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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在绿水青山的风景里，记者驱车沿着盘山

公路前行，只见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登天湖山顶、观

云海星辰、看草甸日出、听泉水叮咚。“我们是从北京来江

西游玩，已经在这里住了 10 天。”游客李先生一行 7 人对天

湖山情有独钟，称“来了不想走”。

天湖山位于泰和县水槎乡境内，海拔 1152.9 米，因高

山出平湖，故得名天湖山，素有“井冈山下小井冈”“泰和境

内小庐山”之美称。

峡谷仙居民宿位于半山腰、峡谷旁，鸟语花香、空气清

新、潺潺水声不断。过去，这里是泰和县林业局下属的林

场老工区旧址，为了盘活闲置资源，水槎乡西阳山畲族村

等 4 个村集体出资 100 多万元，将其打造成高端民宿，并于

今年 5 月试营业。“我们还没对外宣传，客房就经常被预订

一空。”说起火爆的原因，民宿主理人张海涛表示，这里远

离城市喧嚣，游客不仅能够领略峡谷风光、溯溪捕鱼、湖心

泛舟，还可以白天在林间休歇乘凉、聊天、品茶，晚上仰望

星空，“捕捉”浩瀚星辰。

相比峡谷仙居民宿主推自然风光，西阳山畲族村村民

沙宗平经营的民宿饭店则打出“民族文化牌”。作为居住

在半山腰的当地村民，他不仅会制作土蜂酒，还会制作擂

茶、糍粑等畲族美食。为了让游客开怀畅饮，沙宗平等村

民会唱起应景的祝酒歌，跳起民族舞蹈，来上一段独具水

槎特色的竹笛表演，引得现场游客掌声不断、连连叫好，情

不自禁地端起美酒，一杯接着一杯干。沙宗平表示，近几

个月，他的民宿饭店每月平均收入超 8万元。

水槎乡党委书记李英介绍，近几年，该乡依托绿色生

态优势，启动天湖山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建设项目，全方

位规划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导入民宿、餐饮、购物、体验等

旅游业态，打造“云上天湖，生态水槎”文化 IP，持续举办天

湖山映山红文化节、云上摩旅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让天湖

山声名鹊起。特别是该乡把畲族“蓝”融入旅游发展中焕

发乡村振兴活力，持续举办“畲吃品、水槎味”美食大赛，

“署包米果”“洋姜片”“青钱柳茶”等美食让游客流连忘

返。同时，建设畲族民俗文化馆、畲族特色村寨、畲族大戏

台让游客驻足停留，畲族竹竿舞互动、畬乡竹笛表演，更让

游客沉醉其中，大大提升了水槎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

以前，沙宗平的侄子沙斌在外务工，看到叔叔在老家

赚得盆满钵满，沙斌决定回乡创业，在天湖山“网红潭”开

了一家土特产超市，并搞起了生态烧烤。工作之外，沙斌

还热衷于摄影，通过短视频平台宣传家乡的风景和民族文

化，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红”。

李英表示，水槎乡现有四和、水槎、西阳山、坑西 4 个

畲族村，人口 3747 人。依托天湖山的良好生态环境和资

源，正按照“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发展模式，打造民族特色

村寨景观，大力发展四和畲族村莲子、优质水稻种植业，水

槎畲族村的特色葡萄、中药材种植业，西阳山畲族村的蜜

蜂养殖、茶叶种植业，坑西畲族村的高产油茶、优质水稻育

种等产业。截至目前，4 个少数民族村村集体收入均超 15
万元，其中坑西畲族村达 50 万元。“我们坚持发展全域旅

游，整体规划，正在探索多方共建、业态融合、发展共享，群

众共富之路。”李英说。

登临天湖山 醉情畲乡里
——泰和县水槎乡文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实习生 符媛爱 肖 琰

“现在工人作业时间是多久，有没有备足防中暑药

品？”“安全帽一定要正确佩戴，千万不能因为天气炎热

就应付了事。”8月 6日，南昌市东湖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到辖区内的悦文华小

区项目施工现场进行高温天气作业安全检查。

此时已近 11 时，烈日炎炎，工地上空无一人。“现在

工人已经下班。”项目安全监理邹建文说，“高温期间，我

们调整了工人作业时间。现场设有凉茶亭，免费为工人

提供菊花茶、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饮品。”

“一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休

息时间、减轻劳动强度。”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正叮嘱道，

“ 要 预 防 职 业 性 中 暑 事 故 ，保 障 一 线 施 工 人 员 身 体 健

康。”其间，执法大队还重点检查了项目工地消防设施是

否完备、楼内电梯井防护是否牢固、特种作业人员是否

持证上岗等，并要求施工单位加强高温天气作业人员安

全培训，做好高处作业人员安全防护。

随后，执法大队来到位于洪都北大道的南昌富昌石

油燃气有限公司加油站。在检查了加油站的安全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及加油机等情况后，刘正询问加油站站

长：“现在卸油作业是什么时候进行？”“都是在早上和傍

晚进行，避免高温时段。”站长答道，“近期天气持续高温

炎热，我们每天都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这是东湖区积极做好夏季安全生产工作，守护高温

下城市安全的生动场景。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刘君洁

表示，为确保高温下各行业的安全生产，该局及时关注

高温天气变化，根据高温天气期间安全生产特点，针对

性下发燃气、消防、户外作业、建筑施工等方面的安全生

产风险警示和工作提示。加大检查力度，每周组织执法

检查组，深入辖区危化品、工贸等企业车间，开展安全生

产检查。针对高温天气易引发设备过热、火灾等问题，

重点检查企业的消防设施、通风降温设备、电器电路铺

设及易燃易爆物品存储等关键部位。

为提升辖区内经营场所安全管理水平，东湖区各属

地组织应急专干深入沿街经营场所，重点检查场所内灭

火器的配置是否齐全有效、燃气报警器是否安装到位并

正常运行等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应急专干现场提出

整改意见，并督促负责人整改，确保安全隐患得到及时

消除。应急专干还向场所经营者及员工发放消防安全

宣传资料，详细讲解日常防火知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

以及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注意事项。

为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东湖区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先后联合消防、住建、城管、市场监管

等部门，聚焦电动车全链条安全管理、冷库全链条安全

管理、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实地查看工

作落实情况。特别是针对高温期间的重点隐患和突出

问题，建立详细整改台账，并定期回访复查，确保整改到

位。此外，针对不同行业和岗位特点，设计培训课程，确

保员工掌握实用的安全知识和技能。

致富不忘桑梓 捐资关爱学子
吴国庆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

“情深似海系学子，济困扶危助栋梁。”8 月 11 日，刚刚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浮梁学子李水军，第一时间来到景

德镇恒通驾校，将一面锦旗送到驾校负责人方志华的手

上，感谢他多年来给予的帮助。

李水军是浮梁县湘湖镇北安村人，2013 年 8 月，其父不

幸去世。当时，李水军只有 8 岁，家中还有弟弟和妹妹，母

亲有智力障碍，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大伯照顾。偶然得知李

水军一家人面临的窘境后，方志华决定捐助李水军及其弟

妹求学，至今已有 11年。

今年 50 岁的方志华，是湘湖镇古田村人。2003 年，从

国有企业辞职创业收获第一桶金后，热心公益的方志华走

上了捐资助学的道路。20 多年来，方志华已资助 12 名家庭

困难的学子。其中，有 5 人考上了厦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等知名高校。

“致富不忘桑梓，回馈家乡义不容辞。我会继续关爱

困难群体，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人。”方志华说。

新干设立教育发展基金奖教助学
本报新干讯 （全媒体记者李歆 通讯员徐紫燕）“我捐

100 元”“我捐 50 元”……近日，新干县“七彩桥”爱心助力新

干教育捐助活动现场，社区党员干部积极带头捐款，群众

纷纷响应加入慈善捐助的队伍。当天，新干青铜教育发展

基金联合“七彩桥”志愿服务品牌，在 9 个社区举行“七彩

桥”爱心助力新干教育捐助活动。

爱心汇聚，温暖传递。新干青铜教育发展基金由新干

县工商联、县教体局、县红十字会联合发起成立，旨在为新

干教育事业汇聚发展力量，将广大乡贤和社会爱心人士的

教育捐赠资金有效整合、高效应用。本次捐助活动共发动

党员干部、市民群众 1000 余人，筹集善款 6万余元。截至目

前，该发展基金已收到捐款 80 余万元，所筹善款将全部用

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敬业奉献的教师、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的孩子、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守护高温下的城市安全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文/图

战战 保保民生民生高温高温

执法队员检查工地消防设施。

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7月 24日，崇义县扬眉镇卫生院院长刘忠园简单吃

过早餐，就穿上白大褂，赶往卫生院，给村民把脉问诊。

1986 年，刘忠园成为一名中医学徒工。此后，他在

赣州卫校进修，并跟随知名中医医师学习。学有所成

后，刘忠园回到家乡，服务乡亲，至今已行医 38 载，崇义

县丰洲乡、思顺乡、过埠镇、扬眉镇等地都留下了他的

足迹。不论在哪里工作，他都用心用情治病救人。

2010 年，思顺乡齐云山村的郭某采蘑菇时不慎跌

下山崖，时任思顺乡卫生院院长的刘忠园得知后，立即

和同事驱车赶往现场。现场地形复杂，车辆无法驶入，

刘忠园便和同事一起，带着急救包和担架，徒步赶到事

发现场。发现郭某时，他浑身是血，陷入昏迷。刘忠园

立即对郭某展开救治，让郭某转危为安。

在刘忠园的行医生涯中，像这样治病救人的例子

还有很多。“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看着患者

恢复健康，我很有成就感。”刘忠园说。

“传承中医文化，要从培养人才做起。”刘忠园说。

近年来，他将中医临床实践案例融入课堂教学，深奥难

懂的知识，在他的讲解下变得通俗易懂。他培养了 400
余名学生，收了 40 余名徒弟。如今，刘忠园仍坚持每日

坐堂问诊，大余、遂川、郴州等地的病人时常慕名而来，

找他看病。

退役不褪色
陈 旻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在部队，他是副团级干部；退役后，他选择自主择

业，先后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和网格员，在平凡的岗位

上书写退役军人的忠诚与担当。他就是宜春市袁州区

秀江街道高士社区网格员熊厚礼。

61 岁的熊厚礼身板笔挺，眼神坚毅。2002 年，熊厚

礼转业，告别军营。次年 1月，他选择自主择业，来到高

士社区报到。

当时，嘉禾居小区治安不太理想。熊厚礼向公安

机关反映，又找到社区居委会，牵头组织了一支义务巡

逻队。他们戴上红袖章、打着手电筒，坚持深夜巡逻，

守护万家灯火。

高 士 社 区 干 部 人 数 少 事 情 多 ，经 常 忙 得 不 可 开

交。熊厚礼只要有空，就会到社区帮忙，提供政策咨

询、引导居民办事……哪里有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

成为社区最热心的志愿者。

2009 年 4 月，熊厚礼忽感身体不适，经检查发现患

有恶性肿瘤。治疗期间，闲不下来的熊厚礼依旧在社

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说：“只要居民有需要，我就

要力所能及提供好服务。”2013 年，高士社区招聘网格

员。“我来！”熊厚礼报名应聘，成为社区网格员。

在小区当过楼栋长，在社区当过网格员，在老兵宣

讲团当宣讲员……“我是社区的‘万金油’，各项工作都

协助过。”社区网格员一干就是 11年。

积极配合治疗，乐观而充实地生活。熊厚礼在高

士社区成立“厚礼工作室”，为居民提供矛盾纠纷调解、

就业创业指导、关爱“一老一小”等志愿服务。近年来，

熊厚礼先后获评“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江西“最美

退役军人”和“江西好人”“江西省劳动模范”等。

老旧小区改造惠民生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以前道路坑坑洼洼，车

辆乱停乱放，电线乱搭，存在不少安全隐患。经过改造后，道

路干净平整，房屋立面焕然一新，停车井然有序，我们住得舒

心多了。”近日，南昌市青云谱区洪纺社区居民杨德明谈起小

区的变化，赞不绝口。

今年以来，青云谱区整合各类资源，发挥志愿服务力量，

围绕路面硬化、合理停车、立面改造等群众关心的问题，深入

老旧小区征求意见，推动改造更加贴民心、顺民意。同时，紧

密结合城市管理提升行动，大力开展私搭乱建整治，进一步

营造和谐美好的社区环境，做到老旧小区改造与城市管理

“两不误”。今年，青云谱区将投入 3.79 亿元改造 16 个老旧小

区，惠及 6201个家庭，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月 15 日，在赣江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段，成群白鹭翩跹而至，它们在此觅食、嬉戏、栖息，呈现一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生态画卷。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和谐共处

8 月 14 日，俯瞰即将投入使用的赣江新区南师附小星海

湖校区。该校区是新区进一步完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重

点民生工程，经过 3 年建设，将于今年秋季新学期投入使用。

通讯员 袁 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