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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先烈赓续红色血脉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钱慧谦）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近

日，南昌市青山湖区上海路街道塔北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参观

谢埠之战纪念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文明

实践活动。

纪念馆中，一段段弥足珍贵的文字、一幅幅泛黄的历史

照片，重现先烈们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壮举，让参观者

感 受 到 先 烈 们 坚 如 磐 石 的 革 命 信 仰 和 至 死 不 渝 的 坚 定 信

念。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珍惜来之不

易的美好生活。

婺源创新推行微网格禁毒
本报婺源讯 （通讯员余非）今年以来，婺源县禁毒委以

深化赣鄱百日缉毒专项行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系列专

项攻势为抓手，深化禁毒要素融入社区网格治理，着力构建

禁毒管控新格局。

婺源县禁毒委将全县易滋生毒品场所划分为 269 个微网

格，由辅警和社区工作人员划片包干，禁毒义工配合，通过日

常管控全面采集信息。对各网格内重点涉毒人员逐人“发

检”并纳入综治网格 E 通系统，建立网上举报平台，配套奖励

机制，今年已查获吸毒人员 13 名。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企业

常态化走访检查，逐一签订治安责任书，对 KTV、酒吧、旅馆

等场所开展定期治安清查。在网格中开展多种宣传活动，提

升群众识毒、拒毒、防毒意识能力。

峡江发展水上运输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

本报峡江讯 （全媒体记者李歆）“以运输至南昌为例，公

路运输成本为每吨 150 元，铁路运输成本为每吨 60元，而水路

运输成本仅为每吨 20 元，水路运输较其他两种运输方式具有

明显的成本优势……”近日，走进峡江县王家货运码头建设

现场，项目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今年以来，峡江县以水运经济发展为突破口，充分发挥

水运成本低、运能大、环保等优势，全力以赴打好水运经济高

质量发展攻坚战。该县加快构建以赣江中游生态经济带规

划为统领、以沿江临港产业为依托、以现代化港口码头为枢

纽的水运经济发展体系，以码头建设为突破口，建设总投资

约 9000 万元的王家货运码头（一期）项目，包含 2000 吨级通用

泊位 1个，设计通过能力为 300 万吨/年。同时，实施连接王家

货运码头与 S219 省道的疏港公路建设，实现港区与河西工业

园区、城南工业园区、赣中现代物流园、高速公路、厂矿企业

之间的快速连接，有效提升集疏运效率。

该县还出台政策，通过设立水运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公水多式联运、完善税收政策支持等一系列举措，引导

矿产资源、纸品、石材等大宗商品通过水路运输，并重点扶持

宜水运输货源企业，推动产业向沿江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和优化。

特色产业带民富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

立秋时节，修水县渣津镇东堰

村 300 亩荷花竞相绽放，200 余亩红

芽芋长势喜人。微风拂过，荷叶摇

曳，荷花飘香。

过 去 ，东 堰 村 经 济 发 展 相 对

滞 后 。 2021 年 ，修 水 县 教 体 局 驻

村 工 作 队 深 入 走 访 调 研 后 ，决 定

利 用 该 村 优 质 的 土 壤 和 水 源 发 展

荷花和红芽芋种植产业。

产 业 发 展 初 期 ，摆 在 驻 村 工

作 队 面 前 的 一 大 难 题 是 资 金 短

缺 。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陈 荣 祖 积 极 奔

走 ，与 金 融 机 构 沟 通 协 调 ，为 当

地 争 取 到 了 低 息 贷 款 和 专 项 扶

持 资 金 ，解 决 产 业 发 展 的 燃 眉 之

急 。 同 时 ，驻 村 工 作 队 帮 助 荷 花

种 植 户 办 理 免 息 助 农 贷 款 ，培 养

荷 花 种 植 带 头 人 ，扩 大 荷 花 产 业

规模。

“ 陈 书 记 帮 我 们 申 请 到 了 荷

花 产 业 发 展 所 需 资 金 20 万 元 ，让

荷 花 基 地 的 冷 藏 库 得 以 顺 利 扩

建。有了冷藏库，莲子的储存问题

就 解 决 了 。”荷 花 基 地 负 责 人 冯 志

发说。

2023 年，驻村工作队又引进红

芽芋种植项目，帮助村集体成立红

芽 芋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通 过“ 党 支

部+合作社+农户”方式发展产业，

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种植，为村集体

增收。同时，邀请农业专家到村里

开展技术培训，手把手向村民传授

红芽芋种植技术。

在驻村工作队的努力下，东堰

村与多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村里的莲子和红芽芋不愁销路。

“荷花和红芽芋已成为村的名

片，每年都能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该村党支部书记卢金根高

兴地说。

初秋的定南，蓝天白云下，群山环抱的

礼亨水库碧水泱泱，管理员何金洪和往常一

样沿岸巡逻，精心守护这一湖碧水。

近年来，定南县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扎实推

进河湖长制，持续抓好幸福河湖建设，着力推

动河湖长制从“有名有责”向“有实有效”转

变。目前，该县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优良率

达100%，出境断面水质持续稳定达标。

“大家抓点紧，把河道两边的垃圾清理

干净。”7 月 30 日，在定南县龙塘镇洪洲村龙

塘河边，一群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在村党支

部书记郭小辉的带领下，开展“河小青”志愿

服务行动。志愿者们手持垃圾袋、长钳等工

具，沿着河岸捡拾垃圾杂物，以实际行动保

护河水环境。巡河过程中，志愿者们还向群

众宣传河道管理和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呼

吁群众关注、保护河流水质。

“我们严格落实三级河长主体责任，设

置县级河长 8 人、镇级河长 55 人、村级河长

120 人，还专门聘请了巡查员、专管员、保洁

员 80 人，全部落实到村组。此外，组建 1 支

县级‘河小青’志愿服务队和 8 支乡镇（城市

社区）‘河小青’志愿服务队，每个月开展巡

河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定南县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为加强河湖长制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强

化资源整合共享，提高管理效能，定南县建成

智慧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采用物联网、卫星

定位、视频监控、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实时

上传巡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涉水问题，帮助河

长及时了解辖区范围内的河道信息、水质状况

等，同时实时记录巡河人员的巡检轨迹和现场

数据，保证巡检制度有效落实。

跨县域的河湖该如何管理？定南县与

周 边 县 签 订 跨 县 域 河 湖 长 制 工 作 合 作 协

议，开展联合巡河活动，深化司法保障体系，

建立“河湖长+检察长+警长”协作机制，联

合开展巡河监督，梳理问题线索，重点打击

涉河建设项目影响河道行洪及侵占河道问

题。如今，一幅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优

美画卷正在定南徐徐展开。

本报宜丰讯 （全媒体记者黄孝昱 通

讯员罗霄）天宝乡平溪村花海，10 对新人

身穿喜庆的中式礼服举办集体婚礼，简约

而浪漫；澄塘镇大厦村，一辆电动公交车和

一辆皮卡车组成的迎亲车队，少了奢华排

场，却不失幸福甜蜜；石花尖垦殖场官山林

场，村民李永良、黄丽夫妇不攀不比，“零彩

礼嫁女”的事迹令乡邻交口称赞……在宜

丰，告别“高价彩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蔚然成风。

近年来，宜丰县坚持树立新风与尊重

传统并举，大力实施移风易俗乡风文明三

年专项行动，积极引导群众婚事新办、丧事

简办，杜绝铺张浪费，破除封建迷信，通过

推进建章立制、示范引领、村民自治等措

施，婚丧陋习得到有效遏制，群众观念明显

转变、人情负担明显减轻，文明风尚“新高

地”在宜丰城乡拔地而起。

加强顶层设计，建章立制，推动移风易

俗规范化常态化。该县把移风易俗作为党

委“一把手”工程，坚持县乡村三级书记带

头抓，强化顶层设计，制定出台《宜丰县移

风易俗乡风文明三年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2022-2024 年）》《宜丰县农村婚嫁彩礼专

项治理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成立县级农

村婚嫁彩礼专项治理工作专班，定期召开

工作推进会，各乡镇（场）、村（社区）严格落

实各项工作制度和辖区村规民约有关规

定，坚持对辖区移风易俗动态进行监测，常

态化暗访督导农村婚丧嫁娶礼金数额，及

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推动移

风易俗工作见实效。

突出“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发挥榜样

力量涵养文明新风。该县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领导作用，牢牢抓住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先后出台规范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操办红白喜事的量化

规定，将移风易俗纳入全县干部教育培训

内容，列入领导干部述职述德述廉报告内

容。进一步完善“两报告一承诺”制度，要

求全县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在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时做到事前事后如实报告并签订移

风易俗承诺书。强化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组

织开展“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身边好人、

好儿女、好婆媳、好妯娌等评比活动，选树一

批移风易俗先进典型。2023年，邓仕娥、万

保 华 两 个 家 庭 入 选 全 省 移 风 易 俗“ 好 家

庭”。同时，充分挖掘本地健康文化习俗、传

统美德、优秀家风家训等文化资源，创作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通过好人宣讲、巡

回展演等形式引领广大村民见贤思齐，在

乡村营造出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夯实村规民约，村民自治，让群众自觉

立良俗扶正气。该县始终把“一约四会”作

为推动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工作的有效抓

手，立足村组实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发挥

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

白理事会“四会共治”作用，制定村民婚丧

喜庆事宜办理流程及标准，将彩礼、随礼和

宴席规模、标准写入村规民约。鼓励引导

各村（社区）每季度发布“道德红黑榜”，对

入选“红榜”的村民集中表彰，入选“黑榜”

的村民取消参评“身边好人”“文明家庭”等

荣 誉 资 格 。 新 昌 镇 组 建 农 村“ 义 务 红 娘

队”，引导男女青年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同

安乡定期召开移风易俗主题座谈会，全体

村民畅所欲言，谈体会、提建议、点问题；新

庄镇组建“好人调解工作室”，激活乡贤动

能排忧解纷。目前，该县 236 个村均制定

完善了移风易俗村规民约，成立了“四会共

治”组织，全县获评“中国好人”12 人、“江

西好人”15人。

实现“两个百分之百”和“两个没有发生”

我省群众安全用血有保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记者从近日在我省召开的

2024 年中国血液安全大会上获悉：我省血液管理实现了“两

个百分之百”和“两个没有发生”，即：临床用血百分之百来源

于无偿献血，血液标本百分之百实行核酸检测；没有发生经

血液途径传播疾病的事故，没有发生因血液供应不及时引发

的社会稳定问题，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科学用血、可持续用血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据统计，2023 年全省采血量 160 吨、无偿献血人次超过 50
万。我省高度重视血液安全工作，持续大力保障血液供应安

全。2023 年，省政府“1 号文件”点题无偿献血工作，要求全省

县（市、区）固定献血点全覆盖，构建省市县三级无偿献血服

务体系，打造无偿献血半小时城市服务圈。我省在全国最早推

行无偿献血者用血直免政策，率先对全省血站采（送）血车辆实

行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全面推广无偿献血电子献血证。同时，

我省持续发力保障血液质量安全，建立血液安全核查省级专家

库，每年开展血液安全调研，助推血站强化质量安全管理。这

一系列举措，调动了无偿献血者的积极性，强化了血液全链

条管理，保障了献血、采血、供血、用血安全。

不久前，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江西省献血条例》规

定，从明年 1 月 1 日起，献血者年龄将延长至 65 周岁；加大慈

善组织对献血事业的支持力度；推动建立全省血液管理信息

系统，制定全省临床用血调剂计划，加大淡季献血力度，优化

供血保障；加强献血优待，将享受免费用血的无偿献血者亲

属范围扩大。通过褒扬奖励无偿献血者、优化献血服务、规

范采供用血管理，营造良好的献血环境，形成关心、支持、鼓

励无偿献血的社会氛围。

“四会共治”结硕果 12人获评“中国好人”

宜丰打造文明风尚“新高地”

8 月 13 日，萍乡市中环西路横龙街井冲村段宽阔整洁，与青山、田野、民房等相映衬，构成一幅壮美画卷。近年来，萍乡市不断优化

交通路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特约通讯员 李桂东摄优化交通路网

水清岸绿河湖美
——定南县推进河湖长制守护流域生态环境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

8 月 14 日 ，

资溪县鹤城镇大

觉山村矿泉水灌

装 生 产 线 上 ，工

人开足马力全力

生 产 订 单 产 品 。

该 村 引 进 国 内

吹、灌、旋 4 条矿

泉 水 生 产 线 ，生

产的天然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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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抓实早稻收购
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新余讯 （全媒体记者邹宇波 通讯员戈定锋、徐逢

亮）眼下正值早稻收购关键期，新余市备足收储仓容，为农户

提供优质服务，强化专项督导检查，确保早稻应收尽收、颗粒

归仓。截至 8 月 15 日，全市地方粮食企业累计收购早稻 2963
万斤，其中地方国有粮企收购早稻 611万斤。

新余市提前谋划早稻收购准备工作，积极向农民群众宣

传国家政策，合理引导其价格预期，并提前做好仓容、资金、人

员、设备等方面工作，确保“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有

车运粮”。同时，统筹市场化和政策性收购，发挥粮食收购贷款

信用保障基金作用，支持引导多元经营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各

收购主体做到依质定等、依质论价、敞开收购、应收尽收。加快

地方储备粮轮换收购，强化溯源管控，严防不合格粮食流入政

府储备和口粮市场，全力保障收购质量和进度。

在收购早稻过程中，新余市严格做到价格上榜、标准上

墙、样品上台，国有粮企设立“粮心驿站”，免费提供休息场

所、空调、茶水等，并公开政策咨询和监督举报电话，畅通投

诉渠道，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同时，组织开展早稻收购专项

督查，加强联合执法检查，切实保障售粮农民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