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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上门帮我做了伤

残评定，还把残疾证寄到了

家里，现在每个月不仅能领

到补贴，还能参加就业培训，

真是太感谢了。”日前，都昌

县和合乡和合社区居民沈某

珍感激地说。

不久前，都昌县纪委监

委工作人员在走访过程中发

现，部分轻度残疾人因出行

难造成办证难，导致无法及

时享受相应的残疾人帮扶政

策。该县纪委监委随即向县

残联等相关职能部门了解情

况，得知只有重度肢体残疾

和重度精神、智力残疾人员

可享有免费上门服务政策。

该县纪委监委驻县委办

纪检组积极与职能部门沟通

协调，督促转变服务方式，拓

展免费上门服务事项，将当

前免费上门服务事项向轻度

残疾人和精神、智力残疾人

员 延 伸 ，实 现 残 疾 人“ 零 跑

腿”办证，为残疾人后续康复

治疗、复工就业提供保障，打

通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公里”。

“除享受免费上门办证外，肢体

残疾人还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免

费申领拐杖、轮椅等辅助器具。我们

积 极 向 上 级 争 取 惠 残 政 策 ，将 原 定

194 户的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项目拓展至 285 户。开展集中整治

以来，全县共为 1.5 万余名残疾人发

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超 740 万元，

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500 余万

元。”该县残联党建办工作人员朱全

全介绍道。目前，都昌县已实现全县

24 个乡镇免费上门评残及延伸事项

全覆盖，共为 90 名疑似残疾人进行

了伤残评定，并现场对病残人员提供

针对性康复指导，赢得了广大残疾人

及家属的一致好评。 （谢文一）

近日，万载县罗城镇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移风易俗 健康先行”乡村趣味运动会，

村民们在知识问答、围坐献策等环节中加深

了对移风易俗的认识和理解。今年以来，该

镇立足实际，发挥统一战线优势，不断整合

基层统战力量，积极探索“统战+”工作新格

局，坚持把培育乡风文明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抓手，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

破旧立新，培育文明乡风。“婚喜事，简

办好，讲文明，树新风，不攀比，无烦恼……”

每天中午，罗城镇藏溪村的乡村“小喇叭”就

会准时发声，播报时政快讯以及文明新风尚

等内容。为进一步破旧俗、树新风，罗城镇

坚持以“乡情、亲情、友情”为纽带，充分发挥

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

特点，通过开展“我们节日·重阳节”等活动，

积极引导优秀企业家、退休老干部、退休教

师、乡贤等群体示范带头，弘扬文明新风；广

泛组织志愿者、网格员等力量，通过宣讲、送

戏下乡、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等形式，宣传

移风易俗、普及文明礼仪规范、倡导科学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细化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办宴席

时每桌菜控制在 12 个以内，乡亲礼金不超

过 100 元……”罗城镇积极指导各村细化村

规民约实施标准，补充完善移风易俗相关内

容和约束性措施，在人情往来和陈规陋习之

间划出界线。以村规民约修订为抓手，号召

商会、党外知识分子、乡贤等社会力量带头

落实，推动移风易俗制度规范落地实施，10

个行政村、社区全部制定村规民约、红白理

事会章程。通过村规民约有效推动村民自

我约束，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美好的乡村生

活环境，今年以来，罗城镇高价彩礼、人情攀

比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孝老爱亲、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更

加浓厚。

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在乡贤

的发动下，我们自发开展了‘门前三包’整治

行动，现在村里环境越来越干净整洁了。”南

垣 村 范 家 组 村 民 游 春 连 竖 起 大 拇 指 称 赞

道。近年来，罗城镇以扁平化基层治理专项

行动为契机，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的优势，多方凝聚统战力量，立足

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引导广大企业、社会团

体、乡贤等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整治、普法宣

传、爱老敬老、心理咨询等志愿活动，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为群众解

决急难愁盼问题。去年，该镇本土企业德顺

花炮厂为罗城镇小浒村捐赠路灯 100 盏、垃

圾桶 900 个，今年又为小浒小学捐赠了可躺

式桌椅和空调设备。目前，该镇开展困难老

人和特殊群体社会工作服务 115 次、未成年

人保护活动 32 次。 （陈婧珺）

凝聚统战力量 办好民生实事

建言献策 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真是没想到，咱们黄花村也能变得这么美。”站在村口新

修的观景台上，望着眼前焕然一新的村庄，上栗县赤山镇黄花

村村民惊喜地说。黄花村的蝶变，离不开上栗县人大代表肖艳

红和赤山镇人大代表廖光武的建言献策与辛勤付出，他们的行

为为村庄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乡村振兴工作树立了典范。

黄花村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呼声日益高涨。面对群众的强烈要求，肖艳红和廖光武积极

响应，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村民的意见建议，积极向政府建言

献策。

在人大代表的积极推动下，该村“漫步黄花”项目顺利启

动。该项目在保留村庄原始风貌的同时，巧妙融入黄花村的

民俗文化、传统建筑元素与地道美食，打造一个集文化、旅游、

休闲于一体的美丽乡村。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人大代表定期

查看工程进度，确保施工质量；密切关注村民反馈，及时调整

项目方案。如今的黄花村，宽敞整洁的村道两旁是错落有致

的民居，墙上绘着生动的民俗壁画，令人耳目一新。

赤山镇人大主席团将继续发挥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

用，为各村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加强与全镇各村的沟

通联系，深入了解村民的需求与期望，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支持。 （贺吕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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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深化集体林改
今年以来，万载县高村镇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该镇凝聚统战力量，聚焦“林改四问”，

勇挑改革重担，坚持先行先试，不断增强生态保护和林业发展

的内生动力，扎实做好林改工作，促进林农增收和村集体经济

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党建引领，化解矛盾纠纷。该镇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任组

长的林改矛盾调解专班。针对林改工作中发现的“林权界址

不清”这一主要矛盾，该镇采取“定权不定界”的方式，以林权

收储为重要抓手，按林权实测面积对林权补助进行宏观统筹，

推动矛盾双方对收益结果满意。专班成立以来，共处理历年

遗留纠纷 6 个。

乡贤带动，发展林下经济。选取白泉村为试点，该镇通过

人大代表、本地商会联系当地乡贤，采用股份合作制形式，流

转当地群众山林共计 2726 亩用于开展林下经济项目，发展药

材种植产业，目前第一批药材已下种，预计明年实现收益。

镇村联动，助力林权流转。该镇联合人大代表、商会代

表、党外人士组建普法小分队，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结合移风

易俗、禁毒、反邪教、扫黑除恶、《信访工作条例》宣传等，向群

众宣传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并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

办理林业经营收益权证。截至目前，高村镇开展各类林改知

识宣传活动 23 次，协助办理林业经营收益权证 70 本，助力林

权流转，现已收储 4000 余亩林地。 （黄晨男）

近日，信丰县新田镇金鸡圩一片欢声笑

语、热闹非凡。信丰县“橙乡红”合唱轻骑兵

宣讲队来到这里，以独唱、歌舞快板、采茶

戏、诗朗诵、合唱等形式，向群众生动地宣讲

党的创新理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喝彩声。

“竹板一打响连环，各位乡亲听我讲。

今天不把别的谈，专把党的创新理论传。”宣

讲队自创的快板词《党的创新理论好》将信

丰的地域文化、发展变化与理论宣讲相融

合，群众在声情并茂的诗朗诵《党啊，信丰向

您报告》中，感悟信丰与时俱进的奋进和拼

搏。宣讲队以专业的艺术手法，以节目为载

体，将党的创新理论舞出来、唱响来。现场

群众纷纷表示，这种宣讲形式非常具有吸引

力、感染力，宣讲队队员用接地气的形式讲

清大道理，让理论宣讲有理有趣又有料。

信丰县有着“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合唱）”的美誉。为加强基层理论宣讲，信

丰县发挥当地群众参与合唱热情高、队伍较

多的优势，从城市社区、特定人群、老年大学

中遴选出成员，组建金秋合唱团、老年大学

艺术团、南山合唱团等 5 支队伍，每支队伍

约 30 人，成为了“橙乡红”合唱轻骑兵宣讲

队的主力，分赴乡（镇）、村及企业等地，采取

唱、演等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农村、进

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近一年以

来，“橙乡红”合唱轻骑兵宣讲队开展宣讲活

动 80 余场，受益群众达 1.3 万余人。

梁玉兰是“橙乡红”合唱轻骑兵宣讲队

老年大学艺术团的负责人，她说：“相关部门

为宣讲保驾护航，我们感受到观众越来越认

可、欢迎这样的宣讲。”信丰县委宣传部、县

文联、县文广新旅局实行联动，对节目内容

编排、节目串词、节目创作等予以审核，并组

织专业人员分组对各合唱队伍的宣讲节目

编排、宣讲技巧等进行指导；信丰县委宣传

部、县城市社区、县委老干局牵头，根据队伍

所在区域情况，在队伍组建、人员配备等方

面进行动态调度，确保队伍始终保持数量适

当、结构优化合理的状态。

为突出理论宣讲实效，扩大宣讲覆盖面

和影响力 ，信 丰 县 着 力 推 动 线 上 与 线 下 、

“套餐”与“点单”、县内与县外三方面相结

合 。 该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将 节 目 进 行 视 频 制

作，通过公众号、视频号等推送，让大众随

时可看、可听，实现多种传播；参照群众“点

单 ”需 求 ，通 过 与 当 地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所）联袂演出，让群众感受更加亲切；除在

县内进行报道外，还积极向上级媒体平台

推送宣讲活动有关视频、图文等内容，提升

宣讲活动影响力。 （肖秀节 何 平）

信丰：“合唱+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舒海军）今年以

来，省市场监管局将标准提升行动贯穿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通

过标准升级，推动“两新”政策加速落地。

截至 11月 10日，我省牵头制修订国家标准

3 项，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 16 项，发布相关

地方标准 60项、相关团体标准 31项。

结合地方实际，我省制定《以标准提

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

实施方案》，提出四大方面 14 项重点工作

任务，明确全省标准提升行动的总体工作

目标，即到 2025 年，聚焦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重点领域参与制修订国际标

准 5 项以上、国家标准 50 项以上；制定发

布地方标准 100 项以上、“江西绿色生态”

团体标准 100 项以上 ；培育“江西绿色生

态”认证产品或服务 200 个以上、企业标

准“领跑者”产品 50 个以上、标准创新型

企业 500 家以上。

针对钢铁、石化化工等重点产业，利用

省级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创建契机，我省组

织开展设备技术标准化提升工程，建立重

点产业链技术创新、专利保护与标准互通

支撑机制，促进节能减排提效；完善污染物

排放标准，推动《工业废水高氯酸盐污染物

排放标准》等 3 项强制性地方标准列入立

项计划，优化提升大气等污染防治水平；围

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领域，探索研制一

批相关标准，进一步健全“双碳”标准体系。

以标准升级带动消费品升级。为鼓励

企业、社会团体和科研机构等参与相关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研制，我省印发相关方

案，优先支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大宗

消费品、新兴绿色消费领域加快团体标准

研制，发挥技术优势企业作用，打造一批企

业标准“领跑者”、团体标准“领先者”。发

挥商品条码作为商品唯一身份标识作用，

协同相关单位做好冰箱等 8 类家电补贴商

品条码数据核验工作。截至 10 月底，全省

已完成 6轮 3万余条商品条码数据比对，支

持对家电补贴商品身份信息的可信验证，

有效防范虚假交易、跨地区重复购买、骗补

套补、价格欺诈等行为。

聚焦家电、家具等产品，我省加强绿色

设计标准研制，引导产品生产实现易回收、

易拆解、易再生。紧盯废旧产品设备和材

料零部件回收利用，推动制定一批团体标

准和企业标准。今年 4 月，面向全省集中

征集一批回收循环利用等“两新”工作相关

领域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现已形成各类

重点地方标准计划项目 101 项，涉及资源

再生利用、低碳技术等方面。

聚焦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标准升级

四方面14项任务推动“两新”政策加速落地
昌九高铁昌北机场站
站台层主体结构完工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晖）12 月 8 日，昌九高铁昌北机场

站中板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车站站台层主体结构完工，为

后续站房主体结构封顶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昌九高铁昌北机场站位于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综合交通

换乘中心正下方，是集航空、高铁、地铁三位一体的综合枢纽

车站，整体呈南北向布置，总建筑面积 5.24 万平方米，为地下

两层 2台 4线侧式车站。

从建筑结构剖面图上看，机场航站楼与高铁站、地铁站呈

垂直方向设置，由上往下依次为机场出发层、机场到达层、高铁

地铁站厅层、高铁地铁站台层。此次完成浇筑的中板位于高铁

地铁站台层的顶部，是站房主体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

石城加快构建
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本报石城讯 （全媒体记者杨文斌）今年以来，石城县落

实“1269”行动计划，以品牌运动鞋服与绿色食品两个重点传

统产业集群为重点，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效益，提高产

业竞争力，加快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该县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对重点传统产业，每年遴选 3 至

5 个项目进行技术改造，同时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在硅石、萤

石等新材料领域和低空经济加大力度，充分挖掘释放产业潜

力。此外，以“智改数转网联”为主攻方向，全面提升制造业

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完善服务体系，支持鼓励企

业建设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创新平台，力争 3 年内新增

3家企业技术中心、1家工业设计中心。

产业链布局方面，该县进一步健全产业链链长制运行机

制，全面推行“链长+”“链主+”工作模式，构建链长与链主常

态化互动模式，深化企业合作，整合上下游资源，吸引配套企

业集聚发展，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链生态。同时，

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推动产业链向更高层次跃升，力

争到 2026年，3条重点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 300亿元。

冬捕城门湖
肖志龙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

连日来，九江市柴桑区城门湖迎来冬捕时节。11 月 27 日

至 30 日，城门湖边，鱼市开秤，渔民驾船入湖，开展今年最后

一轮捕鱼作业。大家身着防水服，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有的

收网，将鱼群聚齐到起网处，有的捡鱼，一条条鲜鱼被转运到

收购商的卡车，即刻发往全国各地的水产市场。

“我到这里收购了七八年鱼，城门湖的鱼品质好，不愁销

路，一到市场，就被抢空了。”湖北收购商陈新文说。

柴桑区濒临长江，辖区水域面积广阔，渔业生态资源丰

富。近年来，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和镇村干部的努力下，鱼

的销路稳定。今年清明、中秋假期，城门湖捕鱼总量超 10 万

公斤，这次又捕捞了 10 多万公斤鱼，主要销往辽宁、贵州、广

东等地。

“我们实行轮捕轮放，在确保水生态平衡的前提下，每年

三次放养、三次捕捞。放养共 15 万尾 11 万公斤，捕捞近 25 万

公斤，产值达 200 多万元。”柴桑区城门街道红心村党支部书

记徐雄介绍，这两年红心村积极发展陆基鱼养殖产业，村集

体经济收入连年增加。

◀12 月 6 日，在位于赣州经开区的马威电动力科技（江西）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监控生产设

备运作。今年 7 月，该公司正式量产电机，目前电机产量达 2.4 万台，广泛应用于船舶、航空、汽

车、电动摩托车等行业。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红举摄

▲12 月 9 日，湖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江西铜业铅锌金属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

订单，一派繁忙景象。1 至 11 月，该企业累计实现营收 106.26 亿元，同比增长 56.56%。

特约通讯员 张 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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