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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在由中建八局华中公司江西分公司承建的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

御物资储备仓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抢抓施工进度。据了解，该项目为省重点建

设项目，用地面积约 119.6 亩，整体项目预计 2025 年底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

江西省省级区域水旱灾害防御保障系统，提高我省保护汛期安全、抗击旱情灾害

的综合能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蕴蓉摄

◀近日，在由中铁四局承建的南昌市广州路下穿京九铁路隧道工程施工现

场，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有序忙碌。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 14.2 亿元，线路全长

2.5 公里，其中隧道总长 770 米，预计明年底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南昌东站主

干路网，对贯通城市东西交通动脉、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加快城市“东进、南延、西

拓、北融、中兴”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加快项目建设

本 报 永 新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李 歆）

近日，永新县禾川镇二机家属区的居民脸

上喜气盈盈。“多亏了社区党支部开展的

‘民声半月谈’活动，把困扰我们小区 700多

户居民多年的不动产权证办理难题解决

了！”居民陈联道拿着新到手的房屋不动产

权证，对社区干部竖起了大拇指。

近 年 来 ，永 新 县 坚 持 以 基 层 党 建 引

领基层治理，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

新 推 行 党 政 群“ 民 声 半 月 谈 ”居 民 议 事

会 。 紧 盯 基 层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热 点 、难

点和堵点问题，立足“谈、议、决、解、评”

五 个 步 骤 ，将 党 政 群 会 议 开 到 群 众 家 门

口，努力做到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

被 动 买 单 为 主 动 服 务 、变 和 稀 泥 为 精 准

办事，职能下沉化解矛盾，让群众获得感

成色更足。

该县推行的党政群“民声半月谈”居

民议事会覆盖全县，由党支部书记为召集

人，组织村民代表、党员干部、业委会等多

方力量参加，每半个月开展“民声半月谈”

议事会商，充分利用户外议事空间开展院

落会、板凳会，把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摆

出来，为群众反映诉求提供便捷渠道。二

机社区党总支书记陈剑在一次“民声半月

谈”活动中了解到居民在办理不动产证有

困难后，积极联系县自然资源局，并多次

邀请相关业务人员到社区进行面对面谈，

终于找到了办证的突破口，妥善解决了困

扰群众多年的心病。

为架起干群“连心桥”，党政群“民声

半月谈”居民议事会重点听取和吸纳村组

威望较高、办事公道、热心公益事业的居

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社会乡贤、“五

老”人员及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建议，按照

集体公益性问题和群众个人诉求两大块

进行梳理，形成最优解决方案，最后举手

表决通过，确保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

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经统计，该

县通过开展“民声半月谈”活动共收集问

题 3731 件，解决处理村道维修、农田灌溉、

停车位扩建、低保救助、物业纠纷等民生

民安问题 2856件。

在 此 基 础 上 ，永 新 县 按 照 1000 人 或

300 至 500 户左右划分为 586 个网格，配齐

配全专兼职网格员，加强协商成果落实情

况跟踪督办，督促职能部门、村（社区）、物

业公司及居民自治组织落实各方责任，及

时协调解决工作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公开

落实情况，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协商工作

走深走实，让居民们真正感受到自己在协

商中“说了就能算，定了就能办”。

让群众“说了就能算，定了就能办”

永新“民声半月谈”巧解基层治理“千道题”

一根根毛竹串起了富民绿色产业链。

10 月 29 日，在浮梁县兴田乡锦里村，

江西赣鄱竹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机声

隆隆，自动化设备正在对毛竹开片、切割、

加工，生产现场忙而有序。

生态美，百姓富。2022 年以来，依托

丰富的毛竹资源，江西赣鄱竹木有限公

司坚持“全竹利用、全链开发”，采取“公

司+基 地+农 户 ”模 式 发 展 竹 木 加 工 产

业，产品远销安徽、山东、浙江等地，年产

值达上千万元，带动数以百计的林农增

收致富。

金秋时节，在浮梁县鹅湖镇桃岭村的

山 头 上 ，成 片 的 毛 竹 长 势 喜 人 ，满 目 苍

翠。林农们有的忙着砍伐成熟毛竹，有的

忙着将毛竹运到山下，现场一派生产繁忙

景象。政府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毛竹的

市场行情越来越好，今年的收入有望再创

新高，林农们干劲十足。

“随着毛竹价格不断提升，林农以竹

致富的热情越来越高，毛竹加工企业纷纷

扩大生产规模，针对这一现象，各级政府

和部门进一步加大了扶持力度。”浮梁县

林业局产业股股长王国庆告诉记者，为了

把小竹子做成大产业，近年来，浮梁县及

时给林农拨付竹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资

金，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针对

大部分竹林分布于高山深谷之中，交通极

为不便，导致林农采伐和运输成本过高的

现象，该县以问题为导向多方筹措资金，

为林农修建了 200多公里竹林道路。

据介绍，经过数年来的发展，浮梁农

民以竹致富的绿色产业链正在形成。目

前，浮梁县已有毛竹林面积 18 万余亩，拥

有毛竹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 32 家、中小

型竹产品加工企业 11 家。竹产品涵盖了

竹筷、竹地板等。2023年，该县竹产业综合

产值达到5亿余元，今年有望突破 6亿元。

小竹子 大产业
吴国庆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朱晨欣）近日，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以来，我

省聚焦严密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创新

开展过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

“许可证”）注销工作，有力提升全省危险

废物高水平利用处置能力，预计可实现每

年重金属污染物减排约 1100公斤。

“据统计，2011 年至今，省生态环境厅

累计核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194 份，但

目前在产企业仅 118 家，有 76 家企业许可

证到期后处于停产状态，其中 65家许可证

到期且停产超半年以上。”省生态环境厅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上

述情况存在部分类别危险废物综合利用

能力严重过剩、危废经营企业许可证到期

不续证、长期停产等环境风险隐患。

为持续强化危险废物信息化监管体

系建设，今年 2月，省生态环境厅在江西省

危险废物监管平台内增加“许可证即将失

效提醒”功能模块，建立健全了许可证办

理事项提醒预警和环境风险防范机制。

针对许可证过期企业普遍不愿主动

申请注销、如何依法依规注销过期许可

证等问题，今年 10 月，省生态环境厅制定

《江西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注销工作

规程（试行）》，明确细化了注销要求、注

销流程等。值得一提的是，规程对无主

的危险废物经营企业或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无法取得联系的危险废物经营

企业，明确了可以由企业所在地设区市

生态环境局或园区管委会等部门代企业

提交注销申请，进一步加强了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注销工作的可操作性和环境

监管力度。

截至目前，我省共注销 44 家企业，核

减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每年可达 47.4万

吨，为优化全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留

出发展空间。

我省开展过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注销工作
核减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每年可达47.4万吨

万年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本报万年讯 （通讯员徐声高）近年来，万年县坚持加快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不断加大教育资金投入力度，扩大优

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自 2022 年起，万年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始终保持在

近 1 亿元。在资源配置上，该县做到“教师高于规定学历人

数”“体育、艺术专任教师数”“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等均衡发

展指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并把义务教育网点布局纳入城镇

建设总体规划，大力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小

学、初中音乐、美术等专用教室配备已基本达标。为完善中小

学教师待遇保障机制，该县持续优化经费投入结构，将教师工

资待遇所需经费纳入民生保障支出范围，并严格落实中小学

教师培训经费，提升师资水平。两年来，该县通过统一招聘、

定向培养、“归园计划”等方式补充教师 160 多名，同时投入

2000余万元为全县教师解决了中餐补贴。

井冈山红色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大赛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11 月 5 日，记者从省美协获

悉：井冈山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作品展 11 月 1 日在井

冈山美术馆开展，展览主题为“追寻红色记忆·弘扬井冈山精

神”，展期一个月。

此次展览由省文联指导，省美协、井冈山市政府主办，主

办方共收到全国 130 家高校、事业单位、设计机构的参赛作品

1503 件。经过初评、终评，主办方评选出 186 件入选作品，其

中金创意作品 6 件、银创意作品 12 件、铜创意作品 20 件。此

次大赛挖掘出一大批优秀设计作品，充分展示了我省红色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

跨省接力救助

袁州区一走失19年村民平安回家
本报宜春讯 （通讯员晏良宇）“感谢政府帮我找回儿子，我

们终于可以团聚了！”11月 4日，宜春市袁州区西村镇大村村村

民易恩军，分别给宜春市救助管理站、西村镇人民政府、大村村

委会送来锦旗，感谢工作人员帮他找回丢失19年的儿子。

易恩军的儿子易云连今年 38 岁，患有智力、听力障碍，

2005 年在芦溪县宣风镇走丢后杳无音讯，其家人一直苦寻无

果。今年 9 月，宜春市救助管理站收到来自西安救助站提供

的有关易云连的相关信息。原来易云连走丢后流浪到西安，

被当地派出所送到了救助站，因其无法说明身份信息，多方查

找无果后，被安置在西安市生活。今年 9 月，经 DNA 系统比

对，查到其与易恩军是亲属关系。西安救助站立即联系宜春

市救助管理站证实，并安排工作人员将易云连送回家。易云

连回家后，宜春市救助管理站与有关部门沟通，帮助其重新办

理身份证及相关残疾证，村委会表示会帮助其申请办理分散

五保户，从而实现弱有所扶。

中央财政资金 9.32 亿元
支持我省国土绿化建设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 通讯员徐红波）近日，记

者从省林业局获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期公示了 2024 年

度林业改革发展资金支持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共

计 10 个，江西省环鄱阳湖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入选。

江西省环鄱阳湖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以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鄱阳湖为核心，覆盖长江干流生态岸线（江西段）和鄱阳湖流

域的信江、饶河、修河部分区域，包括沿线九江市、上饶市和景

德镇市的 27 个县（市、区）。项目建设期为 2024 至 2026 年，计

划总投资 11.08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9.32 亿元，省市县三

级财政补助 1.65亿元，社会资本投入 0.11亿元，主要实施环鄱

阳湖“一江一心、三山三河、五区多点”综合治理国土绿化面积

61.23 万亩，其中：森林质量提升占 54.33 万亩；人工造林占

6.63 万亩；防沙治沙（沙化土地造林）占 0.27 万亩，另配套建设

作业便道约 422公里。

海关截获外来物种巨人恐蚁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董文涛）近日，南昌昌北机场海关在

对进境邮件开展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为“食品”的邮件包裹

机检图像异常。经开拆彻查，工作人员发现包裹中的食品袋

内夹藏 3 支黑色试管，每支试管装有 1 只长约 5 厘米的活体蚂

蚁，头胸部黑色，腹部红棕色，活动性很强。11 月 5 日，经专业

机构鉴定，3 只活体蚂蚁为巨人恐蚁。目前，海关部门已依法

暂扣该邮件。

巨人恐蚁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蚂蚁之一，原产于泰国、马

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等地区，在中国属于外来物种。巨人恐蚁

喷酸可致人化学灼伤，若大量入境将威胁我国生物安全和人

民健康。海关部门提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未经批准，不得

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寄递活体动植物进境。

近日，新余市仙女湖区欧里镇带元村披上“彩装”，各色树

木融于乡村之间，构成一幅美丽画卷。近年来，该市持续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全力打造环境优美、村庄整洁、生态宜居和美

乡村。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