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产业焕新 近日，位于抚州东乡经济开发区的江西天达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智能纺纱生产线上忙碌。近年来，东乡区积极推动纺

织企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活力。 特约通讯员 饶方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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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午饭时间，吉安县敦厚镇罗

家村互助养老之家内，红烧鸡块、豆

腐、排骨萝卜汤……工作人员将热气

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这菜的口味

是越来越好了，账目公开，专人买菜，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80 岁的罗凯宁

吃得津津有味。

老人的满意，源自吉安县对互助

养老之家餐费补贴挪用问题的大力

整治。

近年来，吉安县聚焦鳏寡、独居、

留守、高龄等老年人的“吃饭难”问

题，建设互助养老之家 268 个，由县

财政按照每人每餐 4 元的标准进行

补助。为确保钱尽其用，今年 5 月，

吉安县纪委监委通过“纪巡”联动，开

展集中整治。

5 月 27 日，吉安县敦厚镇纪委在

监督过程中，通过查看账目，发现该

镇廖家村村委会存在套取互助养老

之家餐费补助的情况。敦厚镇纪委

立刻收集证据、组织谈话、深挖细查，

形成数十页的谈话记录和报账资料，

最终查清，廖家村村委会违规套取互

助养老餐建设资金 13600 元用于村

委会日常开支。

从此案入手，该县纪委监委总结

办案经验，加大整治力度，坚持多管

齐下，共立案查处套取互助养老之家

餐费补助问题 3 起 5 人，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5人。

“这几个案件给我们敲响了警

钟 ，老 人 吃 饭 的 钱 不 能 动 ，也 不 敢

动。”吉安县一名村干部表示。近几

个月来，各乡镇公开了互助养老之家

餐费补助报账流程，让补贴补在“实

处”、贴在“亮处”。

针 对 案 件 暴 露 的 问 题 ，该 县 纪

委监委督促县民政局加强互助养老之家日常管理。县民政

局 向 19 个 乡 镇 下 发 工 作 提 示 函 ，要 求 各 乡 镇 对 2021 年 至

2023 年补助资金和用餐人员名单重新审核。同时，该县民

政局组织人员对互助养老之家运营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并

移送套取餐补资金问题线索 1 条，并制定下发《全县农村互

助养老之家用餐补助发放办法》，从发放范围、发放标准、用

餐管理、用餐登记等方面进行规范，建立长效机制，防止问

题反弹。

“请给我们提供一下今天午饭用餐人员名单。”10 月 22
日，该县监督检查组在永和镇五星村开展常态化检查。

如今，吉安县纪委监委强化以案促改促治，督促各乡镇建

立互助养老之家理事会，负责讨论、研究、通过各项管理制度，

监督互助养老之家财务，定期公布伙食标准、食品采购等各项

开支，并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

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资机制，保障资金来源，支持农村

互助养老之家提供稳定可持续的服务。在该县纪委监委的监

督下，民政部门将在县城推行养老助餐试点，进一步提升老年

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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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部署开展
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本报讯 （朱宸廷）近日，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

通知，部署开展 2024 至 2025 年度全省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

作，要求各地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通知强调，要迅速组织开展冬春救助调查摸底，用好国家

自然灾害救助资金管理系统，严格“户报、村评、乡审、县定”的

工作程序，扎实做好救助对象的公示、评议等工作，精准确定

冬春需救助对象，不断提升冬春救助精细化、规范化水平；要

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信息比对工作，更加注重分类救助、重点救

助、精准救助，尤其是要重点关注倒房重建户、农作物绝收户、

家庭财产严重损失户及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需求，切

实做到应救尽救；要加强救助政策衔接，统筹做好过渡期救

助、冬春救助和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工作，加强政策资源整合，

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通知要求，要切实加强救灾资金和物资投入力度，健全救

灾款物快速下拨机制，严肃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纪律，会同有关

部门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春节前将资金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

手中。

“大汉文明看海昏”汉隶
书法大赛征文活动启动

本报南昌讯 （陈文 全媒体记者曾悦之）10 月 27 日，“大

汉文明看海昏”汉隶书法大赛征文活动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动。该活动要求参赛作品以海昏侯出土

的简牍汉隶为蓝本，限定参赛作品的书写字体为隶书，以《论

语》为书写内容，落款须注明资料来源及篇名。

据悉，本次大赛由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联合江西日报社、省书法家协会举办。截稿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大赛将评选出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 30 名，获奖作品将颁发奖金和证书，并于 2025 年春

节期间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出。

据介绍，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出土简牍 5200 余枚，其

中包括迄今存字最多的西汉《诗经》文本、迄今所见随葬《论

语》最早的抄本、权威版本的《齐论语》等，诸多出土文物为社

会各界人士领略汉隶艺术之美、研究汉代书法和文化提供了

丰厚的实物资料。

（上接第 1版）推进先进金属材料、食品领域省实验室筹建，着

力培育江西战略科技力量。全省累计建设省技术创新中心

66家、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335家、省工程研究中心 375家、省

企业技术中心 979家。

与此同时，我省有序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围绕电子

信息、航空、陶瓷、铜、VR 等重点领域，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

略江西研究院、中国信通院江西分院、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江西分院、北航江西研究院等在赣落地建设。截至目前，我省

新型研发机构达 53家，有力支撑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省优化重组省重点实验室172家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芳）“2024 届

毕业生就业去向落 实 率 创 近 年 来 新 高 ，

高 质 量 充 分 就 业 的 目 标 基 本 实 现 。”日

前 ，记 者 从 江 西 青 年 职 业 学 院 了 解 到 ，

自 2021 年起，学校对 2021 级学生开始探

索“ 一 生 一 方 案 ”育 人 实 践 ，已 取 得 明 显

成效。

“‘一生一方案’，突出有教无类、因材

施教，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禀赋，

根据人才成长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实

现学生精细化、个性化发展，推动育人方式

改革。”谈到“一生一方案”的初衷，该校党

委书记罗来松表示。

记者了解到，“一生一方案”重点关注

大学生个性化成长问题。一是学生职业发

展教育系统性问题，将职业发展教育的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二

是学生职业发展教育规律性问题，遵循学

生成长的阶段性、渐进性规律，主动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才培养目标，将“学

涯”“职涯”“生涯”规划统一起来；三是解决

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实操性问题，强化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为深化就业育人，学校将“一生一方

案 ”在 毕 业 生 就 业 工 作 中 细 化 为“ 六 个

一”。“一生”，以每一名学生为工作中心；

“一档”，结合学生个人实际情况建立就业

档案；“一导”，按照校内、校外、家庭为学生

确定至少一名就业导师；“一策”，根据学生

个人就业观念、结合学校总体就业政策，制

订符合学生个人的就业策略；“一课”，为学

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咨询、服务等育

人课程；“一岗”，为每一名有就业意愿的学

生提供优质就业岗位。

为确保“一生一方案”不打折扣地落实

到育人全过程，该校紧扣“专业知识技能”

“可迁移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围绕学生

目标执行度、学业发展度、文明养成度、就

业实现度，设计 3 项一级指标、10 项二级指

标、27 项 3 级指标，将学生的学业规划等变

成可执行、可评估、可改进的具体指标。同

时，按照“评价—反馈—改进”建立学风建

设闭环，行动内容形成“一生一方案”持续

改进机制。

在“一生一方案”的培养下，该校 2021
级学生已顺利毕业，除了就业去向落实率

创新高外，学生的自主规划率达 100%，体

育 达 标 率 从 入 校 时 的 70.28% 提 升 至

89.32%，获取专业技能证书的比例从往届

的 39%提升到 78%。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探索“一生一方案”育人实践

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之路

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的一次具体实践，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一场文化盛宴，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一项有力举措。

10 月 22 日至 24 日，由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文化宣传司、省委宣传部、省委统

战部、省民族宗教事务局等 11 个单位组

织的，以“中华民族一家亲 红色基因代代

传 ”为 主 题 的 2024 年 中 华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江西篇在我省成

功举办。

由全国 31 个省（区、市）民族工作部门

相关人员组成的活动观摩团，走进南昌、抚

州、吉安等地，与各民族干部群众深入交

流，实地观摩我省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建设的生动实践，领略赣鄱大地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良好精

神风貌。

走得更亲、贴得更近，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也是构筑各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

南昌市西湖区丁公路街道恒茂华城社

区有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 13 个民族互

嵌 而 居 。 近 年 来 ，恒 茂 华 城 社 区 聚 焦 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积极探索促

进各民族思想互融、文化互融、情感互融、

价值观念互融 的“ 四 融 ”模 式 工 作 法 ，营

造了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良

好氛围。

社区新疆籍维吾尔族居民阿卜杜拉·

吾拉西木是南昌市阿布拉江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总负责人，多年来，在社区党委的关心

支持和自己的努力打拼下，实现了由路边

摆摊小商贩到拥有 65 家餐饮连锁店企业

家的华丽转变。

“这些年来，如果没有汉族兄弟的帮

助，我在南昌什么事都干不成，更不要说开

餐厅当老板了。”阿卜杜拉·吾拉西木说，为

回馈社会，他组建了以新疆籍经商户为主

的“阿卜杜拉文明志愿服务队”，积极参与

社区各项工作，服务各族群众。

据介绍，为让外来务工群众“进得来、

留得下、融得进、过得好”，该社区经常开展

志愿者服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普法

宣传、“我们的节日”、升旗仪式等系列活

动，使各族群众在你来我往中走得更亲、心

贴得更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所见所闻皆美好。云南省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张元波称赞，

社区营造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

良好氛围，构建了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

环境，提升了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指数。

走 出 社 区 ，步 入 学 校 ，团 结 之 花 处

处开。

南昌市豫章学校教育集团紫金校区将

与 民 族 地 区 交 往 交 流 融 入 教 学 日 常 ，自

2015 年起与新疆克州第三小学开展手拉

手活动，组织学生开展书信交流、线上互

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建设，把

京西太平鼓、豫章绣、南昌清音、蓝布印染

等非遗项目纳入学校特色“美雅课程”；将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校园文化，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理

念，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学生增强“五个

认同”，厚植爱国情怀。

“学校将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

动纳入特色课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

好的思路。”黑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文化宣传教育处处长吴鹏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加强与黑龙江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的

沟通和协调，进一步在各族青少年交往交

流交融活动上推陈出新，打造出更多能在

全国进行宣传和推广的典型。

在喜闻乐见的群众活动中
激发情感共鸣

“加油，加油……”在乐安县流坑古村

风景区，一场别开生面的“和美村寨·民族

团结跑”活动气氛热烈。

跑 道 外 ，“ 中 华 民 族 一 家 亲 红 色 基

因代代传”等标语格外醒目。跑道上，选

手们奋勇争先的精神振奋着在场的每一

个人。

这 场“ 民 族 团 结 跑 ”活 动 ，让 来 自 全

国 各 民 族 的 18 支 参 赛 队 伍 144 名 队 员 ，

在 奔 跑 中 领 略 乌 江 沿 岸 的 秀 美 风 光 、流

坑 古 村 的 历 史 文 脉 ，体 验 多 元 民 族 文 化

的魅力。

“活动很有意义，既弘扬了中华传统体

育文化，又展现出各族群众团结务实、昂扬

向上的精神面貌。”来自陕西七彩凤县队的

尔玛泽西说。

近年来，乐安县用好古村文旅资源，

打造“古村跑”文旅品牌，探索出了一条以

文旅融合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

路子。

而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峡江县金坪民族乡，一场“最炫民族风 多

彩赛金坪”的文化交流活动正在“民族风

情小镇八寨集市”上演。来自四面八方的

游客汇聚于此，赶市集、看走秀、听山歌、

品美食，沉浸式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

欢乐的场景，让金坪民族乡新民村年

过七旬的侗族老人黄世宁感慨不已：“感谢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日子越过越红火。”

金 坪 民 族 乡 聚 居 着 汉 、京 、侗 、瑶 、

壮、苗、彝、傣、畲九个民族，是农垦文化、

华 侨 文 化 的 衍 生 地 ，也 是 多 民 族 归 侨 的

融居之乡。

“中华民族一家亲。”金坪民族乡党委

副书记严丹说，近年来，金坪民族乡积极开

展“民族文化节”“农民丰收节”等大型活

动，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平

台，推动各民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

会、心理等各层面、各领域相互嵌入，有力

促进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

交融。

“ 构 筑 中 华 民 族 共 有 精 神 家 园 工 作

对 象 是 群 众 ，根 基 力 量 也 是 群 众 。”海 南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一级调研员胡莲

赞 叹 道 ，江 西 举 办 多 种 多 样 各 族 群 众 喜

闻乐见的活动，在活动现场布置、活动内

容 设 置 、现 场 互 动 交 流 等 环 节 注 重 激 发

群 众 情 感 共 鸣 ，让 一 场 场 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鲜

活载体。

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

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

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就要让红色记忆

植入心底、让赤诚本色融入血脉。

连日来，观摩团成员走进南昌八一起

义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毛泽东同志

旧居，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观摩

用红色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

践成果。

近年来，我省各地纪念馆、博物馆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自

身特色优势，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有力推

动了新时代纪念馆、博物馆民族工作高质

量发展。

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副科长

林彦平介绍，近两年，该馆面向全国各族学

生开展现场参观教学 400 余场，提供菜单

式授课 120 余次；推出《那年八一》《起义

少年助力计划》等思政教育活动 60 余次，

吸 引 6500 余 名 全 国 各 族 青 少 年 参 与 其

中，提升了各族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和民

族自豪感。

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样，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充分用好红色文化资源，通过

展陈、讲解、志愿服务、宣讲课堂等形式，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有

效 融 入 井 冈 山 精 神 讲 解 体 系，让观众和

游客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认识、增进认同。

今年以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累计接待各

族游客 80 余万人次，大中小学生研学团

队 120 余个，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

3 天的观摩活动，无论是社区居民团

结和睦的相处模式，还是红火热闹的乡村

旅游，抑或是红色场馆内的火爆人气，都让

四川省民族宗教委员会二级巡视员蔡钦眼

前一亮。他说，江西注重红色资源的活化

利用，将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以

文旅活动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载体，

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四川与江西一样，拥有厚重的红色文化，下

一步将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势，传承

红色基因，有形有感有效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四个

与共”“五个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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