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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作为好干部

今年 4 月初，义无反顾冲进洪水中救

人的乐平市众埠镇原党委委员、副镇长朱

如新，将生命永远定格在自己所热爱的这

片红土地上。日前，继被江西省人民政府

评定为烈士后，朱如新上榜第二季度“中

国好人榜”。

英雄是时代的先锋，好人是社会的楷

模。朱如新虽已牺牲，但他舍己为人、爱

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无

数人在新征程上牢记初心、砥砺前行。

8 月的众埠镇方家村，山清水秀，峰回

溪转，已找不到曾被洪水侵袭的痕迹。站

在穿村而过的公路边，方家村党支部书记

方光明指着远处一片绿油油的田地，哽咽

着告诉记者，那里就是朱如新救人牺牲的

地方。

4 月初，乐平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全市

河流水位暴涨，多个村庄被淹。4 月 3 日

10 时 15 分左右，一辆载有 4 人的面包车经

过方家村段的积水路段时遇险，连人带车

被洪水冲到深水区。

“救人呐！有人落水了！”危急之时，

正在附近巡查汛情的方光明、朱如新立即

飞奔到现场。方光明回忆道：“如新同志

掏出他的手机塞到我手里，嘱咐我赶紧拨

打救援电话，然后连衣服和雨鞋都没来得

及脱，就冲进水中救人。”

由于水流太过湍急，朱如新与洪水几

番搏击后，不幸被洪水冲走。险情发生

后，当地组织公安、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

力量迅速展开救援，面包车驾驶员被救。

当日 13 时许，3 名不幸溺亡的车上乘员被

打捞上岸。此时，朱如新仍无音讯。

4 月 4 日 3 时许，在乐平市组织的千人

搜救队伍不懈努力下，失联 17 个小时的

朱如新被找到，但已不幸遇难。参与搜救

的乐平蓝天救援队队员何安生强忍着泪

水说：“找到他时，他仍然保持着右手托举

的姿势。”

“我太了解他了！老朱涉水救人我一

点都不意外，这也不是第一次，只是没想

到这次会出事。”采访中，朱如新的妻子叶

爱英止不住泪水。她告诉记者，丈夫常年

在基层与百姓打交道，对百姓充满感情，

看见百姓有难，他总会向前冲。

生于 1974 年的朱如新，有着 22 年的

党龄。作为一名主管环保、交通等工作并

负责驻片、驻村工作的副镇长，朱如新在

同事和群众中口碑良好。

2022 年 6 月，乐平市遭遇超强降雨，

众埠镇多个村庄被淹，数百人被困。面对

突如其来的汛情，朱如新第一时间赶到被

洪水围困的众埠村，负责转移群众。在救

援的冲锋舟上，他蹲下七尺身躯，让救援

队员踩着自己的肩膀爬上二楼解救被困

人员，又让被困人员踩着自己的肩膀平安

转移。在当地媒体拍摄的一段影像中，朱

如新从救援人员手中接过一位老人后紧

紧抱着。网友们评价：这一抱，抱出了朱

如新一心为民的赤子情怀。

在妻子眼里，朱如新是爱大家也爱小

家的好丈夫；在百姓眼里，朱如新是视他

们如亲人的好干部；在同事眼里，朱如新

是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好榜样。

众埠镇副镇长张小康是一名“90 后”

干部，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乐平市礼林

镇。当时，朱如新任礼林镇党委委员，一

老一少是上下级，更是师徒关系。2019 年

7 月，是礼林镇罗山村推进秀美乡村建设

的关键时期。当时，朱如新经常带着张小

康走村串户，和村民沟通土地征用、流转

等工作。年轻气盛又缺乏工作经验的张

小康，经常与村民起争执。

“当干部，就得先学会挨骂，才能弄清

群众为啥不买账。”这是朱如新给张小康

上的第一课。张小康回忆，那段时间，朱

如新带着他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有的

村民白天在外务工，他们就等到晚上登门

拜访，以诚动人、以情感人，站在村民的立

场来剖析问题，最终赢得大家的理解和信

赖。3 个月后，罗山村的村容村貌开始发

生明显变化。

初秋时节，乐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现

场机器轰鸣，车来车往。提起这一建设进

展顺利的景德镇史上最大水利工程，大家

都没有忘记朱如新为工程顺利推进作出

的贡献。

“老方啊，快过来看看，我帮你算了一

笔细账，你易地建新房后，政府给的补贴

款还能剩余不少……”聊起朱如新，众埠

镇方家村村民方长根对当初算账的情景

仍然历历在目。

今年 2 月，乐平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

工，移民安置工作迫在眉睫。众埠镇移民

安置任务重、时间紧，一些群众不理解、不

熟悉相关政策，存在观望心理。重点负责

方家村移民安置任务的朱如新，心平气和

地与方长根等村民面对面谈心交流，和大

家一笔笔算钢筋、水泥、砂石、工钱等开

支，算各项政策收益，算各种经济账、生态

账、生活账。算到最后，大家心里敞亮了，

纷纷签字同意按照政策移民安置，众埠镇

移民安置工作稳步推进。截至 4 月初，全

镇 签 约 率 达 90%，其 中 4 个 村 签 约 率 达

100%，为乐平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奠定了扎

实基础。

“从 1997 年参加工作以来，如新同志

就一直在乡镇基层，埋头做事、踏实做人，

辗转多个岗位，一步一个脚印。”乐平市委

主要负责人饱含深情地说，“如新同志走了，

但他敬业奉献、真心为民的精神已化作

千万颗种子，播撒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始终把百姓放在心上
——追记乐平市众埠镇原党委委员、副镇长朱如新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邱西颖 李政昊

“请大家有序排队坐车，家长照顾

好身边的小孩，注意安全。”中秋假期，

分宜电厂螺蛳特色景区游人如织，接

驳车辆在景区道路上来回穿梭，接送

游客。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确保

服务“不打烊”。

今年 7 月景区重装营业以来 ，其

独 特 的 工 业 文 化 和 螺 蛳 饮 食 文 化 火

爆 出 圈 ，日 均 接 待 游 客 1.5 万 余 人

次。为做好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

分 宜 县 公 安 局 城 西 派 出 所 优 化 警 力

配 置 ，不 间 断 开 展 治 安 防 控 、客 流 疏

导、秩序维护、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

保障游客安全，确保景区及周边平安

稳定。

“解答游客咨询、为游客解决各类

突发问题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要

全力当好游客的平安护航员，让广大

游客在外安心、顺心、舒心。”该派出所

民警李飒说。

假日坚守 确保服务“不打烊”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绘就了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景图，为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了根本动力。省委十五届六次

全会立足全省改革发展实际，对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谋划、统筹安排，为

我们做好今年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

循。”南昌 市 委 副 书 记 、市 人 民 政 府 市 长

高世文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他 表 示 ，下 一 步 ，南 昌 市 将 把 贯 彻

落 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同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结

合起来，按照省委十五届六次全会部署，

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

求，紧扣“迎难而上、敢作善为，奋力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全面落实

省会引领战略，深入推进“一枢纽四中心”

建设，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高世文表示，接下来南昌市将重点做

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

一是致力创新引领，坚定不移培育新

质生产力。锚定产业链大力发展先进制

造业，深入实施市“8810”行动计划，扎实

做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

大、未来产业加快培育“三篇文章”。大力

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未来产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生产性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力争今年推进 500
万元以上技术改造项目 500 个，2026 年未

来产业营业收入突破 1000 亿元、生产性服

务业增加值达到 3300 亿元。坚持以科技

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建强用好国家虚拟现

实创新中心、复合半导体江西省实验室等

创新平台，加快未来科学城、瑶湖科学岛

建 设 ，推 动 科 技 创 新 和 产 业 创 新 深 度 融

合，不断提升主导产业产业链整体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

二是致力扩大内需，坚定不移稳住经

济基本盘。加快推进昌九高铁、昌北国际

机场三期改扩建、西二绕城高速等项目建

设，努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抢抓超长

期特别国债机遇，围绕“两新”和“两重”及

南昌市发展所需，结合“十五五”规划前期

研究，精准谋划一批匹配性强、需求度高

的项目。用好用足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

政策，积极扩大汽车、家居、家电大宗消

费，持续办好国庆烟花晚会、南昌马拉松

等大型活动，充分激发消费潜力。

三是致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激发动

力活力。对照党中央擘画的全面深化改

革的总体方案，加强改革的前瞻性、战略

性、全局性谋划，紧密结合南昌实际，推出

一 批 有 力 度 、有 特 色 、有 分 量 的 改 革 措

施。大力开展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深

化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让各类经营主体底气更足、活力

更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畅通国际

物流通道，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围绕产业链、供应链持续加大以

商招商、资本招商力度，提升产业引导基金运作水平，提高招商

引资质效。

四是致力提质扩容，坚定不移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坚定不

移实施“东进、南延、西拓、北融、中兴”城市发展战略，着力补齐

城市功能短板，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

游。积极推进城市更新示范工作，稳步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持续

开展“胡子工程”攻坚行动，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和巩固“席

地而坐”城市客厅示范点创建工作。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的突出问题整改，确保年

内基本完成排水单元整治和市政雨污管网改造任务。

五是致力民生改善，坚定不移创造美好生活。加强普惠性、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就业，优化教育网点布局，全力支持五大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推进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一老一小幸福院”建设，

办好人大代表票决十件民生实事。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妥善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

金融机构等风险，全力保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大局安稳。

“化目标为行动、把蓝图变现实，关键在落实。”高世文说，

“南昌市将持续弘扬‘脚上有土、心中有谱’工作作风，以‘大抓落

实年’的实绩实效，书写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

续篇’和‘时代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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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南昌市豫章学校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携手东湖区豫章街道东濠

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中秋活动。孩子们身着汉

服，诵读经典诗词，品尝传统美食，领略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通讯员 李娟莹摄

夜 幕 之 下 ，一 座 被 柴 火 烧 红 的 瓦

塔。塔底内，火焰正旺。烧塔师傅不时

向灶口添加柴火，顷刻间，塔眼冒出火

星如火龙腾飞。围观的男女老少，一片

喝彩声。这是中秋之夜，安福县洋门乡

嘉溪村国家级非遗“中秋烧塔”习俗表

演现场震撼的一幕。

“中秋烧塔”何以如此受欢迎？9月

17 日，记者来到该村“烧塔”现场，感受

这项古老非遗的魅力。“‘中秋烧塔’习

俗在吉安由来已久。”安福县文化馆副

馆长肖欣介绍，该习俗起源可追溯至宋

代，清代发展到高峰，并从那时起逐渐

向外流传。

当天上午，吉安“中秋烧塔”习俗传

承人刘积善早早来到活动现场。收稻

草、拉砖瓦……刘积善将工作分配得井

井有条。对于刘积善来说，每年中秋节

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天。作为当天的主

烧人，不仅自己要把塔烧好，还要带领

徒弟们把这个技艺传承好。“烧塔”的第

一步是垒塔。在刘积善的指导下，泥工

先用砖垒成一个六边形基座，周围各留

一个进火、出灰的灶口，基座上再用瓦

片一层层错缝叠压，逐渐收腰，形似宝

塔。刘积善介绍，塔的形状有圆形塔、

方形塔、多角形塔等，且各有其吉祥寓

意，如圆形塔寓意为“中秋团圆”，六边

形为“六六大顺”。

夜幕降临，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了

全村男女老少来到现场，而“烧塔”是大

家最为期待的。不仅有当地群众，也吸

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一直想到现场体

验“烧塔”的震撼场景，这次跟家人一起

游江西，特意过来感受一下。”一名来自

湖南的摄影达人欣喜地说。

当 晚 7 时 ，圆 月 如 盘 ，银 辉 倾 泻 。

“烧塔”仪式正式开始。主烧人刘积善

先是带领群众进行“祭月”“拜月”等传统

仪式，待现场响过三通大鼓之后，“烧

塔”开始。只见主烧人刘积善拾起火

把，点燃了瓦塔灶口的稻草柴薪，一簇

火苗从塔内升起。此时，在场外等候许

久的龙灯队依次进场。不少群众围着

瓦塔边舞边唱，现场一片欢腾。

“多年没有回家乡，今天我也抱着

柴扔到塔中烧，特别感动。”“现在的‘烧

塔’还与文旅活动同时进行，感觉更有

意思了。”“第一次看，很震撼。”……活

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纷纷对此

给 予 好 评 。“ 烧 塔 ”环 节 结 束 后 是“ 封

塔”，柴薪烧尽后，待人群离去，主烧人

最后离场。“我们还进行了创新。”肖欣

介绍，今年“中秋烧塔”表演，还编排了

舞台情景剧，将“烧塔”习俗与音乐、舞

蹈、灯光等多元艺术手法相融合，情景

再现“拾瓦”“兜矛烧塔”“垒塔”“祭塔”

“敬月”等艺术环节，传统文化与舞台艺

术融合的新场景，备受群众喜爱。

记者还注意到，中秋节当晚，除了

吉安，在南昌、抚州、上饶等地也纷纷举

办了“烧塔”活动。如今，传承千年的古

老习俗，正成为互动性强、融合度高的

文旅活动，焕发勃勃生机。

千年瓦塔祈“安福”
陈 文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曾悦之

图 为 安

福县洋门乡

嘉溪村正在

举 办“ 中 秋

烧塔”活动。

陈 文摄

▶9 月 17 日，中秋夜，南昌天空上演“超级月亮”的视觉盛宴。据悉，中秋夜遇

超级月亮平均60年一次，今年“超级月亮”与中秋满月几乎完美重合，月亮看起来更大、

更明亮。图为南昌滕王阁和超级月亮同框（二次曝光）。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上接第 1版）提供企业数字化免费诊断服务，目前已完成 181 户

企业数字化转型入企诊断工作，推动数字化转型 91 家。创新推

出数字化转型金融产品“渝数贷”，目前通过“渝数贷”与多家银

行达成合作，放款项目 22个，金额 1.077亿元。

渝水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区计划完成 70 家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并选树 5 家企业进行示范标杆打造，每年统筹

30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生产换线、设备换芯、机器换人，力

争 3 年实现数字化升级改造工业示范企业 100 家，带动全区制造

业加快转型升级。

（上接第 1版）打造工业互联网标识解释体系二级节点平台，已接

入县内企业逾 40家。

强化政策赋能，助力企业升级，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在

去年为 20 余家产业链骨干企业争取奖补资金超 1000 万元的基

础上，今年铅山县新制定《关于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

施》，出台两年实施方案、三年奖补政策，计划每年投入 1500 万元

以上的县级财政资金，支持企业实施改造升级。该县建立“数字

化诊所”，成立由业内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 15 人诊断专班，完

成 102 家企业深度诊断工作，助推超 70%的企业确定转型意愿，

其中已完成改造 10 余家、正在开展改造超 50 家。截至目前，该

县已累计获批省“两化”融合示范企业 20 家、工信部“两化”融合

贯标企业 5 家，打造“5G+工业互联网”示范应用项目 5 个，引导

近 160家企业实现深度上云。

渝水区以数字化改造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铅山加快“智改数转”促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