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7 日，正值立秋，20 对新人在鹰潭市余江区体育馆举行集体婚礼，喜

迎七夕节。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桐摄

▲8 月 10 日，万载县“向幸福出发”崇德尚俭为爱减负移风易俗倡新风七

夕集体婚礼，在万载古城绿荫公祠广场举行，25 对新人穿戴传统婚礼服饰，

通过巡游古城、宣读文明婚礼誓言等仪式，弘扬节俭办婚、勤俭持家的文明新

风尚。 特约通讯员 邓龙华摄

集体婚礼树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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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舒海军）8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培训班在南昌举办。本次培训由农业农

村部组织，来自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部门

的相关人员参加了培训，我省就防止返贫监测帮扶系统建设

情况作经验交流。

据了解，我省通过打破部门数据共享壁垒，强化数据赋

能，创新打造覆盖全体农户的防止返贫监测帮扶系统。目前

该系统覆盖全省 900多万户农户，通过共享教育、医保、住建等

13 个相关部门 44 项数据，构建智能预警模型，实现“农户画

像”“区域画像”“工作画像”功能，变“人找人”为“数据找人”，

减轻了基层负担，有效促进了全面监测、及时预警、精准帮扶。

全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帮扶培训班在南昌举办

本报永修讯 （全媒体记者周亚婧）8 月 10 日，2024 年全

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情满赣鄱·向幸福

出发”——江西省移风易俗集体婚礼暨文艺节目展演活动在

永修县举行，全省 100 对新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向幸福出

发，向美好出发。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小青启动活

动，并为新人证婚。

“情满赣鄱·向幸福出发”——江西省移风易俗集体婚礼

暨文艺节目展演活动，是 2024 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

题文化活动 6 个示范活动之一，是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

风的重要举措，对弘扬正确的婚恋观、倡树文明好风尚具有

重要作用。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三年专

项行动，挖掘运用七夕文化资源，通过举办集体婚礼，开展

“新时代 新风尚”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巡演，推选评议移风易

俗“五个 100”先进典型等方式，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高价

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不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

推进移风易俗乡风文明是一项系统工程。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我省各地各部门将统筹施策，同向发力，持续改进创

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充分发挥集体婚礼、

文艺节目展演的示范效应，不断推动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

取得新成效。

全省移风易俗集体婚礼
暨文艺节目展演活动举行
卢小青启动活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朱晨欣）8月 8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

悉：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建设和管理，优化法

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机制，省司法厅聘任省内律所的 57
名律师担任首批江西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专家律师，标

志着江西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专家库正式组建成立。

据悉，评估专家律师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全省法律援助案

件质量评估标准的制定、修改工作，参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评估活动，推荐参与全国性、全省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

的各类交流、学习、培训活动，参与重大、疑难复杂法律援助

案件的研讨以及其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建设工作。专家库

的成立，有利于持续提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效，推动全省

法律援助工作高质量发展。

我省组建法律援助案件
质量评估专家库
共聘任57名律师为首批专家

连四纸因其历经千年而不变色，是古代印刷重要文献

和创作书画作品的好材料，其产地铅山县陈坊乡因此被

誉为“中国寿纸之乡”。近年来，不少购纸商来到当地寻

纸时发现，竟然还有一种适合古籍修复的纸张受到古籍

善本修复专家的青睐，它就是陈坊乡恢复技艺得以重生的

毛太纸。

近日，记者来到陈坊乡毛太纸传统手工纸坊采访。纸

坊负责人汪玲玲说：“毛太纸并不是一种新纸，古已有之。

不少人认为它是连四纸的衍生品，事实并非如此。在铅山

造纸史上，毛太纸早已久负盛名。”

南宋时期的《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

二”章节中记载：“……所产纸岁以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

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沿其名不绝。”这是关于毛太纸的

最早记录。该书还记载毛太纸所著《虞乡杂记》《隐湖小

志》《宋词选》等古籍数百卷。汪玲玲介绍，随着机器造纸

技术的发展，产能不足、成本太高的毛太纸一度退出历史

舞台。

随 着 我 国 对 文 物 保 护 日 益 重 视 ，古 籍 修 复 数 量 巨

大，因此对适合古籍修复的纸张需求量也不断增多。“毛

太纸颜色淡黄如旧，恰恰满足了古籍修复修旧如旧的要

求。此外，它的吸水性强、更轻薄，比市面上其他纸张更

适合用于古籍修复。”在市场的推动下，汪玲玲和连四纸

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冯清静决定重新挖掘、整理毛太纸

传统制纸技艺。

她们走访老艺人、寻找造纸器物、整理制作工序……

经过反复实验后，于 2020 年投入试产。“夏天，焙纸师傅在

高温下作业；冬天，抄纸师傅的手需长时间浸泡在水里……

从小满节气选嫩竹，经过山泉浸泡，再经过发酵、蒸煮、捶

竹丝、手工抄造、烘焙等六十余道工序，前后花费近一年时

间才能完成。”汪玲玲道出了造出一张好纸的不易。

恢复生产后，毛太纸多次参加文博会等省内外文化活

动，吸引了各方的注意，他们纷纷向毛太纸抛出“橄榄枝”，

其中不乏重大古籍修复项目。“吴煦档案”作为研究晚清时

期江南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属于国宝

级档案。为了修复这套档案，修复团队来到铅山县选纸，

经过多重筛选，最终选定毛太纸作为修复用纸。

近年来，毛太纸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国国家版本馆、

浙江图书馆、云南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纷纷发来采

购订单。为提高毛太纸的品质和产量，2023 年 2 月，在当

地政府的支持下，汪玲玲、冯清静等在陈坊乡翁溪村投资

建设 2000 平方米的传统手工纸坊，同年，毛太纸制作技艺

被列入上饶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汪玲玲也

由此成为上饶市毛太纸制作技艺传承人。

纸翻新页 技传千年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曾悦之 实习生 杨雅雯

纸坊工人正在“捶竹丝”。本报全媒体记者 曾悦之摄

8 月 9 日，樟树市中洲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走进中洲社

区，陪孩子们读书、下棋等，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享

受暑假生活。 通讯员 彭博展摄

（上接第 1版）武宁县成功搭建了一个国际

交流平台，促进了国内外体育的交流与合

作。“今年 3 月，2024 年 ITF 国际网联世界

青少年 U18 网球巡回赛武宁站在武宁国

际网球中心开赛，吸引国内外 200 余名青

少年网球运动员报名参加，同时带来了家

长、教练、观众和游客 3000 余人次。”武宁

县教体局局长施月清介绍，赛事经济已经

成为推动武宁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之一，不仅直接拉动了体育旅游、住宿

餐饮、交通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增长，

还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服务水

平的提升。

教育先行，培养网球后备人才。网球

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青少年后备人

才的培养。从 2022 年开始，武宁县实施体

育 特 长 生 招 生 政 策 并 向 网 球 运 动 倾 斜 。

在中考招生中按一定比例招收培养网球

特长生，现有多名特长生考取浙江大学、

南昌大学、武汉体育学院等高校。与武宁

国际网球中心一路之隔，一座占地 320 亩

的武宁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即将在 9 月投

入使用。“我校与武宁国际网球中心联合

开办网球专业班，定向培养网球运动员和

教练员、裁判员，现已培养 60 多名网球专

业学生，今年准备招 100 人。”该校副校长

余勇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武宁县共有 1.3
万余名中小学生接受网球训练，200 余人

成长为网球专业人才，中心学员在全国各

类网球赛事中获得冠军 104个。

武宁一“网”情深打造“一县一品”新名片

（上接第 1版）常态化开展“饶有信去·百姓舞台”活动，举办承

办中国杯赛艇城市冲刺赛、中华小吃文化节、网红音乐会、年

货节等高端体育赛事和文旅活动，在重大节假日期间投放消

费券引流旺市，持续擦亮“饶有信去”品牌。结合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完善社区建设，加快培育社区商业服务功能，发展托

老养生、生鲜超市、信息服务、便民服务等业态，打造城市“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大力推进“饶城百巷”文化提升项目，打

造万力时代、广平中路、抗建社区三处“放心消费示范街区”；

统筹推进“转角遇见爱”全覆盖行动，持续营造城市的诗意、

画意与浪漫。去年，全区国内电商网络零售总额超 29 亿元，

位列上饶市第一。

优化营商环境，利企便民助民。信州区着力提高营商环

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质效，出台《信州区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行动方案》，明确 27 项重点任务、五大重点行动、99
项具体举措。同时，积极推进“开店一件事”改革，优化开店

审批事项办理内容 43 项，30 个事项实现限时办结，并将办

理公共卫生许可证、消防合格许可证所需的 12 个申报材料

纳入容缺内容，提高办理效率。该区还将群众办事频次较

高的事项纳入上饶市涉企证照类“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缩

减办事时长，实现企业设立、变更、注销、迁入业务半天办结

率达 99%。

信州区兴城旺市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营商环境的新优势这样塑造
（上接第 1版）

金融助力，推动优质企业扎根

2004 年底，从湖北老家带着 5 万元资

金来赣创业的易学文，在西湖区创办南昌

市诚雅贸易有限公司，经过 20 年的打拼，

将一家小规模的眼镜批发部发展成为经

销知名品牌太阳镜、光学架、老花镜的优

质企业。

“区里优质的金融助企服务，是我们

不断发展壮大的有力保障。”回顾创业历

程，易学文深有感触地说，由于资金匮乏，

公司年营业额一度无法突破 200 万元。近

些年得益于融资门槛低、贷款利息低、放

款速度快的“财园信贷通”政策，公司每年

申请到 300 多万元贷款，去年营业额达到

3000 万元，业务范围也从眼镜经销扩展到

镜片生产。

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让易学文在西

湖区扎下了根，“我们计划把分公司也设

在 西 湖 区 ，因 为 这 里 优 质 高 效 的 营 商 环

境，是企业发展的及时雨和加速器。”

哪 里 的 发 展 环 境 好 、营 商 环 境 优 ，

企 业 就 往 哪 里 聚 。 去 年 以 来 ，西 湖 区 以

要 素 强 保 障 ，搭 建 精 准 化 对 接 平 台 ，常

态 化 联 合 金 融 协 会 会 员 单 位 ，主 动 对 接

有 融 资 需 求 的 企 业 ，根 据 企 业 实际需求

有 针 对 性 地 匹 配 银 行 信 贷 产 品 ，并 对 企

业和银行机构信贷对接情况进行跟踪服

务 ，开 展 多 层 次 、立 体 化 政 银 企 对 接 活

动，提升银企对接的便捷性、精准度和成

功率。

瞄准文旅资源丰富、服务业发达和中

小微企业多等特点，西湖区设立便捷化金

融驿站，大力推进区普惠金融服务中心、

首贷续贷中心和万寿宫、绳金塔历史文化

街区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创新推出“旧

改贷”“街区贷”等金融产品，紧盯个体工

商户、小微企业贷款难这一薄弱环节，深

耕普惠金融领域，加强改进金融服务，打

造普惠金融创新示范园区。今年以来，该

区已授信“财园信贷通”7335 万元，举办产

融对接会 9场。

政务服务，促进优势产业发展

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走进西湖

区市民中心，功能齐全、宽敞明亮的环境

让人眼前一亮，咨询导办区、自助服务区、

窗口服务区、求职招聘区等区域人头攒动

却井然有序。目前，这个总面积 1.5万平方

米的政务服务大厅已开设 80 余个服务窗

口 ，进 驻 1365 项 政 务 服 务 和 企 业 服 务 事

项，日均进厅人流量 1400 人次，受理业务

1143 件次，窗口单个事项办理平均时长不

到 5分钟。

政 务 服 务 窗 口 ，是 营 商 环 境 的 试 金

石，直接反映市场经营主体的获得感。西

湖区依托南昌市“四级一体”政务服务平

台，组织各单位在南昌市事项管理系统中

认领区本级政务服务事项，所有事项网上

可办率 100%，全程网办率 95%。同时，将

政 务 大 厅 医 保 、社 保 专 窗 全 部 纳 入 综 合

窗，完成“大综窗”改革，实现“前台综合受

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办理模

式全覆盖。

围绕打造富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做大

做强优势产业，西湖区将“家”的理念融入

政务服务，聚焦“1269”行动计划和“2+4+
X”产业发展体系，借助街道、社区“5+2 就

业之家”网点和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搜集

信息+人岗匹配+跟踪服务”全流程服务

模式，推动涉企服务资源更集中、渠道更

顺畅、服务更高效。今年以来，西湖区就

业平台企业岗位招聘数达 914 个，就业之

家 平 台 企 业 注 册 数 562 个 ；开 展 就 业 技

能 培 训 29 期 1325 人 次 、创 业 培 训 21 期

611 人 次 ；建 成 具 有 服 务 功 能 的 零 工 驿

站 9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