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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千名“法治班主任”同讲法治课
本报九江讯 （全媒体记者唐文曦 通讯员叶瑾、饶诗雨）

在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九江市启动千名“法治班主

任”同讲法治课活动。

活动当天，九江市首批 37 所参与活动的中小学校，同步

开展千名“法治班主任”同讲法治课活动。法治课围绕宪法、

民法典以及与青少年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防欺凌、防侵害、防

吸毒、防电诈等法律知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认知特

点和接受能力，综合采用以案说法、情景模拟等多种教学方

法，让同学们直观感受法治的力量。

此次招募活动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志警们积极响应，首批

即在 374 所学校招募了 4178名志警担任“法治班主任”。他们

将以每学期至少两次的频率开展法治教育活动，促进法治教育

进校园。

石城巡察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石城讯 （刘新权 通讯员赖平登、罗久久）近日，石城

县屏山镇屏山村莲农黄爱根对回访的县委巡察组工作人员

说：“通过蜜蜂授粉，我今年种植的 30 亩白莲亩产达到 75 公

斤，每亩较去年增产 17 公斤。”这是县委第四巡察组进驻县财

政局开展巡察以来，坚持同题共答，持续跟踪巡视巡察审计问

题整改，在巡察工作中聚焦民生问题取得实效的一个缩影。

石城县委第四巡察组在巡察中了解到，近年来，白莲品种

培育方面存在财政投入不足问题，这也是省委巡视反馈的问

题，县财政局负责该问题的牵头整改工作。为此，县委第四巡

察组通过实地走访、谈话了解等方式，指出县财政局“面对当

前白莲产业发展现状，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

打响‘中国白莲之乡’品牌办法不多、思路不宽，向上争资有差

距”问题，并督促加大问题整改力度。

在巡察组的跟踪督促下，该县财政局联合相关部门组织

农业专家、莲农开展座谈会议，广泛听取各方建议，研究出台

了《2024 年石城县白莲蜜蜂授粉项目实施方案》，在财力有限

的情况下，安排奖补资金 131 万元用于推广蜜蜂授粉技术，助

推白莲增产、莲农增收。同时，向上争取到省级补助资金 422
万元，用于白莲良种良法栽培投入。据悉，白莲蜜蜂授粉项目

推广后，全县受益农户达 9000余户。

12 月 2 日，高安市大城镇辖区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采

茶戏剧团在集镇广场为村民义务演出，台上台下乐开了怀。

通讯员 梁 婷摄

本报吉安讯 （全媒体记者李歆）504
名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积极担当兼职网格

员，组建起暖“新”街区新就业群体“吉先

锋”党员突击队；1.4万余名快递小哥、网络

主播、滴滴司机等融入街区“大家庭”，参

与文明创建、反诈宣传、环境整治等志愿

服务……初冬季节，踏访吉安市的大街小

巷，随处可见新就业群体的活跃身影。

为破解当前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员

人数少、力量薄弱等问题，近日，吉安市启

动“吉先锋”暖“新”城市创建工作，积极探

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

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不断扩大党的组

织 和 工 作 覆 盖 面 ，以“建 一 座 暖 城 ”为 目

标，切实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紧紧凝聚

在党旗下、融入治理中，让其成为红色基

因“新”传人。

为让暖“新”有阵地，吉安市布局一批

新就业群体服务站点，因地制宜建设一批

共享共治“暖新社区”，商家友好、优惠便

利“暖新街区”，畅游无忧“暖新景区”，无

障碍、零投诉“暖新小区”，愉悦行、暖心购

“暖新商圈”。同时，该市根据新就业群体

工作实际，在加油站、充电站、物流园等场

所建成 24 小时不打烊的“暖新驿站”，为新

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热饭、阅读

等服务，进一步深化新就业群体暖心工程。

吉安市开发“吉先锋”暖“新”城市小

程序，打造新就业群体线上学习、政策咨

询、困难求助、信息发布、建言献策、地图

导航平台。同时，依托小程序发起成立暖

“新”商超联盟，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融入

基层治理，并开通“吉小哥”码绿色通道，推

动新就业群体凭码免费进驻“暖新驿站”、

出入小区送餐送件、到国有平台特价停车

等，解决新就业群体进门难、找路难、停车

难问题，让新就业群体有舒心的感觉。

为解决新就业群体所普遍关心的劳

动权益保障等问题，吉安市为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量身定制送学习、送安全、送健康、

送保险、送法律、送清凉、送温暖、送祝福

“八送”服务。同时，该市充分发挥吉安市

律师协会和“吉先锋”志愿服务孵化中心

资源优势，组建专业化服务队伍，在街道

社区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

解平台，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健康义诊、法

律解读、咨询受理、帮办代办等服务，帮助

解决工资保险、劳动纠纷、法律维权等问

题，让新就业群体安心工作生活。

截至目前，吉安市已打造暖“新”友好

街区 10 条、暖“新”红色驿站等各类站点

257 个，可为全市 2.24 万名新就业群体提

供政策咨询、充电休憩等服务。广大新就

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不断发挥“新”作用，

逐渐成长为“源自一线、服务一线”的先进

典型，为暖“新”城市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暖人心 聚人气 育人才

吉安探索“三新”党建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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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溪，地处江西省东部、武夷山脉西麓，

森林覆盖率达 87.7%，现有济广高速、抚吉高

速、316 国道和鹰厦铁路穿境而过，呈现“一铁

两高一国道”三横一纵的交通格局。

近年来，资溪县把“四好农村路”建设作

为重点工作，坚持建设与养护并重、修路与

兴 业 并 举 、生 态 效 益 与 经 济 效 益 并 行 的 理

念，不断优化路网结构，完善管养体制，提升

服 务 品 质 ，带 动 产 业 发 展 。 该 县 先 后 荣 获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全国第四批农村

物流服务品牌，入选全国城乡交通运输一体

化示范县创建名单。

一条条纵横交错、舒坦开阔的村道、乡

道、县道，仿佛一串串美丽的“珍珠链”，串起

了掩映其间的一个个美丽景点。一条条畅通

无阻的“四好农村路”，在方便村民出行的同

时，也成为当地的连心路、景观路、致富路。

一条条方便农民出行的安心路

前不久，晚稻进入收割期。在资溪县石

峡乡堡上村，村民卢大爷一大早便开着货车

将稻谷收割机拉到自家稻田。过了一会儿，

他又将稻谷装车，运回家晾晒。“以前，我们村

不通公路，不管是种植还是收割都会花很多

时间在路上。现在，路通了，有商贩到村里收

购，还有游客开车来摘水果，加上村里的客货

邮服务点，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谈起农

村公路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村民卢大爷

话匣子打开就收不住。

农村公路既要建好又要养好。“曾经，养

护工人专注于交通道路的养护，而如今，县里

确立了以农村公路中乡、村道管养为核心，高

标准农田、村庄基础设施、农村水利工程设

施、农村安全饮水、农村公墓管理等全新的

‘六位一体’公共设施管护模式，并动员政协

委员全程参与道路建设、养护、管理全过程。”

资溪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许阳冬

介绍，当地着力构建信息资源在线集成，行业

治理协同发展、行业决策科学合理的“互联

网+‘四好农村路’”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行业主抓、社会参与”的共治体系，

真正管好养好群众的“幸福路”。

修建一条公路，串联一路风景，融合一片

产业，造福一方百姓。如今，从“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到“出门水泥路，抬脚上了车”，

资 溪 县 农 村 公 路 实 现 了 由“ 线 ”成“ 网 ”、由

“窄”变“宽”、由“通”向“畅”的华丽转变。

一条条带动旅游发展的产业路

农村公路一头连着民生改善，一头连着

经济发展。

走进毗邻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大觉山的

资溪县鹤城镇大觉山村南源村小组，村内蜿

蜒的沥青小道干净整洁。细雨中，一幢幢新

颖别致的精品民宿屋出现在眼前，一侧依山

环树，一侧环溪相伴，恬静、活力又有生机。

村域道路美化和沿线景观巧妙配合，特

色旅游有声有色，旅游品牌进一步打响。“以

前去大觉山，只能从村里路过。现在大家看

到的旅游公路，是重新规划建设的道路。依

托这条道路和大觉山的旅游资源，暑假和节

假日期间民宿几乎客满。除了住宿，我们还

完善滑索、竹筏等娱乐设施，游客都很喜欢，

也吸引了很多的投资者慕名而来。”南源宿集

负责人林涛介绍。

产业因路而兴，村庄因路而美。通过四

通八达的农村公路，该县将旅游公路延伸进

大山，新建了城北大道、城南大道、大觉山和

法水旅游公路，串联起资溪的各个景区；对城

区泸溪河实施高标准综合治理，建设亲水平

台、仿古街、商业廊桥，水、岸、桥、绿交相辉

映；高标准建设面包产业一条街、泰伯名人

园、湿地公园、泰伯楼、苏区纪念馆和田园书

画馆等基础设施重点工程……一个个制约旅

游发展的瓶颈被打破，一个个旅游工程高标

准推进，构建起资溪“全域景区”骨架。

如今，一条条“四好农村路”遍布广袤乡

野 ，夯 实 了 民 生 基 础 ，畅 通 了 经 济 循 环 的

“毛细血管”，也助力农村焕发新活力、谱写

新篇章。

一条条促进乡村振兴的幸福路

一条公路何以改变一个村庄、带富一方

百姓。

乌石镇新月畲族村地处资溪县南部，是

江西省为数不多的畲族聚居地之一，距离县

城 17 公里。20 世纪 70 年代初，这里还是一个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的小山村，交通滞后是影

响全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如今的新月畲族村，已成为集畲族民俗

体验、农业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旅

游胜地。

新月畲族村是如何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村

庄变成“网红打卡地”的？“四好农村路”的建

设和客货邮平台打通了其发展的“快车道”。

“全县山区道路状况复杂，坡度大，村落

分散且居民稀少，客流量不稳定。面对这些

难题，我们推出‘弹性班次+预约响应’的城

乡公交，再借助‘资溪生活’App，助力农户拓

宽 销 售 渠 道 ，每 户 农 户 平 均 每 月 增 加 收 入

1000元。”资溪县公交公司经理王会平说。

畲酒厂、畲茶坊、畲村粽……一幅乡村振

兴新画卷徐徐展开。昔日闭塞落后的交通变

坦途，群众增收致富的劲儿更足了。该村先

后 6 次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江西省人民

政府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集体”“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村”。

铺下的是路，连接的是心，通达的是富。

如今的资溪，乡路纵横，串起人们心中的“诗

和远方”，条条大道，助力书写乡村振兴崭新

篇章。

廖雅君 王资磊/文

（图片由资溪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提供）

让幸福直通家门口
资溪县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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