化公

共 服 务 意 识 。 各 地 应 将 人 防 工 程 、体 育 馆 、博 物 馆 等 场 所 开

放纳凉制度化 、常态化。同时，鼓励更多的公共场所、机关单

位以及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划定公共纳凉区，为群众提供更多

“蹭凉”场所，让群众清凉一夏，暖心一夏。这样的惠民便民举

措多一些，城市治理就会更好，社会更和谐，群众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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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慈善总会开展助学活动
本 报 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 实习生黄晶）近日，省慈善总会

联合江西·农商银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助学活动，这是连续第七

年开展该活动，将继续资助全省困难家庭高考优秀学子 2080名，

为每名受助学子一次性发放 5000元助学金。

此次活动的资助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省学籍的

2024 年高考学子；高考分数达到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特殊

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科目组 532 分、物理科目组 520 分）且录取

本科层次院校（不含军校、艺术、体育及免学费类考生）；低保户

（学生本人或父母亲享受低保）、脱贫户（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孤

儿。近年来，该项目已发放助学金 6210 万元，共资助 1.238 万名

困难家庭高考学子及中职学生入学就读。

马兰花创业培训讲师赛收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7 月 26 日，第四届马兰花全国

创业培训讲师大赛江西省分赛在南昌落幕。宜春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心理健康中心主任罗佳获“创办你的企业”（SYB）讲师

个人综合能力赛冠军，丰城市好业职业培训学校教师廖艺婷获

网络创业培训讲师个人综合能力赛冠军。

本次大赛设置“创办你的企业”讲师个人综合能力赛、网络

创业培训讲师个人综合能力赛和单项作品赛 3 个赛道，吸引了

全省各地的优秀创业培训讲师踊跃参与。

近年来，我省人社部门充分发挥马兰花创业培训项目品牌

引领作用，大力实施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目前，全省有马兰

花创业培训师 14 人、讲师 5928 人。不断壮大的创业培训师队伍

成为创业培训指导服务工作的一支生力军。近三年，我省组织

创业培训 1.3万余班次，培训创业学员 34万人次。

7.03亿元福彩公益金惠民生
本 报 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 实习生黄晶）7 月 29 日，江西省

福利彩票 2023 年责任彩票报告发布活动在南昌举行，活动面向

社会公开报告江西福彩 2023年责任彩票建设成果。

该报告是江西福彩自 2014年以来发布的第十份年度责任彩

票报告。2023 年，江西福彩销售福利彩票 40.63 亿元，同比增长

31%；筹集社会公益金 12.39亿元，为全省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

去年，我省累计使用彩票公益金 7.03 亿元支持社会福利

和公益事业发展。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1.09 亿元、省本

级 留 存 公 益 金 2.49 亿 元 、省 级 以 下 地 方 留 存 公 益 金 3.45 亿

元。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在福彩公益金的安排使用中，加强党

建引领，恪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宗旨，全面提升养老服

务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持续加强残疾人福利保障和儿童关

爱 保 护 ，不 断 巩 固 拓 展 殡 葬 改 革 和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进 一 步 彰

显福利彩票公益属性。

省委十五届六次全会强调，“要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扎实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工作”。今日起，本报推出“战高
温 保民生”系列报道，反映我省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战高温、斗酷暑，稳生产、保运转、保民生，用辛勤汗水换来经济
社会平稳有序运行的事迹，以及各地各部门强化防暑降温措施、利民惠民的做法。敬请关注。

无人机找到中暑患者
本 报 德 兴 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

近日，德兴市公安局黄柏派出所民辅警在

警用无人机的支持下，快速找到一名中暑

患者，使该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救命，有人在长田村晕倒了。”7月 21
日 17 时 许 ，黄 柏 派 出 所 的 电 话 突 然 响

起。当接警工作人员询问具体位置时，报

警人说他也不知道，是一个朋友打电话给

他，说了一句“身体不适”就不再说话了。

民警分析，报警人可能遇到紧急情况

需要救助，于是马上安排一组警力利用警

用无人机在长田村进行空中搜索，另一组

警力在长田路段进行寻找。

民辅警利用无人机的特点，迅速精准

发现长田粮站的地面上躺着一个人。仅

用 了 3 分 钟 ，路 面 民 辅 警 便 赶 到 长 田 粮

站。此时，躺在地上的男子面色苍白、呼

吸急促、意识模糊。

民辅警根据经验分析，认为该男子中

暑了，于是赶紧解开男子上衣，用湿毛巾

做物理降温，喂其服下药品。很快，120 急

救车赶到现场，对男子进行简单处理后，

送到医院救治。该男子已于 7 月 28 日康

复出院。

便民纳凉 清爽休憩

7 月 24 日 19 时，热度丝毫不退。记者

走进南昌地铁 2 号线翠苑路站，强劲的冷

气扑面而来。

在 该 站 大 厅 的“ 温 馨 纳 凉 区 ”，数 十

把椅子上坐满了人。南昌轨道交通集团

地 铁 大 厦 区 域 副 站 长 费 惠 告 诉 记 者 ，由

于 翠 苑 路 站 周 边 小 区 数 量 多 ，又 缺 乏 商

业 综 合 体 等 ，地 铁 站 就 成 了 市 民 们 重 要

的纳凉场所。

与往日一样，家住地中海阳光小区的

黄 阿 姨 吃 完 晚 饭 ，便 带 着 小 孙 女 来 此 纳

凉。“孩子放暑假了，白天基本在家里吹空

调，傍晚我就带着出来透透气，步行几分钟

就到了地铁站。这里很凉快，还有椅子和

便民设施，非常贴心，我一般都要坐到晚上

九点才回家。”

记者看到，翠苑路站“温馨纳凉区”由

伸缩带合围而成，除了座椅，还有“夏日清

凉包”和“便民百宝箱”，包含风油精、人丹、

藿香正气水、清凉油，以及针线、手摇扇等

物品，基本能满足市民需求。

据了解，南昌地铁已在 4 条线路 28 个

站点设立了“温馨纳凉区”，比去年新增 4
个站点。“包括翠苑路站在内的好几个站

点，高峰期有 100 多人同时纳凉，其他站点

也有三四十人。”费惠说。

阳光寄存 放心出行
扫码、选择对应号码、打开柜门……20

时，在八一广场站“阳光寄存”区，来自安徽

的旅游“特种兵”张诚和同学取出行李，准

备乘上开往南昌西站的地铁。

“今天是我们来南昌旅游的最后一天，

中午退房后，我们就把行李存放在这，继续

轻装游玩。南昌地铁的这项服务，真是为

游客解决了难题。”张诚赞道。

来自广西的大学生小吴同样在八一广

场站使用免费寄存柜。“我前两天来南昌看

演唱会，今天晚上回家。在网上看到南昌

地铁有免费寄存服务，我就体验了一下，真

的非常方便。”

为进一步减轻游客负担，有针对性地

缓解游客因携带行李过多而导致出行不便

的问题，去年 10 月，南昌地铁在 7 个游客停

留较多的车站设置“阳光寄存”点，为游客

提供行李免费寄存服务。今年 5 月 1 日，

“阳光寄存”站点增加至 9 个，服务也进一

步升级，秋水广场站、滕王阁站、万寿宫站、

八一馆站、八一广场站、南昌火车站由原来

的人工免费寄存转变为行李柜免费自助寄

存。游客只需按照指示图，通过扫码方式

将行李放入柜格中，即可完成行李寄存。

“考虑到游客的不同需求，自助寄存柜

设置了不同尺寸的柜格。以八一广场站为

例，设有两个存放区，共计 58 个柜格，每天

都有上百人次使用。遇上节假日，我们同

步施划人工寄存区，更好地满足游客存放

需求。”费惠说。

免费乘车 多元服务
一番采访后，已近 21 时。在艾溪湖东

站，记者发现有不少人等待进站。“再过几分

钟就可以免费乘车了。”市民黄先生笑着说。

黄先生口中的“优惠政策”，是南昌地

铁为进一步发挥地铁骨干交通作用，助力

南昌夜间经济发展及城市形象传播，于 7
月 1 日至 10 月 8 日开展的为期 100 天的夏

夜免费乘车活动。活动期间，每日 21 时后

至运营结束，乘客可凭“鹭鹭行”乘车码，免

费乘坐地铁。

据统计，截至 7 月 24 日，已有 278.06 万

人次享受到了南昌地铁免费乘车优惠。“作

为一个广州人，我感受到了南昌的满满诚

意”“那天我从八一广场坐地铁回酒店，竟

然是免费的，太意外了”……在某社交平

台，网友们的留言获得了不少点赞。

“近年来，我们不断升级便民服务，陆续

推出了10分钟内同站进出免费服务、爱心预

约服务等，不仅让乘客有幸福感，也给外地

游客留下了温馨的城市印象。”南昌轨道交

通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南昌地铁将根据乘

客需求，以更优质的服务展示城市温度。

“你不要听到一点传言就心慌发脾气，

你要是对丈夫动不动发脾气，实际上是把

他从你身边推开。”7 月 29 日，记者走进龙

南市“围屋妈妈”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

室，看见“围屋妈妈”志愿者正在开解因家

庭矛盾前来求助的李女士。

龙南市以其独特的围屋文化闻名遐

迩，而今，在这片充满历史韵味的土地上，

一支“围屋妈妈”志愿服务队，在龙南市委

政法委和龙南市妇联的牵头指导下，成为

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股温暖力量。

家庭琐事、邻里纠纷，看似平凡小事，

却关系着群众的家庭幸福。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这么一起案例：80 多岁的张奶奶因

家庭矛盾，来到“围屋妈妈”服务站寻求帮

助。张奶奶的女儿身体瘫痪，日常照护成

为家庭的一大难题。张奶奶与女婿因看护

方式、生活琐事等多次发生争执，家庭关系

非常紧张。

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围屋妈妈”调解

员迅速行动，深入社区，向居委会及周围人

员和张奶奶的女婿详细了解情况。

“遇到此类问题，我们会利用自己生活

中的经验，想些简单又管用的办法来帮他

们解决问题。”“围屋妈妈”巾帼志愿者协会

会长刘春秀说。调解员用了半年时间，前

后进行了 30 余次调解。她们共情共理，让

张奶奶和女婿充分表达诉求，引导双方换

位思考，理解对方的难处。

经过不懈努力，在调解员的见证下，张

奶奶与女婿达成了一致，张奶奶承诺不再

过多干涉女婿照顾女儿的事宜，而女婿也

同意请护工，并每天抽时间护理妻子。

“非常感谢‘围屋妈妈’，帮助我们解决

了困扰已久的难题。”张奶奶的女婿陈先生

激动地说，“现在家庭氛围好多了，妻子也

得到了更好的照顾。”

高中生小雪（化名）在父母离婚后，与

远嫁外地的母亲廖女士关系疏远。得知此

事后，“围屋妈妈”主动上门，用点滴关怀滋

润小雪的心田。“现在我打电话给孩子，孩

子会接，也会主动与我联系沟通，太谢谢你

们了。”廖女士感激地说，“‘围屋妈妈’不仅

帮助我的孩子健康成长，也让我们母女之

间的关系得到了修复。”

“围屋妈妈”巾帼志愿者团队作为龙南

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品牌，不仅解决了

许多家庭的实际问题，更成为该市的一张

亮丽名片。该服务队已覆盖全市 107 个社

区（村），成员总数超过 1700人。

“围屋妈妈”们还积极参与政策法规宣

讲、父母课堂、普法宣传等活动，提高妇女

群众的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

“‘围屋妈妈’凭借女性独有的细腻情

感与亲和力，洞察矛盾，调解纠纷，成为基

层治理中的一道坚强防线。”龙南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钟思勇感慨道。“围屋妈妈”

的身影遍布城乡，影响力日益增强。她们

不仅是乡村社区的“情感纽带”和妇女群众

的“守护者”，更是确保矛盾就地解决、维护

社 会 平 安 稳 定 、风 险 有 效 控 制 的 重 要 力

量。今年以来，“围屋妈妈”志愿服务团队

已化解矛盾纠纷 50余起。

眼下，正是早稻收购高峰期。7 月 29
日下午，位于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央

储备粮南昌直属库有限公司大门口，却不

见往年农民排长龙卖粮的场景。

“ 直 属 库 收 购 的 早 稻 价 格 高 于 托 市

价，我们愿意将粮食卖到这里。”15 时 30
分许，南昌市新建区铁河乡种粮大户方先

梨，如约拉来一车早稻，“现在不用排队，

前一天约好几点，我们估摸着时间过来，

不像以前大家扎堆来卖粮，在太阳下排长

队，堵塞交通，甚至因插队引发纠纷。”

在大门口的中储粮南昌直属库党员

先锋岗，志愿者见到卖粮车驶来，主动上

前用手机扫了方先梨在“惠三农”手机软

件预约的二维码，排队编号、手机号等信

息一目了然。核对信息后，志愿者给方先

梨发放了售粮“一卡通”和入库车辆编号

牌。记者看到，入库车辆编号牌背面，是

中储粮南昌直属库库区平面图。方先梨

驾车按照指示箭头，很快找到称重处，扦

样和称重。

中储粮南昌直属库轮换购销科业务

员梅琨说，“惠三农”今年正式在该库投入

使用，农民卖粮可线上提前预约，做到分

时段卖粮。梅琨点开“惠三农”介绍，“售

粮预约、现场签到、排队预览等功能一应

俱 全 ，农 民 可 在 线 预 约 距 离 最 近 的 售 粮

点，随时查看库点最新公告。”

在 称 重 处 ，方 先 梨 拉 来 的 粮 食 称 重

后 ，粮 食 智 能 扦 检 控 制 系 统 的 机 械 臂 插

入粮堆自动取样。“扦样是对粮食取样质

检 ，以 前 需 要 工 作人员爬上卖粮车用工

具取样，时间长、效率低。现在机械化作

业，粮食样本随管道被送入检验间，在保

证扦检质量的前提下，效率高，减少农户

等待时间。”左艳云在扦检岗位上工作了

30 多年，她说，人工扦样加质检要四五十

分 钟 ，今 年 建 好 了 粮 食 智 能 扦 检 控 制 系

统，只要 20 分钟就能完成筛分、缩分、质

检等 10 道工序。

完成称重和扦样，方先梨来到客户服

务中心，这里已有四五个人在吹着空调刷

手机。客户服务中心有二三十个座位，桌

上摆着饮用水、防暑药品，在“党员便民服

务台”，卖粮农民还可免费领取面包、牛

奶、蛋糕。在这里，同样来自新建区的种

粮大户万国平已经打了个盹，一睁开眼，

他 在 自 助 查 询 一 体 机 刷 了 刷 售 粮“一 卡

通”，他家的粮食重量、品种、检验结果一

一呈现。一体机通知他前往 27 仓房卸粮，

他喝下一碗免费的绿豆汤，便赶往 27 仓

房，“往年我们要在门口等广播通知质检

结果，现在坐空调房自助查询。以前一天

只能卖一车粮，现在效率高，一天至少能

卖两车粮。”

中储粮南昌直属库副总经理孙传祥

说，通过预约售粮、智能扦检等科技服务手

段，农民实现“指尖卖粮”，少排队、快售

粮。目前，今年该库的早稻收购计划已完

成七成。

“围屋妈妈”走出小家助大家

炎炎夏日炎炎夏日，，南昌地铁推出便民纳凉南昌地铁推出便民纳凉、、免费寄存等温馨服务免费寄存等温馨服务——

幸福地铁站幸福地铁站

开 栏 的 话

战战 保保民生民生高温高温

夏夜，南昌翠苑路地铁站内有许多市民前来纳凉。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摄

“围屋妈妈”正在调解家庭矛盾。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