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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报 道 ，山 西 省 出 台《山 西 省 高 校 学 生 宿

舍 建 设 方 案》，提 出 将 在 5 年 内 基 本 缓 和 高 校

学 生 宿 舍 供 需 矛 盾 ，逐 步 消 除 全 省 高 校 本 科

生 8 人 间 ，显 著 降 低 本 科 生 6 人 间 、硕 士 研 究

生 和 博 士 研 究 生 4 人 间 占 比 。 该 做 法 获 得 网

友 好 评 。

宿 舍 是 在 校 大 学 生 学 习 生 活 的 重 要 场

所 ，相 当 于 大 学 期 间 的“ 第 二 个 家 ”。 良 好 的

住 宿 环 境 不 仅 可 提 高 学 生 学 习 和 生 活 质 量 ，

还 可 以 释 放 压 力 、调 节 情 绪 。 然 而 ，随 着 近

年 来 高 等 教 育 规 模 不 断 扩 大 ，在 校 生 人 数 不

断 增 加 ，学 生 宿 舍 的 供 需 矛 盾 日 益 突 出 。 不

少 高 校 的 学 生 宿 舍 条 件 有 限 、设 施 陈 旧 。 每

逢 秋 季 开 学 ，都 有 新 生 家 长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吐

槽 孩 子 入 住 的 宿 舍 过 于 拥 挤 和 简 陋 。

加 强 高 校 宿 舍 建 设 ，事 关 高 校 办 学 能 力

提 升 ，更 事 关 学 生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安 全

感 。 今 年 初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教 育 部 等 7 部

委 联 合 印 发《关 于 加 强 高 校 学 生 宿 舍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提 出 通 过 多 元 筹 资 ，着 力 解 决 高

校 学 生 宿 舍 供 需 矛 盾 问 题 。

据 了 解 ，山 西 并 不 是 唯 一 一 个 采 取 行 动 的

地 方 。 不 久 前 ，广 东 省 也 发 文 称 ，计 划 在 2024
年 至 2028 年 间 加 强 高 校 宿 舍 建 设 ，以 满 足 学 生

多 样 化 的 生 活 需 求 。 住 宿 条 件 改 善 的 背 后 ，是

对 高 等 教 育 资 源 优 化 配 置 的 重 视 与 深 思 。

改 善 高 校 住 宿 环 境 不 仅 涉 及 教 育 部 门 ，也 涉 及 土 地

资 源 管 理 部 门 、财 政 部 门 等 机 构 ，因 此 ，各 地 在 方 案 的

实 施 中 要 量 入 为 出 、科 学 推 进 ，依 据 本 地 实 际 ，真 正 做

到“ 一 校 一 策 ”，宜 改 则 改 、宜 建 则 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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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提级助力消费提升
本 报 九 江 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吴业园）夜幕降

临，位于九江市濂溪区的九动文化创意产业园里，风车灯缓缓转

动，营造出一片色彩绚丽的光影世界，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观赏

游玩、拍照“打卡”。

九动文化创意产业园由原九江动力机厂老厂房改造而来，

是九江市国控集团打造的现代商业与文化创意相结合的商业文

旅项目。该园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总投资 2 亿元，于今年 6 月

底试运营，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累计接待游客 10 万余人次，

成为九江文旅项目新地标。

今年以来，九江市打造了《琵琶行》沉浸式剧场、《塔影锁江》

水上灯光秀等，开展文旅活动40余场次，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

深化医保改革保障民生
本 报 铜 鼓 讯 （全媒体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陈兆发）铜鼓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保局）立足深化医保改革，筑牢民生

保障防线，切实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该局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落实，减少医保基金支出

近 500万元；通过开展自查自纠、异地就医联合专项检查、医保智

能监控追回违规医保金额 933.54万元，行政处罚 324.56万元。

2022 年 11 月，铜鼓县、湖南省浏阳市医疗保障部门签署《赣

湘边区域医疗保障合作协议》。目前，铜鼓县 13家医保定点医疗

机构已全部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平台，铜鼓与浏阳 5 家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实现医保定点互认。截至目前，已为参保对象简

化转诊手续、代办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8283人次，铜鼓患者在湖南

异地住院 600余人次。

援企稳岗，加速释放政策红利

日前，在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条条流水线开足马

力全力运转。“多亏南昌县就业之家帮我们

及时招工，仅3天时间就安排了40多名员工

到岗。”公司招聘经理孙绍平说，“每当我们

有用工需求时，就业之家总能第一时间帮

忙，为我们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

为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百米”，南

昌县（小蓝经开区）“5+2 就业之家”实行服

务专员制度，“一企一策”精准对接，这也是

当前南昌市各地人社部门为企业服务的真

实写照。

“我们向企业针对性发放‘政策包’‘培

训包’，收集‘需求包’，开展跨区域劳务对

接、校企合作等活动，有效解决企业招工引

才难的问题。”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相

关科室负责人李玢说，“同时，通过‘云招

聘+云服务+云互动’形式，实现求职招聘

零距离。”

除了精准对接、精准服务，今年以来，

南昌市还加速释放援企稳岗政策红利，通

过“免申即享”等方式，实现各项补贴精准

落实、高效直达，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行成

本。截至 9 月底，全市发放稳岗返还补贴、

社保补贴等各类惠企补贴 6亿元。

精准帮扶，助力重点群体就业

今年 6 月，江西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

付诗雨在当地就业部门组织的专场招聘会

上挑到了心仪的公司和岗位，实现了毕业

即就业。

家住西湖区朝阳洲街道的章件宝失业

多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今年 9
月，街道“5+2 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得知

后，依照其需求精准推岗，不久，章件宝有

了一份司机工作，51岁的他实现再就业。

类似付诗雨和章件宝这样的就业人员

还有很多。今年以来，南昌市各地人社部

门通过“一对一”精准推岗、专场招聘会、送

岗上门等方式，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

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提供了丰富的选岗空

间。同时，围绕“南昌市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现代化建设‘8810’行动计划”需求，创新开

展“企业下单、机构接单、学员点单、政府买

单”的“四单模式”，分层级分类别开展针对

性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

此外，持续强化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合理开

发公益性岗位，切实兑现补贴政策，兜牢民

生底线。

据统计，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市就业困

难 人 员 再 就 业 6533 人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84.84%；失业人员再就业 1.6 万余人，完成

全年任务的 84.05%。全市公益性岗位累计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2211 名，发放公益性岗

位补贴 624.9 万元；全市脱贫劳动力有就业

意愿的 1.9 万余人已全部实现就业；全市建

档立卡需转产安置的退捕渔民已全部实现

转产；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

构建格局，强化公共就业服务
今年 50 岁的黄淑兰曾经靠打零工为

生，去年，她在南昌市倍邦职业培训学校参

加了母婴护理员培训并考取相关资格证。

“现在，我成为一名‘赣洪月嫂’，收入比之

前翻了一倍。”她笑着说。

“赣洪月嫂”由南昌市倍邦职业培训学

校运营打造，其规范与先进的培训模式促

使该劳务品牌在今年入选第一批全国家政

劳务品牌典型案例名单。

政府扶持+品牌加持+就业落实，这种

一站式培训品牌打造，是南昌市实施国家

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的举措

之一。去年，南昌市入选 2023 年国家公共

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城市，以此为

契机，当地着力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

设，通过人才培养、重点群体帮扶、创业扶

持等体系的搭建，全力构建一体化公共就

业服务格局。

公共就业服务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手

段，也是基层民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今年

以来，南昌市通过织密服务网络、搭建线上

平台、深化服务举措，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向

基层下沉、向群众身边延伸。目前，全市已

建成线下“5+2 就业之家”499 家、线上 2505
家，基本搭建起标识统一、布局合理、服务

规范、运行高效的全市基层就业公共服务

网络。

南昌市人社部门还打造了功能丰富、

形式多样的“流动就业之家”，打破空间和

地域限制，将就业服务紧密融入城市中，让

劳动者获得触手可及的就业服务。

近日，记者走进高安市独城镇牌楼村，

只见一栋栋白墙黛瓦的民房错落有致，宽

阔平坦的道路直通房屋门口，便民超市、卫

生室、篮球场、文化广场等一应俱全，呈现

一派幸福安宁的景象。

独 城 镇 牌 楼 村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水 泵

村”，已有 20 多年水泵制造历史。“水泵是

我们村的‘特产’，几乎家家户户都围着水

泵转。正是靠着水泵，村民们在家门口就

有事做，平均每人每年收入有五六万元。”

牌楼村干部田传四笑着说。

江西锦洪泵业有限公司是牌楼村的水

泵企业，走进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加工

组装各类部件。公司总经理田锦洪介绍：

“我们公司生产的水泵主要用于消防、灌溉

和高楼层用水，工人都是当地村民，去年企

业营业额有 1600万元。”

1997 年，家境贫寒的田锦洪中学毕业

后在独城镇水泵厂当铸造工，他通过钻研

相关知识，熟练地掌握了水泵的原理结构、

性能用途和安装维修等知识技能。2011
年，田锦洪在牌楼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带

动更多村民一起发展水泵业。

在牌楼村一代代接力发展水泵的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市场竞争，村民们不再满足

本地的“一亩三分田”，不少人走上了外出

销售水泵的创业之路，田永凤就是其中之

一。2000 年，田永凤来到广东省江门市销

售独城水泵，闯出路子后，他带动村里的亲

朋好友一同到江门打拼。“没有熟人带，村

里人出去很难找到合适的活。”田永凤说，

当时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跟他走出去

的，他将自己多年来的销售经验倾囊相授，

几个徒弟在广西、云南等地组建了自己的

公司，业务发展很好。

目前，牌楼村共有 20 人在外销售本地

水泵，年销售额超 1 亿元。借助本地水泵

发家致富的同时，走南闯北的乡贤们不忘

反 哺 桑 梓 。2020 年 ，乡 贤 们 捐 款 20 多 万

元，资助村里修建文化中心。在旧村改造、

洗衣塘翻新、环村路修建等项目上，他们也

纷纷带头奉献，出资出力，用实际行动引领

村民建设家乡。

如今，在牌楼村，全村人围着水泵，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小小水泵，让村民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近年来，赣州市为解决最低生活保障
对象、特困供养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因
家庭照护无人看管、救治不专业、家庭经济
压力和精神压力巨大而导致“一人失智、全
家失衡”的问题，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
助，以南康区为试点，探索建立民政兜底精
神障碍特殊困难群体集中照护制度，实现
由单一物质救助向“物质+服务”综合救助
模式转变。

专业照护中心集中管理
唐江镇居民袁某织与袁某方是两兄

弟，年龄分别为 33 岁和 25 岁，均被诊断为

精神三级残疾。由于兄弟俩经常惹是生

非，作为家庭劳动力的父母被“困住”，无法

就业，导致全家一直无法消除返贫风险，只

能靠政府兜底保障度日。

据了解，南康区在册低保、特困供养人

员中有精神障碍患者分别为 2022 人、263
人。“这类特殊困难群体需要家庭长期照

护 的 有 934 人 ，其 中 照 护 能 力 不 足 的 有

540 人，占 57.8%。这种现象导致相关家庭

负担重、照护不专业、安全隐患大、经济收

入难以提高。”南康区民政局副局长刘红

萍介绍。

为此，南康区探索建立民政兜底精神

障碍患者集中照护制度，依托医疗机构实

施集中救治、集中照料、集中管护，实现照

护一人，脱困一户。今年 8 月，该区出台工

作方案，由区民政局牵头在南康区第二人

民医院设立“南康区民政兜底精神障碍患

者集中照护中心”，统一对全区特困、低保

精神障碍患者集中管理。

资金方面，南康区统筹各部门资金集

中使用，统一拨付至照护专户管理。一方

面，将低保金、特困供养金和残疾对象、特

困人员的护理补贴资金按月拨付至专户。

另一方面，由区委政法委设立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有奖监护资金，按季度据实申报拨

付。截至目前，今年已整合民政社会救助、

政法、卫健、残联、医保等多部门资金 2300
万元。

做好救助“后半篇文章”
蓉江街道居民赖某清患有精神障碍，

经照护中心治疗康复后符合出院条件。赖

某清出院后转至当地的“心康驿站”。由于

她还有被害妄想后遗症，不愿出门，也不愿

料理家务，生活无法完全自理。

“我们安排心理咨询师做了 5 次咨询

后，赖某清逐渐放下心理戒备，积极参与

‘心康驿站’开设的生活自理能力培训和文

体活动，逐渐融入社会，生活能基本自理。”

南康区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股长谢强说。

实行全程监管，让精神障碍困难对象

“进得来”，照护对象“出得去”，是南康区在

精神障碍特殊困难群体集中照护制度上的

延伸。该区建立动态有序排查、常态跟进

管理等机制，通过加强摸排、诊断、评估、走

访、培训、考评等全流程管理，指导乡镇（街

道）与照护中心、监护人共同签订照护协

议，确保精神障碍困难对象“进得来”。同

时，民政部门会同乡镇（街道）每季度对集

中照护对象及其亲属进行回访，掌握救治

效果和亲属意见，对符合出院条件且亲属

有照护能力的患者，指导乡镇（街道）、照护

中心和监护人解除集中照护手续，并明确

后续监护责任人，确保照护对象康复稳定

后“出得去”。

为做好救助的“后半篇文章”，南康区

专门打造了“心康驿站”等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机构，为精神障碍类低保、特困等困难群

体搭建治疗、康复、回归社会的中转站、连

心桥，实现让受助对象稳定回归社会。

“通过建立集中照护机制，为他们实现

精神脱困、经济脱困奠定了基础，推进政府

兜底救助从‘保生存’向‘促发展’转变。”南

康区民政局党组书记仲玉峰说，下一步，南

康区将不断探索和完善困难对象救助服务

的新形式，让社会救助政策合力更强，兜底

保障安全网幸福网织得更牢更密。

能就业 好就业 就好业
——南昌市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

11 月 6 日 ，南 昌 市 东 湖 区 杏 苑 社 区 贤 士 横 街 78 号 小 区

居 民 用 上 了 天 然 气 。 东 湖 区 董 家 窑 街 道 纪 工 委 针 对 困 扰

老 旧 小 区 居 民 多 年 的 用 气 难 题 ，督 导 社 区 征 求 居 民 建 议 ，

并 与 相 关 部 门 协 商 ，历 时 半 年 ，贤 士 横 街 78 号 小 区 40 余 户

居 民 家 的 燃 气 问 题 得 到 解 决 。 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 影摄

11 月 7 日 ，瑞 昌 市 高 丰 镇 永 丰 村 村 民 在 镇“ 乡 风 文 明 超

市 ”兑 换 生 活 用 品 。 该 镇 建 立 文 明 积 分 制 度 ，村 民 通 过 参

加 文 明 实 践 、志 愿 服 务 、公 益 活 动 等 方 式 获 取 的 积 分 ，可 以

兑 换 生 活 用 品 ，以 此 激 发 村 民 参 与 乡 风 文 明 建 设 的 热 情 。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摄

“5+2就业之家”将贴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系列专场招聘会让高校毕业生从找工作到
“挑”工作、“一企一策”精准对接让企业不再为招工发愁……今年以来，南昌市持续落实落细
就业优先政策，积极构建“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
关系和谐”的就业友好型社会。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5.9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
的95.54%，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往年同期，处于全省较低水平。

“水泵村”迸发新活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照护一人 脱困一户
——赣州市南康区集中照护精神障碍特殊困难群体

村 民 在

水 泵 厂 工

作 。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蔡颖辉摄

高 校 毕 业 生 们 在 专 场 招 聘 会 上 挑 选 心 仪 的 岗 位 。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