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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在于都县小溪乡登贤养老

服务中心内，老人们或在护理人员的带

领下锻炼身体，或在活动室内下象棋、

学画画，处处洋溢着温馨。张奶奶笑着

说:“去年敬老院改革，我从祁禄山镇敬

老 院 来 到 这 里 生 活 ，环 境 有 了 很 大 提

升。每天种菜养花、跳舞画画，生活非

常开心。”

在 遂 川 县 雩 田 镇 ，92 岁 的 陈 奶 奶

重 度 残 疾 且 长 期 卧 床 ，生 活 不 能 自

理 。 去 年 ，遂 川 县 民 政 局 在 经 济 困 难

失 能 老 年 人 摸 底 过 程 中 发 现 该 情 况 ，

帮 助 她 入 住 遂 川 县 社 会 福 利 中 心 ，提

供 生 活 护 理 、健 康 管 理 、膳 食 服 务 ，精

神 慰 藉 等 全 方 位 护 理 。 如 今 ，老 人 的

身体在护理员的专业护理和精心照料

下 逐 渐 好 转 。 此 外 ，遂 川 县 民 政 局 每

月给予陈奶奶 2090 元的中央财政支持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救

助金，让老人安享晚年。

张奶奶和陈奶奶的晚年生活，正是

我省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成果体

现。2024 年初，省政府印发的《2024 年

民生实事安排方案》提出，要持续完善

养老服务体系，推进乡镇敬老院资源优

化配置改革和“一老一小幸福院”建设，

打造 100 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推进经

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对纳

入最低生活保障、经评估为完全失能等

级并自愿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按月

给予一定补助；对养老机构收住经济困

难失能老年人按月予以绩效补助。

为此，2024 年，我省聚焦老有所养，

积极推进养老服务改革，不断优化养老

服务供给，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交出了

一份温暖的养老服务答卷——建成 145
个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完成率 145%；建

成 527 个“ 一 老 一 小 幸 福 院 ”，完 成 率

117%；全省累计建成区域性中心敬老院

377 家、“一老一小幸福院”698 个。目前

全省经评估认定符合集中照护服务条

件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有 3107 名，已

有 796名申请救助且入住养老机构。

以前的登贤养老服务中心，设施陈

旧、服务单一，只能为老人提供基本的

生活照料。在全县推进敬老院改革的

背景下，登贤养老服务中心进行了全面

的提升改造升级。硬件上，棋牌室、图

书室、健身活动广场等设施面貌一新。

服 务 上 ，定 期 组 织 的 各 类 文 化 娱 乐 活

动，并实施医养融合，为老人提供了贴

心的医疗服务。

2024 年，我省全面深入推进乡镇敬

老院改革，指导各地按照全县统一集中

照护、县级部分集中+区域性中心敬老

院、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区域性中心敬

老院+部分乡镇敬老院等 4 种模式，因

地制宜推进资源整合，推动乡镇敬老院

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转型。在制度

保障上，出台乡镇敬老院县级直管的指

导意见，全省所有乡镇敬老院实行人、

财 、物 由 县 级 民 政 部 门 直 管 ，实 行“ 县

聘、县管、县考核”。县级民政部门均设

立会计核算中心，按照“集中管理、分户

核算”原则，对敬老院财务实行统一管

理，有效解决乡镇敬老院“小散弱远”等

问题。

“开饭咯！”每天 11 时 30 分许，安义

县长均乡白沙村“一老一小幸福院”香

飘四溢，数十名老人坐在饭桌上，享用

着可口的“三菜一汤”。到了周末，这里

除了老人的欢声笑语，还能见到孩子们

的身影，他们一起学习手工，开展各类

文体活动，充实且快乐。

白沙村“一老一小幸福院”的前身

是白沙小学，校舍和教学设施都非常简

陋。随着农村教育资源的整合，白沙小

学的学生全部转学到长均学校，教学楼

也随之闲置。“我们对闲置的校园校舍

充分利用，将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农村颐

养之家、‘一老一小幸福院’进行整体设

计布局，打通了旧资产焕发新活力的路

径，为老人和儿童提供了就近可及的活

动场所。”安义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解决一些特殊困难老人吃饭问题，白

沙村等多个乡村还安排了送餐员，每日

提供送餐上门服务，进一步解决老年人

“做饭愁、吃饭难”问题。

在我省农村，县域三级养老服务网

络正在逐渐完善。“我们推行党建+互助

养老服务，建成互助养老服务设施 1.49
万个，利用腾退的农村小学等资源建设

‘一老一小幸福院’698个，为老人和孩子

提供丰富的助餐、文体活动、精神慰藉等

服务。此外，全面推行特困失能人员集

中照护，1.6 万余名特困失能老年人得到

专业照护。”

在城市，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基本形

成。街道层面，全省每个街道和县城城

关镇都建有 1 所综合性养老机构；社区

（小区）层面，去年新增社区嵌入式养老

院 47 家，总数达 460 家。建设或改造日

间照料中心 234 家，总数达到 4504 家，覆

盖 98%的城市社区；家庭层面，累计建设

家庭养老床位2.6万余张，完成6万户特殊

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此外，发展

多种老年助餐服务模式，全省新增建设或

改造城市老年助餐点512个，总数达2085
个。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任新华表

示，我省还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落实

民办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补贴、税费减免

等优惠政策。社会力量建设、运营的养老

机构床位占总床位的51%，成为养老服务

发展的重要力量。

2025 年，我省将继续抓住养老服务

发展的重要窗口期，深化新时代养老服

务 改 革 ，加 快 推 进 养 老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我们将编制‘十五五’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规划，加快构建失能失智长期照

护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全省统一的失能

老年人数据库。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

板，建设改造 90 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

推动乡镇敬老院转型升级，将富余床位

向社会老年人开放。进一步完善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协同发展养老事业

和养老产业，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

务，培育一批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养

老服务企业。”任新华说。

老有所养 让夕阳更红更美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1 月 22 日，位于樟树市的江西金虎保险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现场，各种智能设备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行。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金龙腾挪翻飞，瑞狮摇头摆尾，锣

鼓 声 、喝 彩 声 不 绝 于 耳 ……1 月 22 日

下午，2025 年抚州市第二届龙狮争霸

赛在抚州市文化广场拉开帷幕。这是

一场融合非遗、传统民俗与竞技体验

于 一 体 的 新 春 文 化 盛 宴,来 自 抚 州 各

县（区）的龙狮队伍尽展风采，用精湛

的技艺和十足的热情，表达最真挚的

新春祝福。

“东乡蛇灯——了不起！”来自东乡

区孝岗镇界头村的蛇灯表演队第一个

登场，即引来连绵掌声。伴随着顺钻

花、小翻九楼、换棋盘、画梅跳界等八套

动作一一亮相，表演生动再现了青蟒的

穿行、缠绕、腾跃、捕猎等情形，活灵活

现。“东乡蛇灯向大家讲述的是巨蟒护

村的故事。为了表达老百姓对巨蟒的

感恩之情，每逢重大节日，我们都会登

场演出。今年刚好是蛇年，新的一年，

我们要感恩一切，勇往直前！”谈起东乡

蛇灯的文化寓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王仁太满脸自豪。

“哇！大白狮上场啦！”观众的欢呼

声再一次引起笔者注意，只见雄壮魁梧

的大白狮伴随着多变的打击乐，上下翻

舞，有气吞山河之势；它们时而搔头摆

尾，时而仰视低盼，两只大眼睛眨个不

停，活泼灵动。这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黎川舞

白狮表演，象征着威猛与力量，寓意驱

邪避灾、迎祥纳福。

“ 老 师 ，咱 团 队 刚 才 的 演 出 好 精

彩！”黎川舞白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邓雅明领着团队刚走下舞

台，观众谢先生就主动攀谈起来，“黎

川 舞 白 狮 有 较 高 的 观 赏 性 和 艺 术 价

值，我想将黎川舞白狮中的非遗元素

融入我们的现代舞蹈，让更多的学生

了解这项非遗……”谢先生是舞临至

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对传

统文化颇有兴趣。

“这个想法蛮好，不仅可以带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还能培

养小孩子们吃苦耐劳的精神。”66 岁的

邓雅明眼里泛起了光。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互加了微信。

舞台上，喜庆热闹的资溪猴狮舞、

灵动飘逸的崇仁扭扭龙、憨态可掬的

金溪手摇狮……宛如一幅幅鲜活的民

俗画卷，缓缓展开在观众眼前。老人

们面带微笑，眼中满是对这些传统民

俗文化的喜爱；孩子们趴在舞台边缘

聚精会神地观看，时不时发出咯咯的

笑声；年轻人也被这多彩的非遗吸引

住，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这一刻，

围观群众俨然成了这幅民俗画的一部

分，和谐且美妙。

看完演出，市民们悠闲地穿梭于民

俗产品展示展销区和书香文化庙会的

民俗展区。他们或挑选一些心仪的特

产，感受着浓浓的家乡味道；或驻足欣

赏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等待

领 取 一 副 副 充 满 新 春 祝 福 的 大 红 春

联。在这场盛大的“民俗派对”上，烟

火气与年味相融，每一个角落都透露

出人们浓厚的喜悦之情和对新年的无

尽期盼。

即将到来的乙巳蛇年春节，是“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作 名 录 后 的 首 个 春

节。今年春节期间，抚州市共策划了

298 项文旅活动，其中，243 项文化盛宴

充分展现“才乡文化”的独特风韵，55
项旅游活动让欢乐的年味和深情的关

怀伴随游客同行。

龙狮争霸迎新春
郭 钦

静待花开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笑脸征集、微笑手势舞、微笑手抄报、微笑币发放……近日，记者走

进万载县马步乡中心小学，只见“传递一个微笑，培养九个习惯”文明礼

仪活动展板上，记录下了孩子们“我和微笑有个约会”的精彩瞬间。

2023 年以来，学生家长们逐渐发现，万载县的教育正在悄然发生变

化，学校注重学业，更注重育人，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提质强校”的

动力更强。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万载县以党建为抓手，全面推动“提

质强校”，弘扬教育家精神，形成良好的育人氛围：让全县教师讲教育就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教育什么、怎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激发学校向上生

长的内在动力。

一名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在全县教育系统的重要会议、培训交

流中，县教育体育局抓住每一次机会，向中小学校长灌输一种理念：不仅

要为当地学校育人，更要站在整县的教育、民族的未来思考，站位高一

些，境界就会不一样。

“每一名老师、每一名校长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就知道怎么去教学

生了。”万载县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高叙景说。在教学中，该县引

导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通过故事讲解、案例分析等方式，向学生传递

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在班级管理中，引导学生学会尊

重、包容、互助，培养孩子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童心向党，快乐成长。万载四小探索“党建+”，设立 14 个党员示范

班、23 个党员示范岗，培育了 20 多个学生社团，让每一个孩子的兴趣爱

好和知识能力得到培养。马步乡中心小学以革命先烈龙松泉为榜样，42
名党员教师与班级结对，各班级组建“泉小队”，擦亮“泉花红”品牌，培养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接班人。

万载在全县中小学校抓好文明礼仪教育，使文明礼仪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成为学生自然流露的素养，有效解决校园安全、学生心理等问

题。高叙景举例说，有的学生不小心踩了同学一脚，说声对不起，被踩的

同学回一声没关系，矛盾就解决了；而不是相反，加剧矛盾。

音乐培养审美情操，体育塑造强健体魄，美术激发创造潜能，劳动培

养实践能力，音体美劳学科不可或缺。“德智体美劳不是简单的相加，而

是相融，通过优化中小学校课程设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学生创造多

元发展空间，让学生在各领域绽放光彩。”高叙景说。

让教育“慢”下来，万载县加深对教育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理解，尝

试让教育回归，把做人做题结合起来，努力在国家需求、社会需求、家长

需求中找到一个结合点，让孩子成为家庭的希望、国家的未来。

用爱培育，静待花开。“你三五年后再来万载采访，一定会有另外一

种感受。”高叙景自信地说。

临近春节，南昌市青云谱区博学社区开展“村社联盟”公益集市

便民服务活动。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海 波摄

“发工资啦！”

一声招呼，刘微身边霎时围过来三四十位老人，

江西头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楼大厅里，回荡起阵

阵欢声笑语。

来自芦溪县新泉乡市上村陈永坚老人拿起笔，在

工资表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字有点歪歪扭扭，老人怪

不好意思地对着公司财务人员刘丽华说：“写得不好

看，莫见怪哈。”

“没关系，爷爷，钱算得清就可以！”刘丽华话音刚

落，旁边的人乐得合不拢嘴。

1 月 22 日，冬阳和煦，照在人身上暖暖的。当天，

陈永坚和老伴刘桃妹共领到 4300 元工资，两个人在刘

微的龙牙百合育种基地务工 35 天。拿到崭新的百元

大钞，两位老人的脸上绽开笑容。

“老陈，今天领了这么多钱，打算咋用呀？”一旁的

村民问。

“我自有安排。除了买年货，过年还要给几个孙伢

子发压岁钱！”陈永坚得意地说，眼睛快眯成一条缝了。

看着这一切，刘微非常感慨。两天来，她已发放

了 20 多万元的工资，大家领钱时的快乐与满足，令她

幸福感十足。这名 90 后新农人，当过城市白领，经营

过商店，自 2019 年投身农业后，她把全部资产投入百

合和水稻种植，先后在芦溪县的新泉乡、张佳坊乡、宣

风镇流转了 2000 亩土地，准备大干一场。“国家政策

好，农业有希望。你看，有这么多人跟着我做事，靠我

付工资呢。”刘微颇为自豪。

在新泉百合产业园的工地上，十来个硕大的桩基

已经浇筑完成。刘微介绍，今年 4月，这里将建成一个

集分拣、仓储为一体的产业基地，可容纳近 200 人就

业。“有了产业，农村妇女就可以留在当地务工，特别

是一些老年人，可以通过劳动赚零用钱。”她告诉记

者，公司百合基地务工的人员，年龄大多在 60岁以上，

其中妇女占了 65%，不少还是当地脱贫户。

沿着桥岭村的山路，刘微领着记者来到一处叫王

家冲的坡地，这是公司百合产业的希望所在。她扒拉

开一层泥，只见地里的百合鳞片上，露出了一粒粒指

甲盖大小的种球，显得娇小可爱。“90 亩地，全部埋好

了种芽，4 个月以后就可以挖出成品种球了。”刘微满

怀信心地告诉记者，这些种球可以满足 500 亩的种植需求，鲜百合的

产值能达到 1200 万元左右。“基地能发展起来，公司就可以维持下

去，乡亲们就能长期干下去。我要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呢！”

“小刘总，开春要做事了，随时叫我！”回程的路上，78 岁的桥岭

村村民刘善汉拦住了刘微，提前报备务工需求。去年 10 月到 12 月，

他出勤 10天，发了 1200元工资，美得很。

“没问题，只要做得动的，大家都来！”刘微回答得很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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