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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0 日，贵溪市白田乡，从乡政

府所在地通往白田村的道路上，保洁

人员手持清扫工具，专注地清理路面

碎石；不远处兰田村进村口的道路上，

清洗车嗡嗡作响，公路养护人员正在

冲刷路面。记者所到之处，只见沿途

路面干净整洁。

“过去，乡里道路缺乏定期管理，

公路两旁经常是杂草丛生，行车经过

时妨碍视线，有时候山坡塌方了，道路

清理也不够及时。现在有了物业公司

定期养护管理，路面整洁了，大家出行

也更加方便安全了。”白田村村民万加

寿开心地说。

鹰潭市境内共有乡道、村道两级

公路 4483 公里，农村公路点多线广，部

分区域山高路远，遇突发灾害、极端天

气、车辆超负荷运行等，都会增加农村

公路的养护难度。

如 何 将 农 村 公 路 管 理 好 、养 护

好？2024 年以来，鹰潭市为提升通组

公路的公共服务和安全畅通能力，建

立健全通组公路养护长效化方式，通

过创新“物业进乡村+农村公路养护”

模式，融合赋能，守护农村“幸福路”。

“在城乡融合试点工作中，鹰潭引

进城市小区物业经营理念，在农村成

立物业服务公司，承揽境内村庄长效

管 护 工 作 ，已 涵 盖 公 路 养 护 、卫 生 保

洁、设施维护、沟塘清淤、绿化养护等

多项业务。”鹰潭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主任王小元介绍，依托物业进乡村工

作机制，该市出台《鹰潭市通村组公路

长效化养护工作方案》，明确将乡道、

村道养护工作整合至物业公司业务范

畴，并结合“路长制”，建立“村民理事

会+公路管理站”“乡镇+公路中心”的

两级监管架构，为农村公路日常养护

工作的实施提供保障。

“路肩杂草不可超过路面 50厘米，

路面标线要清晰可见，杂物要及时清

理。”公路养护要好，养护规则就要具

体化。为此，鹰潭市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先后制定《鹰潭市农村公路养护管

理办法》《农村公路养护质量检查考评

细则》，为物业公司进行农村公路日常

养护制定相关标准。

“进村路每日都要清理，通村路每

3 天清理一次，县道每周清理一次。我

们物业公司有 95 人，其中公路养护队

有 6 人。”白田乡美园保洁物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曾庆华一边翻开厚厚的公路

日 常 巡 查 记 录 手 册 ，一 边 向 记 者 介

绍。手册上，清晰地记录了养护的公

路路线及道路养护情况。

“叮咚”，曾庆华的手机屏幕亮起，

公路养护工作微信群弹出新消息。“今

天，姚家村通村路路肩和边沟的杂物

清理工作已完成。”道路养护员郑余良

发来图片和语音。点开图片，可以看

到清理后的路肩整洁，边沟畅通，道路

整洁清爽。

曾庆华介绍，物业公司公路养护

工作情况由三方协同监督，公路管理

中心负责季度考核、乡镇负责月度考

核、村里负责日常监督，并将考核结果

与资金拨付挂钩，通过各级合力，推进

物业公司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记者了解到，农村公路的使用寿

命一般为 15 年左右，如果路面养护不

到位，不仅群众出行体验感差，公路的

使用寿命还会大幅缩短。鹰潭市突出

“多方合力”，解决“如何养好”的问题，

实施“专业化+群众化”养护模式，一方

面将乡道、村道日常养护工作并入物

业公司日常职能，公路部门通过技能

培训会、现场教学等帮扶机制，进一步

提高物业公司养护效率；另一方面由

市公路中心集中采购洒水车、扫路车、

清洗车、道路巡逻车等，进行机械化、

专业化养护，同时通过建立劳务派单、

设备租赁工作机制，将行业部门优势

资源向农村公路养护覆盖。

截至目前，鹰潭市所辖区（市）、景

区公路中心与 34 个乡镇、54 家物业公

司签订了三方农村公路养护协议，将

境内 4483 公里乡道、村道委托给物业

公司进行日常养护，覆盖全市所有乡

镇和行政村，全市农村公路路况环境

得到显著改善。

鹰潭创新“物业进乡村+农村公路养护”模式

融合赋能守护农村“幸福路”
胡 齐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

新春佳节，在国家水利建设重点

项目乐平水利枢纽工程工地上，200多

名劳动者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

工作岗位，抢抓工程施工进度。

深冬的乐安河畔寒风刺骨，在乐

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各种大型机械设备轰

鸣作响，工人们穿梭其中，有条不紊地

进行各项工作。工程负责人林谋辉介

绍，春节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混凝土浇

筑，确保 3月 31日完成左岸五孔、右岸

两孔泄水闸37.5米高程的浇筑任务。

据介绍，为了确保正常施工，工

程团队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从

物资调配到人员安排，每一个环节都

精心统筹规划。施工现场，各种施工

所需材料准备齐全，各类施工设备都

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来自南昌的钢筋工万文标已经

在工地工作了 8 个月。他说：“我们大

家都知道这个工程很重要，虽然不能

回家过年有点遗憾，但是看到工程一

点一点推进，很有成就感，大家都把这

里当成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家。”

夜幕降临，工地施工也暂时告一

段落。为了让坚守岗位的工人们感

受到节日的氛围，项目施工方特意准

备了丰盛的晚饭。绚丽多彩的烟花

点亮夜空，劳动者们的欢声笑语在工

地上回荡。

春节假期，进贤县街头巷尾、各

大商超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人们或

选购各种年货，或挑选各类电子产

品，消费活力十足。

“现在有国家补贴，还有以旧换

新活动，买电子产品蛮优惠的，就想

着趁这个机会买个新手机。”正在华

为智能生活馆进贤吾悦店挑选手机

的市民张骞予告诉记者。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近期前来选

购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者大幅增

加。为了充分挖掘国家补贴政策带

来的消费潜力，该门店精心策划，推

出叠加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

为了更好地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贤县坚持抓

前抓早，出台多套方案，开展网上年

货节、新春消费季活动，鼓励商超、餐

饮企业、旅游景区积极开展促销工

作，通过春节特有的文旅活动，促进

文化娱乐消费。

“我们准备了很多活动，包括服

装的满减活动、珠宝的满额赠礼，以

及消费抽奖等，最大力度让利消费

者。同时在春节期间强化服务，呈现

一个完美舒适的购物消费环境。”进

贤县吾悦广场营销负责人高木华告

诉记者，春节期间，商超日人流量可

达 6 万人次，销售额也比平常翻了 3
倍以上。

抢抓施工进度
许光平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

市场购销两旺
肖国瑞 本报全媒体记者 林 雍

1月 30日，在安远县欣山镇水背社区，社区党员志愿者为居民免费拍全家福。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文斌摄

节日期间，在南昌市新建区聚源农贸市场，蔬菜水果、肉蛋糖果等商品供

应充足，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铖歌摄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

杨静）有机硅产品不仅有“永修产”，

现在也有了“永修检”。近日，赣江新

区永修组团检验检测中心（江西省有

机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正式获

得 中 国 合 格 评 定 国 家 认 可 委 员 会

（CNAS）认可。有机硅生产企业不

出永修就可完成包括有机硅单体及

硅油、硅橡胶等共 11 个产品的 60 项

参数的检测。

永 修 是 我 国 有 机 硅 工 业 的“ 摇

篮”。自 20 世纪 90 年代江西星火厂

建成首套万吨有机硅单体装置以来，

永修有机硅产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

单一到多元化的发展历程，现已形成

国际领先、国内龙头、省内唯一的特

色产业集群，汇集上下游及配套企业

157 家，开发有机硅及下游产品 1000
余种。

要角逐全球市场，获得国际客户

的认可，产品品质是“出海”前要过的

第一关。近年来，永修组团布局建设

省级有机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不断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

软环境，高地效应逐步显现。此次获

得 CNAS 认可，为当地有机硅生产企

业跨越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开拓

国际市场提供了“通行证”，也将为永

修有机硅产业继续拉长链条提供吸

附效应。

为企业提供“国际通行证”
省有机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获CNAS认可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芳）2025
年是深化“双减”工作的关键之年。

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从 1
月起，分三个阶段开展为期 3 个月的

“监管护苗”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聚焦学科类隐形变异

违规培训、中小学“三违”治理、校外

培训机构（包括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

构、大学生培训机构、中小学生校外

托管机构和 AI 自习室）安全管理三

方面，重拳出击、真抓严管，让违规行

为无处遁形。

寒假前为第一阶段，各地对辖区

内培训机构开展全面摸排，对培训机

构全覆盖开展培训，联合消防部门开

展安全检查，推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

机构、大学生培训机构、中小学生托

管机构和 AI 自习室建设智慧消防并

接入全省教育系统智慧消防（视频监

控）系统。

寒假中（1 月 17 日至 2 月 12 日）

为第二阶 段 。 各 地 加 大 巡 查 频 次 ，

对 发 现 的 问 题 ，联 合 公 安 、市 场 监

管、消防等部门及时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并通过全省教育系统智慧消防

（视频监控）系统等数字监管平台，不

定期对培训机构的安全情况进行线

上巡查。

同时，督促培训机构组织教职员

工和培训学生至少开展一次应急疏

散演练，营业期间每 2 小时开展不少

于 1次的安全巡查。加大全国校外培

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的应用推广，

加强艺考培训机构监管，加大中小学

校违规补课的检查力度，统筹协调博

物馆、科技馆等场所开展科教活动。

开学后（2月 13日至 3月底）为第

三阶段。各地将持续查处各种违规

补课、违规收费行为；加大违法违规

案例特别是寒假期间顶风作案的曝

光惩戒力度；摸排检查中小学校引进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情况，及时

停止不符合要求的合作；全面推广使

用江西教育监管平台；对在专项行动

中发现的问题，开展整改“回头看”，

逐一销号。

据 悉 ，1 月 下 旬 至 2 月 ，省 教 育

厅、省公安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等 15 个部门将联合开展全省大学生

培训机构和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治理抽查，全面清理整顿违规培训和

托管的行为。

“双减”重拳再出击
我省开展“监管护苗”专项行动

（上接第1版）包联 6 万余户群众。同时推进网格党组织应建尽建，选优配强网

格党组织书记，建立由乡村两级干部组成的“兴安网红”“红港湾”“格上花”等

网格志愿服务队，让群众时时、事事都能找干部；完善“走访农户、收集民情、集

中会商、重点研判、解决问题”网格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问题在基层解决。2024
年，该县先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100余个，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700余件。

细化举措，扎实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横峰县坚持以“热线时时通、喇

叭天天响、村干部早晚见、夜话周周谈、活动月月有”等活动为抓手，从小切口

入手细化举措，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质效。组建 54 支专业化响应处置队伍，24
小时受理“E 呼即办”热线平台流转的群众诉求事项，2024 年共受理群众诉求

1.12 万件，工单限时办结率 99.89%，群众满意率 99.42%。深入实施县级应急广

播建设（大喇叭）项目，建设 245 个广播终端，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并实行专人

开播、方言录播，让村民听得懂、听得进。组织村干部每日进村入户摸排矛盾

纠纷隐患，乡村党员干部、网格员经常性开展“民情夜话”“乡村夜话”等活动，

实时服务了解民情，现场议事汇聚民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党群服

务中心，围绕理论宣讲、便民服务、文化活动、环境整治等内容，大力开展“身边

好人”“好婆媳”“清洁家庭”评选，以徐徐新风润泽民心。

（上接第 1版）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45 个，带动 1 万余村民增收致富。该区完善

人才创新创业金融支持体系，推出“人才贷”“研发贷”“人才保”“人才险”“人才

基金”等人才金融产品，设立人才创新创业引导基金，探索建立人才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为人才提供法务、财税、知识产权保护等个性化、特色

化服务，从而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温馨留才，营造贴心乐土。为全力打造人才生态最优区，临川区积极探索

“五优留才”模式，从工作环境、科研投入、子女入学、购房、医疗等五个方面给

予全方位保姆式服务，让人才办事无忧、生活无忧、发展无忧，全力打造人才温

馨港湾，实现人才事业与临川发展同频共振、双向奔赴。该区推出人才政策待

遇包，在市级人才政策待遇包基础上，额外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提供区级现

金奖励和租房补贴。不断强化人才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组建人才政策宣传小

分队、企业人才遍访小分队，采取入企宣讲、设点宣传等形式，切实提升人才政

策覆盖面和知晓度。

临川区新招频出擦亮才乡新名片

1 月 29 日下午，记者在南昌八大山人梅湖景区

看到，抚州文昌里民间高跷队应景区邀请，为游客

表演踩高跷，景区古戏台上正在展演“梨园风华 戏

韵流芳”经典剧目，整个景区一派喜庆祥和的节日

氛围。

在景区广场上，6 名踩高跷表演者身穿武 将

戏 服 、背 插 靠 旗 ，手 持 斧 、叉 、剑 等 道 具 ，踩 着 1
米 高 的 木 跷 ，随 着鼓点灵活跳跃、旋转、腾挪，展

现出精彩技艺，游客欢呼声此起彼伏。表演结束

后 ，还有不少孩子在表演者的示范引导下 ，体验

了一回踩高跷的感觉。“抬头，挺胸，身子立直，保

持身体平衡，这样才不会摔跤。”表演者王照富一

边 为 孩 子 们 绑 好 木 跷 ，一 边 向 他 们 讲 授 技 术 要

领。王照富告 诉 记 者 ，踩 高 跷 是 一 项 非 遗 技 艺 ，

也 是 传 统 民 俗 活 动 ，展 现 了 中 华 优秀传统文化

魅力。

当天下午，京剧《穆柯寨》、越剧《梁祝》《戏豹》、

昆剧《扈家庄》、评剧《花为媒》等在景区古戏台轮

番上演，唱腔悠扬动听，时而高亢激昂，时而婉转

低回，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欣赏。台上表演者身穿

华丽戏服，头戴精美戏冠，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

充满古典韵味 ，让观众过足戏瘾。据了解 ，此次

“梨园风华 戏韵流芳”经典剧目展演包含一大批

经典剧目，活动将持续到大年初五。“我是来景区

游玩的，看精彩戏曲演出，感受传统年味，真好！”

游客李女士说。

记者看到，景区里还有剪纸艺人向游客展示剪

纸技艺，一张张红纸在他们的巧手中翻飞起舞，变

幻出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有寓意富 贵 吉 祥 的 牡

丹花开图 ，有象征年年有余的鱼儿戏水图 ，还有

代 表 幸 福 安 康 的 阖 家 团 圆 图 。 游 客 纷纷参与其

中，向剪纸艺人现场学艺，张张红纸剪裁出红火新

年，浓浓年味在指尖流淌。

展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黄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