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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集体婚礼、倡导节俭办宴、开展移风易俗巡演……

为减轻百姓负担、提升群众幸福感，今年以来，横峰县大力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陈规、树新风，从理念转变、内容创

新、制度完善等方面不断探索新方式，让新风良俗入眼入

耳，道德文明入脑入心。

摒弃陈规除旧弊，节俭婚庆树新风。近日，“情系教

育，缘定一生”横峰县第四届移风易俗集体婚礼教师专场

活动在西坡横峰民宿举行。随着音乐声响起，数对新人手

牵手步入会场，在祝福声中互换戒指、结为夫妻。“我觉得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倡导我们以简约的方式举行一场不

简单的婚礼。”新人刘玉清说道。

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俗，历来

是移风易俗工作的重点。今年以来，横峰县以婚俗改革为

切入口，先后举办了“5.20”结婚证集体颁证、“因为爱情

相七而遇 满心欢夕”集体婚礼、“缤纷夏日 遇见那个 TA”

单身青年人才交友联谊活动等，鼓励年轻人转变传统观

念，自觉抵制高额彩礼，树立婚恋新风尚。

集体生日笑语喧，俭省办宴扬新篇。在岑阳镇朝堂

村，一场为 70 岁以上老人举行的集体生日活动现场欢声

笑语，志愿者为老人戴上生日帽，随后一起吹灭蜡烛，许下

美好愿望。这场别开生面的生日宴定期举行，既弘扬了孝

老文化，又有效避免了铺张浪费。

“朝堂村的集体生日活动是我们提倡节俭办活动的一个

缩影。”横峰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近些年，县里将整治

乡村宴席铺张浪费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协调各村结合实际制

定村规民约，对宴请人员、酒席用菜、操办流程、红包“份子”

等提出明确要求，避免跟风攀比，减轻群众的人情负担。

文艺巡演润乡土，潜移默化易风俗。舞蹈《礼赞新时

代》、歌曲《今天》、三句半《婚嫁新风人人赞》、小品《三个媳妇

和婆婆》《新风颂》等 10 多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今年 5
月，“与人民同行”横峰县移风易俗文艺巡演暨文艺周末展演

在岑阳镇岑港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上演，节目精彩纷呈，展

演过程中穿插移风易俗知识问答环节，现场群众热情参与。

为了把新时代文明新风吹进百姓心坎里，横峰县持续

创新工作方式，一方面，精心策划多场反映婚事新办简办、

颂扬时代精神的文化娱乐节目，让村民在欣赏表演的同

时，潜移默化接受移风易俗教育。另一方面，线上线下相

结合，通过乡村小喇叭、宣传栏、融媒体专栏、文明实践活

动等方式，广泛传播新思想。截至目前，全县已举行移风

易俗文明实践活动 1200 余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节目

专项巡演 12场，组织各类宣讲 500余次。

移风易俗 乡风文明

简约不减爱 文明新风来
——横峰县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掠影

本报全媒体记者 涂汉林

旅客安检效率可提升16.67%

南昌车站启用智能安检新系统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晖）近日，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

有限公司南昌车站在南昌站、南昌西站、南昌东站引入铁路

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系统，将有效提高安检行李物品的识别

精 准 度 和 旅 客 安 检 过 包 速 度 ，旅 客 安 检 效 率 可 提 升

16.67%。目前，所有安检仪已完成安检联网改造。

据介绍，新引入的铁路旅客运输安全检查系统增加了

集中分析安检图像、电子化登记禁限品、集中判图应用等功

能。“以往禁限品登记是通过人工手写方式，现在只要安检

系统查获到行李物品中有禁限品，系统就可以通过‘电子拍

照+刷身份证’的方式，自动打印禁限品信息单，减少旅客等

待时间，出行也更加便捷高效。”南昌车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南昌站和南昌东站还在全国铁路范围内首次实

现了省会中心站安检联网，改变了以往安检员在现场盯控

安 检 仪 屏 幕 的 模 式 ，实 现 对 多 个 安 检 仪 的 集 中 监 控 和 管

理。工作人员在集中判图室内，只要识别到旅客行李中的

禁限品，就可以直接传递图片信息到安检作业现场的电脑

上，让安检员更精准、快速地处置存疑行李，降低行李物品

漏查漏检概率。

宜春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本报宜春讯 （全媒体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汪道俊）宜春

市聚焦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需求，围绕提升能力素质、拓宽就

业渠道等方面下功夫、出实招，全力助推退役军人好就业、

就好业。截至目前，该市共举办退役军人线上线下招聘会

42 场，参与企业 954 家，提供就业岗位 8138 个，帮助 472 名退

役军人实现就业。

深入摸排，找准堵点“把好脉”。宜春市找准退役军人

就业工作中的堵点难点，结合退役军人返乡报到一站式办

理信息登记，了解退役军人技能水平、就业创业愿望、培训

需求、岗位需求等信息。同时，依托全市 2900 多个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站），全面摸排未就业退役军人就业需求和面临

的困难，科学制定方案，提供分类指导、精准服务。

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开良方”。宜春市组织开展多样

化、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满足退役军人不同需求。同时，

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等部门，组

织开展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走进江西国轩、大有科技

等重点企业进行就业推介，并采取联动招聘、直播带岗等方

式，让退役军人近距离、全方位、更直观了解岗位信息。

为提高退役军人就业率和创业成功率，宜春市依托退

役军人信息系统，建立就业创业信息数据库，实现退役军人

就业动态监测。同时，建立符合退役军人就业岗位特点的

用人单位资源信息库，今年已发布用人信息 88 期、政策信息

12期，帮助 100余家退役军人企业招聘员工。

12 月 10 日，新余市举办

“振兴杯”家政服务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25 支代表队 80 余

名选手参加家务服务员、母

婴护理、养老护理 3 个项目

比赛。近年来，该市认真组

织实施“巾帼家政”提质扩容

技能提升工程，以“小家政”

撬动“大民生”，不断提升家

政服务人员技能水平。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

“小家政”
“大民生”

12 月 10 日，安远县应用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练习操作工业机器人。该县采取“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订单培训”等方式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学生就业率。 通讯员 魏迪金摄

校企共育

12 月 11 日，吉安市中等专业学校师生在对口企业

参观学习。该校实行校企联合培养等教育模式，为企业

提供急需的技术型人才。 特约通讯员 李 军摄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开例

会、办培训、协商工作都有了固定的地方，

方便多了。”日前，万载县新生代商会会长

黎永来说。坐落在万载工业园区内的商

会大厦于去年正式投入使用，全县 15 家商

（协）会都有了自己的办公场地，这是万载

县商（协）会改革创新的一个写照。

近年来，万载县紧盯全县产业布局，

聚合民营企业力量，先后组建成立花炮总

商会、新生代企业家商会、万载县广告协

会等 15 家商（协）会。同时，成立 17 家乡

镇花炮商会，进一步推动花炮产业发展，

实现乡镇商会全覆盖。

只有激发商（协）会活力，才能进一步

助力民营经济腾飞。万载县积极探索政

治建会、政企协商、政商共建模式，推动营

商环境优化升级，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全

县 32 个商（协）会均成立党支部，坚持把党

的领导作为商（协）会发展的根本原则，实

现“党组织+商（协）会”互融共建，以党建

引领商（协）会正确改革发展方向。延伸

“党建+信息”触角。加大对外埠商会党建

工作的指导、扶持力度，自主研发“红帆”

App，打造流动党员管理平台，推动党建触

角 延 伸 至 深 圳 、广 州 、南 昌 等 外 埠 商 会 。

“我们经常组织商（协）会党支部党员到万

载各红色名村开展活动，仙源乡商（协）会

支部党员依托其辖区内的湘鄂赣省苏维

埃政府旧址多次开展活动，进一步增强民

营经济领域党员的党性修养，深化民营企

业家的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商会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万载县工商联主席龙荣明说。

日前，万载工业园区商会、浙江商会

联合万载县税务局和县工商联举办“税联

聚力、春雨润苗,助企发展行动”税务知识

讲座，3 名税务业务骨干进行税收政策宣

传，并对企业重点关注的政策进行细化区

分，对享受条件、流程和操作详细解读，为

园区企业送上“政策大礼包”。万载县充

分发挥商（协）会在搭建政企桥梁方面的

重要作用，建立“职能部门+商（协）会+企

业”沟通联系机制，强化服务意识，推动营

商环境持续提质增效。

万载县统筹 15 个行政执法单位编制

行政执法涉案合规指导清单，建立行政执

法 合 规 商（协）会 第 三 方 监 督 评 估 机 制 。

机制运行以来，推送案件听取商（协）会意

见 249 条，为企业减轻行政处罚金额 1223

万元，协助 247 家企业完成合规整改依法

经营。每个商（协）会均成立商事调解中

心，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走商户、进企

业、入车间”，实现一平台接收、多元化调

处、全链条解决，提高纠纷解决和诉讼服

务质效。去年以来，调解各类合同、劳动

关系、土地、金融等矛盾纠纷 547 起，办结

率和满意率均达 100%。

用好政府及商（协）会的优势资源，搭建

政商共建平台，构建“发展共赢”模式。各商

业银行分别派驻一名副行长进驻商（协）会

担任金融顾问，探索引入特色金融产品，解

决会员企业融资难问题。去年以来，全县组

织各商（协）会与四大国有银行及九江银行

等商业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银行授信

突破 10亿元。充分发挥商（协）会人脉广、资

源多、信息灵等优势，大力开展平台招商、以

商招商，成功引进一批优质项目，进一步激

发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的内生动力，推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已签约引进

20 个项目，涉及花炮、新材料、智能制造、

电 子 信 息 、绿 色 食 品 等 领 域 ，总 投 资 约

37.81 亿元，更新储备招商线索 52 条，预计

总投资超149亿元。 （鲍洪浪 丁斌祥）

激发商会活力 促进民企发展

勇攀新高 打造赣州市域副中心龙龙南南

近年来，龙南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以发展休闲乡宿特色产业为抓手，加

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着力打造景村融

合、产村融合、三治融合、城乡融合、共同

富裕“四融一共”和美乡村。

该市连续获评全省美丽宜居先行县、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先进县、全省

“美丽活力乡村+乡宿”联动建设先行县。

眼下，龙南市正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

作为”的目标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奋力打

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

现代化县域发展先行区。

产村融合促民增收

在龙南市渡江镇，一排排蔬菜绿意盎

然、长势喜人，菜农忙着采收打包发往粤

港澳大湾区；在程龙镇，一片片脐橙树占

满山头、硕果累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采摘……

龙南市积极践行“特色农业+农文旅”

路径，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动能，促进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让农业小县展现出大作为。

近日，笔者走进渡江镇岭下村供港蔬

菜种植基地，只见大棚里一片忙碌景象。

数十名工人正在采摘、处理新鲜蔬菜，准

备运往粤港澳大湾区各大超市和农贸市

场。基地负责人叶隆向介绍，公司在龙南

市种植大棚蔬菜超 2000 亩，通过科学管理

和技术创新，实现了大棚蔬菜的高效栽培

和全年不间断种植，每亩年产量 1.25 万公

斤、产值约 5.5 万元。

“岭下村供港蔬菜基地和别的蔬菜基

地不同，工资是按件计费，每斤五毛钱，最

多的一天能挣 200 多元。”在基地务工的村

民曾大姐热情地回应。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靠产业

带动支撑。”龙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叶建

根介绍，龙南市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经营模式，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优质农

副产品供应地”的定位，大力发展蔬菜等

农业产业，打造了桃江水西坝、渡江岭下

等一批供港澳蔬菜基地和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基地。目前，该市已建成标准化

规 模 蔬 菜 生 产 基 地 1.3 万 亩 ，带 动 周 边

1500 余名村民就业，蔬菜丰收时期月收入

超 5000 元。

除了发展蔬菜种植产业，龙南市还打

造了“高山蔬菜村”等 72 个特色鲜明的老

屋产业村落，成功申报了龙南大蒜等 88 个

地理标志、知名商标和有机认证，武当镇

大坝村鹰嘴桃基地等 6 个产业村被评为富

硒产业示范基地。此外，龙南市先后引进

江西赣鄱正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隔

壁阿姨食品有限公司等农业龙头企业及

种植大户，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形成

了饲料、茶叶、豆腐乳等 12 个农产品深加

工全产业链，实现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

的一体化发展。

乡宿发展提质增效

龙南市突出“一村一品”抓农业产业，

结 合 各 乡 镇 特 色 发 展 文 旅 产 业 ，以 农 促

旅 、以 旅 兴 农 ，乡 村 振 兴 迈 出 发 展 新 路 。

今年以来，央视及各大主流媒体节目和综

艺纷纷走进龙南市拍摄取景，当地各旅游

景区人头攒动、一派火热。

据了解，龙南市以打造“美丽活力乡村+

乡村民宿”联动建设先行县为起点，巧妙地将

村庄建设与景点开发结合起来，增强了乡村

旅游的魅力。今年 1至 11月，龙南市累计接

待游客 1001.57万人次，同比增长 10.13%；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76.53亿元，同比增长7.6%。

积极开展“美丽活力乡村+乡宿”联动

建设，在围屋民宿小镇、杨村燕翼围等 11

个民宿聚集区，发展乡宿 120 余家，带动地

方农副产品销售 5000 余万元。目前，乡村

乡 宿 年 收 入 达 8450 万 元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874 个。此外，大力引进田园采摘、餐饮、

直播等多种热门元素，引导乡宿经营者围

绕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乡村旅游、围屋

村落、核心景区等特色，明确各自的发展

定位，并根据不同标准和目标群体，实施

分层次、差异化的打造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展休闲乡宿之初，

龙南市就在总体布局上注重规划引导，布

局了客家文化乡宿体验带、乡村休闲乡宿

体验带、康养度假休闲乡宿体验带等，休闲

乡宿实现从“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向规模

化、集聚化、特色化转变，大量原本冷清的

乡村变成现在游客所熟知的乡村旅游点。

目前，该市签约旅游消费团体 370余家。

景村融合处处是景

步入黄花湾共享村落，目之所及是一

条条宽敞而便利的乡道、焕然一新的新客

家风民宿，让人眼前一亮，村民三五成群

围坐在庭院里聊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孩子成群结队在游乐区嬉戏，欢声笑

语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温馨和谐、美丽

动人的乡村生活画卷。黄花湾通过打造

“乡村与城市共享、三产与一产共享、龙南

与湾区共享”的新模式，成为一个集休闲、

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网红景点和乡村振兴

示范点。

曾 经 的 黄 花 湾 是 房 屋 破 旧 、村 民 大

量 流 出 的 空 心 村 。 2021 年 底 ，通 过 整 合

乡村振兴资金和渡江镇下辖 7 个村的自

筹 资 金 ，龙 南 市 以“ 老 屋 复 活 ”为 抓 手 着

力打造黄花湾共享村落。该村土地房屋

实现资源共享，并设立老屋托管站，流转

农 户 自 愿 交 予 托 管 的 闲 置 房 屋 ，以 村 集

体 名 义 通 过 群 众 自 筹 、政 府 奖 补 等 方 式

将 老 屋 整 修 并 出 租 ，让 有 着 田 园 梦 的 创

业 人 士 租 赁 闲 置 农 房 ，帮 助 农 户 获 得 租

金收益。

结合农村“老屋复活”改革，盘活农村

闲置农房 13 万余平方米，完善基础设施和

公 共 服 务 配 套 设 施 ，并 高 标 准 建 设 芷 溪

谷、黄花湾、桂园里、枫林驿、畲山湖、碧水

瑶等一批乡村振兴示范点。

如今的龙南市，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乡 村 环 境 持 续 优 化 、综 合 治 理 能 力 逐 步

提高、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村庄面貌显著

改善，处处欣欣向荣，乡村振兴潜力不断

迸 发 ，一 幅 和 美 的 乡 村 振 兴 画 卷 正 徐 徐

展开。 （叶婷婷 钟文宇）

龙南市：以融合之笔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九江银行南昌分行：

助力我省首单知识产权证券化（ABN）发行
近日，由九江银行主承销的南昌市 2024 年度第一期知

识产权资产支持票据，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成功

发行。该项目是我省首单知识产权证券化（ABN），也是全

国首单“银行保函”增信方式的知识产权证券化（ABN），标

志着南昌市知识产权证券化实现零的突破。该项目发行规

模 2.15 亿元，发行期限 1 年，发行票面利率 2.6%，定向扶持南

昌市 16 家科技型企业。

“自项目中标以来，我们迅速成立专项推进小组，积极

与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在九江银行投行部等多部

门协同指导下，严格把控质量与时间节点，全力为知识产权

领域提供卓越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九江银行南昌分行相

关负责人说。

作为项目管理人，该分行制定了科创企业筛选计划，聚

焦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通过筛选其优

质的知识产权资产作为底层资产，确保项目的科技含量和

成长潜力。该分行通过召开项目宣导会和逐户走访的方

式，分别走访了南昌县、安义县 231 家企业，最终确定入池企

业 16 家，入池规模 2.15 亿元。

九江银行南昌分行将紧密围绕南昌市委、市政府重大

融资、发展转型等工作部署，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全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 9 月末，该分行科

技企业授信余额 13.79 亿元，同比增长 9.10%；科技企业授信

户数 332 户，同比增长 6.07%。 （晏懿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