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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事有文明积分，可以兑换这么多生活用品。”8月

12 日，捧着刚刚从积分超市兑换的盐和香皂，靖安县仁首

镇大团村村民肖善存高兴地说。

近年来，仁首镇在大团村试点乡风文明积分超市，实

行积分制管理，并制作积分卡，以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方

式，引导群众通过实际行动以“德”换“得”，形成和谐民风、

文明乡风、社会清风。

12日上午，记者来到大团村团岗雷家古村，穿过村口的

千年古樟，在仁首镇乡风文明理事会会长涂长佳带领下，走

近一栋白墙青瓦的古宅，乡风文明积分超市就设在其中。

“这里既是乡村旅游点，又是移风易俗宣传点。把超

市设在这里，就是希望村民看看家门口的变化，感受文明

新风。”打开超市大门，涂长佳指着琳琅满目的生活用品

说，超市的运营资金主要来自村集体经济和乡镇专项资

金，还有一些乡贤也会主动捐赠，“大家都希望家乡发展越

来越好，文明风气越来越浓厚。”

打开积分卡，记者看到里面设置了崇文尚德、勤廉奋

进、担当实干、遵纪守法等多个积分指标，涵盖婚丧嫁娶、

环境卫生、孝老爱亲等 20项具体评分内容。

村民涂沅港是当地种粮大户，种植面积达 106 亩。“涂

沅港的努力让他每次都能在‘勤廉奋进’方面获得积分。

同时，作为村小组长和网格员，涂沅港积极参与纠纷调解

等工作，‘担当实干’方面也获得积分，成为村民学习的榜

样。”涂长佳说。

目前，大团村共设置了 300 张积分卡，其中 190 户星级

农户，每个月最高可获 30 积分，每分可以兑换 5 元等值物

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明积分还可以当作银行贷款的

信誉凭证，帮助村民获得贷款利率优惠。

“根据星级文明信用户授信级别，我们分别对五星农

户授信 50 万元、四星农户 40 万元、三星农户 30 万元、二星

农户 20 万元、一星农户 10 万元。”靖安农商银行仁首支行

负责人表示。

村民徐明柳是五星信用户，2022 年，他向农商银行免

押贷款 20 万元，年利率比同期其他银行贷款利率低 2 个

点。“贷款后，我和家人在县城开了一个小超市，还和他人

合伙买了一台挖机，生活蒸蒸日上。”徐明柳告诉记者。

“以前有的村民对我们的工作不配合，觉得村里工作

与他们无关。通过一段时间的积分评比，他们逐渐受到周

围村民影响，行为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团村党支部书记徐

宗水表示，乡风文明积分工作推行以来，村民纷纷从被动

接受变为主动参与，“以前很多人家里的鸡鸭是散养，粪便

到处都是。现在大家都在院子里圈养，路上再也看不到粪

便了。”

徐宗水说，村里的高价彩礼、薄养厚葬等不文明现象

也越来越少。“积分兑换的物品虽小，村民的心理认同感却

非常强，形成了很强的文明意识。未来，我们将继续创新，

让小积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调动群众热情，营造更浓

厚的文明新风。”

以“德”换“得”积分超市积累文明乡风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实习生 黄 晶

康复训练室内，老人在康复师指导下进行康复训

练；活动室内，老人或是聊天或是围坐在一起玩棋牌

游戏……8 月 7 日，江西省长征医院医养中心内洋溢着

老人们的欢声笑语，一派温馨祥和景象。

近年来，面对与日俱增的老龄人口，江西省长征

医院积极探索“医、护、康、养”一体化的新型医疗服务

模式，打造“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更好地满足周边群

众健康养老需求，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

数。

“多亏了医养中心医护人员的照护，让我的身体

渐渐好转，这里环境舒适，住得很安心。”谈及江西省

长征医院医养中心提供的养老服务，75 岁的吴晚媛称

赞不已。

“徐阿姨，您讲的人生故事让我受益良多……”在

吴晚媛隔壁床位上，护工邱青兰正握着徐槐女老人的

手唠着家常，倾听老人讲过往岁月的故事，排解老人

孤独。

一幕幕温馨场景，每天都在江西省长征医院医养

中心上演。据了解，江西省长征医院医养中心为南昌

市新建区长棱镇锦华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附近有 10
余个社区，周边不少老年人有健康养老的需求。2022
年，江西省长征医院将该院住院部大楼改造升级为集

医疗、养老、康复、体检于一体的一站式医养中心，医

养中心共 7 层，5 至 7 层为养老中心，养老中心配备有

主管医生、健康管家、生活管家，全方位照护老人饮食

起居。为了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医养中

心还推出全托服务、喘息服务、日托服务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养中心的每间住房都经过精

心设计，配有专业护理床、电视、空调等基础设施，卫

生间进行了适老化改造，满足入住老人日常需求。“目

前，我们配备有养老床位 90 张，养老护工 22 名。”医养

中心主任胡猛龙介绍。

楼上养老，楼下就医。江西省长征医院医养中心

4楼便是该院的老年医学科，配备有 1.5T磁共振、64 排

CT、移动体检车、全高清腹腔镜、支气管镜、检验流水

线等医疗设备，还设置了重症监护、安宁疗护病房。

每天有值班医生进行巡查，确保入住该院的老年人得

到及时有效的医疗健康照护。去年 3 月，84 岁的刘继

玉住进了江西省长征医院医养中心，因患有高血压、

阿尔茨海默病、脑积水等，生活一度无法自理。此后，

在该院老年医学科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

学科共建的多学科团队协作下，采取先进的科研治疗

方案，给予药物保守治疗，同时给予营养、康复、心理

指导等综合治疗及生活照护，刘继玉身体日渐好转。

记者见到刘继玉时，他正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下，借助

助行器在过道内缓慢行走。

在江西省长征医院医养中心，有不少像刘继玉这

样通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和照护身体日渐好转的案

例。喜人变化背后，得益于该院老年医学科与南昌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进行学科共建，建立以老

年患者为中心、老年医学科为主导，多学科共同协作

的多病共治服务体系，最大限度维持和改善高龄患者

的功能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能力和质量。

据介绍，每周二、五，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

生会到江西省长征医院医养中心上门进行查房、会

诊，为入住医养中心的老年人送去优质医疗服务。据

统计，医养中心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收治住院老人 800
余人次。

近日，记者走进井冈山市东上乡瑶前村农业综合种养基地，

只见一排排柰李树枝叶舒展、一垄垄油茶焕发生机。“2022年我们

流转了荒地、山林、油茶林 460亩，以柰李、白莲种植为主，林下种

养为辅，实现一地多用、立体循环。”瑶前村党支部书记刘祖建指

着连片经济作物林告诉记者，预计今年基地产值达20万元。

作为井冈山产业强村富民示范村，近年来，瑶前村充分发掘

本地资源优势，抓住江铜集团在当地帮扶的契机，引进海伦堡、

恒松集团等市场主体，发展以白莲、柰李、蜂蜜为代表的农业产

业，村级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我们村现有 110 亩苗木基地、120 亩莲子基地、320 亩油茶

基地、460 亩农业综合种养基地和 300 箱蜜蜂养殖基地，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从 2021 年的 14 万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142 万元。”算

起这些年村里产业的增长情况，刘祖建如数家珍。

位于湘赣边界的东上乡，地处深山之中，区位优势并不明

显。该乡立足山地资源，探索出一条“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联营、种养业共作的富民产业发展之路，不断培优、育优、选

优农业富民产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摇钱树”，实现了经济和生

态双丰收。

“为进一步解决‘强村’独自飞、‘弱村’拖后腿的局面，我们

乡探索组建‘四核莲心’党建联合体，充分发挥江铜集团帮扶优

势，打破村庄界限，实现资源共享、抱团发展。”东上乡党委书记

崔凯告诉记者。

以瑶前村、东上村、曲江村 3 个百万元级村集体经济强村为

主力，东上乡紧扣培育绿色优质精品农产品目标，联合带动其他

薄弱村，持续壮大产业规模，不断推进“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目前，党建联合体 8个行政村产业总规模达 2400 亩，

乡里的蜂蜜生产基地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定

名单，农业产业品牌化、标准化之路越走越宽。

“瑶前村有了‘摇钱树’，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站在迎

风摇曳的柰李树前，刘祖建乐开了怀。

瑶前村种好“摇钱树”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歆

医养结合让老年人安享晚年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妈妈，我端一盆清水过来，再冲洗

一下。”8 月 14 日，宜春市某小区居民

楼，戴平帆对趴在床沿洗头的易耀红说

道。他拿着小水杯从盆子里舀水，一杯

杯地浇在妈妈头上。他已经记不清多

少次为妈妈洗头护理了。

戴平帆今年 15 岁，刚初中毕业，考

上了宜春三中。63 岁的邻居罗冬秀告

诉记者，这个孩子 8 岁就开始照顾瘫痪

的母亲，很有孝心，特别懂事。

2017 年，易耀红遭遇车祸，颈椎受

损导致瘫痪。那时，8 岁的戴平帆放学

后就往医院跑，跟着姐姐和哥哥一起照

顾妈妈。

自妈妈遭遇车祸后 ，一家人的生

活开支全靠爸爸一个人务工维持，姐

姐、哥哥在外求学，戴平帆每天早晨 6
时多起床做早餐，帮妈妈洗漱、翻身，

喂妈妈吃饭，然后再去上学；放学回家

后，他先安顿好妈妈，再写作业，经常

忙到深夜……

“帆帆每天照顾我，不管多累多忙

都 要 把 我 的 早 饭 做 好 ，帮 我 洗 漱 、翻

身 、倒 尿 袋 ，搞 卫 生 。”易 耀 红 心 疼 地

说。这些旁人眼里的艰辛，戴平帆却

是“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辛苦，这些都

已经习惯了。”

戴平帆照顾妈妈 7 年的事迹，在社

交平台获数百万浏览量，传递了满满正

能量。记者此次前去采访时，还意外发

现了又一份感动。那就是好邻居罗冬秀照顾易耀红的动人

故事。

罗冬秀是袁州区竹亭镇人，在小区做保洁，与易耀红住

同一栋楼。“我瘫痪在床，丈夫在外务工，孩子要上学，哪位

邻居能帮忙做顿午饭？”因为请不起保姆，易耀红在业主群

里求助。

“没人帮忙，她可是连饭都吃不上啊！”罗冬秀伸出了援

手。从 2021 年起，她每天上午下班后既要给易耀红做饭，还

得回去给家人做饭。易耀红不忍心罗冬秀这么辛苦，提出支

付一定的餐费，请罗冬秀每天从家里端一碗饭给她吃。

因为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罗冬秀答应了每天给易耀红送

饭，象征性地每次只收 10 元。不仅如此，她有时还帮忙倒尿

袋、洗衣服，并帮易耀红擦洗身子。

虽然瘫痪在床，易耀红并不消沉，只要身体允许就做直

播。好心人给她寄来了声卡、手机，还教她直播技术知识。

她在直播间分享自己的生活，讲述孩子的孝顺、邻居的善举。

在社交平台，她遇到了很多好心人。有人给她寄来了床

上用品、电风扇，还有尿不湿；许多人给她以激励，让她有了

更强的支撑力量。

“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还有这么多人关心帮助，这是我

的幸福！”42岁的易耀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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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聚江西 智荟赣鄱”高校
就业处长江西行活动启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8 月 20 日，“才聚江西 智荟

赣鄱”高校就业处长江西行活动启动仪式在南昌举行，来自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 30 所“双一流”高校就业部

门负责人相聚赣鄱，开展校企推介对接。

此次活动由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

江西省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是我省大力实施人才强

省战略，主动激活高校资源，加强江西人才和产业政策推介，

进一步提升“才聚江西 智荟赣鄱”江西省组团引才活动成效

的具体举措。活动期间，校政企三方将围绕电子信息、有色

金属、装备制造等我省重点产业链开展自由接洽，同时，各高

校就业部门负责人将深入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实地考察

我省“5+2 就业之家”和部分重点企业，全面推进高校与地方

深度融合。

8 月 20 日，九江市总工会举办 2024 年金秋助学资金发放

活 动 。 连 日 来 ，该 市 14 个 县 级 以 上 工 会 共 发 放 助 学 资 金

103.04 万元，资助学子 280 人。

本报全媒体记者 梁振堂摄

8 月 17 日，金溪县浒湾镇疏山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施

工人员正在加紧施工。疏山水利枢纽工程总投资 11.107 亿

元，是以灌溉、供水为主，兼顾发电、航运、改善水环境等综合

效益的中型工程。 特约通讯员 邓兴东摄

▶8 月 16 日，湖口县九钢码头工人正在进行成品钢材装船作

业。当前，湖口县相关部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营商环境，助

力企业跑出发展“加速度”。

特约通讯员 张 玉摄

▲8 月 19 日，南昌市姚湾综合码头一派忙碌景象，起重机装卸

作业有序进行。姚湾综合码头岸线长 1905 米，设计年吞吐量为散

杂货 1040 万吨、集装箱 15 万标箱。目前，姚湾综合码头项目一期

堤外码头工程 16 个泊位的主体结构已完工。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作业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