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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萍乡市湘东区举办“花火”新年户外音乐节，现场表演中国鼓、舞

龙、打铁花等节目，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 影摄

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洪 怀 峰）2 月

2 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南昌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南大一附院）申报

的“航空医疗转运”价格项目近日获国家医

保 局 、江 西 省 医 保 局 支 持 并 予 以 价 格 备

案。此举意味着新增“航空医疗转运”价格

项目在我省正式落地，在响应国家及省内

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中，迈出了

关键一步。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在

“时间就是生命”的医疗救援中，航空飞行

器受地理空间限制少，时效远高于其他交

通 工 具 ，但 费 用 高 昂 、标 准 化 建 设 不 足 等

问题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难点。去年 11月，

国 家 医 保 局 公 开 发 布《综 合 诊 查 类 医 疗

服 务 价 格 项 目 立 项 指 南（试 行）》，新 增

“ 航 空 医 疗 转 运 ”价 格 项 目 。 新 增 的“ 航

空 医 疗 转 运 ”价 格 项 目 涵 盖 了 固 定 翼 飞

机 、直 升 机 等 各 类 航 空 器 为 患 者 提 供 的

转 运 服 务 ，对 其 价 格 构 成 进 行 了 明 确 ，让

相 关 服 务 收 费 有据可依，为航空医疗救护

打开新空间。

据悉，南大一附院申报的“航空医疗转

运”项目，采用“启航费+飞行小时费”的收

费方式，即转运距离小于 240 公里的，收费

为 1.5 万元启航费，加上 9800 元乘以每飞行

小时所产生的费用；转运距离大于 240 公里

的，收费为 2.5 万元启航费，加上 9800 元乘

以每飞行小时所产生的费用。南大一附院

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中国民用航空局

确定的航空医疗救护联合试点单位。去年

12 月底，南大一附院正式完成一架航空医

疗救援直升机交付，成为我省首家配置自有

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的医疗机构。南大一

附院在象湖院区建有 13 吨级的大型直升机

停机坪，可启停目前国内所有型号的救援直

升机，并可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起降，目前已

形成较成熟的救援体系，独立开展过多次航

空医疗救援。通过直升机转运，大大缩短了

患者在途时间，极大守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健康。

省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航空医疗转运”价格项目落地 ，不仅使空地一体化的紧急

医 疗 救 援 网 络 能 够 将 医 疗 救 助 的 触 角 延 伸 至 偏 远 地 区 和

紧 急 事 件 多 发 区 域 ，为 更 多 危 重 患 者 架 起 空 中“ 生 命 桥

梁”，还为推动我省低空经济在医疗领域快速发展形成示范

引领效应。

春节临近 ，正是年货生产销售的高

峰期。1 月 23 日，笔者走进位于鹰潭市

余江区潢溪镇店前畲族雷家村的红糖加

工基地，只见村民正将红糖产品分类打

包装箱，一件一件码齐放好，准备发货。

“这一个多月来，我们都在忙着发货，要

赶在年前把客户预订的年货配送到位，

确 保 消 费 者 品 尝 到 地 道 的 地 方 特 色 美

味。”村民周少华一边往车上装货，一边自

豪地对笔者说。

近年来，店前畲族雷家村持续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让村民搭乘“产业兴村”致富

快车，共享乡村振兴红利。店前畲族雷家

村素有“红糖之乡”美誉，该村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红糖产业，不仅将红糖“熬”成了带

富一方的特色产业，也“熬”出了村民增收

致富的甜蜜日子。

为了满足当地年货市场需求，该村生

产了暖姜红糖、玫瑰红糖、桃酥、麻花、猫

耳朵等系列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红糖

是本地人过年必不可少的年货之一，店前

畲族雷家的红糖不仅品质好，价格也实

惠，公司今年又在村里预订了 1000 多份

红糖大礼包，作为员工过年福利。”看着即

将装满的货车，江西保太集团总裁办负责

人赵梓涵说，公司把消费帮扶作为“万企

兴万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满足了

企业需求，又能帮助农民增收，可谓一举

两得。

“目前，我们的产品销售火爆，部分

产品已经售罄。村里的红糖产业 2024 年

产 值 达 700 万 元 ，不 仅 让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加 50 余万元收入，还带动周边约 500 户

甘 蔗 种 植 户 、13 个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

3000 余 名 村 民 持 续 增 收 。 红 糖 产 业 的

蓬勃发展，让村民和村集体实实在在尝

到 了 甜 头 。”村 理 事 会 理 事 长 雷 加 生 开

心地说。

“老板过年好啊！一定要严格执行进

货查验制度，把好食材安全关。环境卫生

也要搞好，新年呈现新面貌。”正月初二，

节日氛围正浓，南昌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南浦分局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忙碌起

来。执法人员来到人流密集的农贸市场

和餐饮店，对照检查标准，做好节日市场

秩序保障工作。每到一个点，执法人员都

热情地和商家打招呼。

“ 一 定 一 定 ，年 前 我 们 就 做 了 大 清

理，一定要让游客吃得放心。”商家热情

回应。

“你这个线路有点老化了，得抓紧时

间 换 掉 。 烹 煮 结 束 要 及 时 关 闭 燃 气 阀

门。”执法人员杨伟强在一家小餐饮店耐

心细致地做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越是这个时候，安全工作越不能松

懈。”杨伟强说，节假日期间，他们通过提

醒、警示、宣教以及培训等风险防范工作，

持续强化销售者和经营者的安全意识，从

源头上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让百姓吃得安

心、吃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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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鹰潭市龙虎山景区的杂技表演，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

看。春节期间，该景区开展一系列年味十足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摄

1 月 30 日，在南昌市秋水广场江畔，以“微笑天使”江豚为

主形象打造的一座 16 米高巨型“豚宝”气模，吸引众多游客打

卡拍照。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劼摄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红糖之乡”年货俏
胡 齐

2 月 1 日，在婺源

县 文 化 广 场 举 行 的

非遗贺新春活动 中 ，

文 艺 工 作 者 们 通 过

形式多样的表演，为

当地群众送上一场民

俗盛宴。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劼摄

民
俗
盛
宴

（上接第 1版）同时，不断更新旅游业态，将牯岭街打造成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引入星巴克、漫心府等知名品牌，庐

山书屋、祈福美庐、庐山故事等文创产品的推出也为游客带来

了更多元化的体验。聚焦打造“节会庐山”，先后举办庐山民

宿产业发展大会、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庐山国

际爱情电影周、庐山半程马拉松等活动，做到了月月有活动、

季季都添彩。

此外，庐山市还陆续推出三月份免票月、背诵庐山诗词免

门票和庐山粉丝避暑季等活动，持续赴重要客源地举办宣传

推介活动，加强海外社交平台建设，大力实施入境游促进计

划，出台自媒体创作者优免政策及奖励办法，强化与权威媒

体、网络平台的深度合作，形成全媒“说庐山、推庐山”的生动

局面。

庐山文旅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上接第 1版）开展 62 个电商物流集散网点建设，解决农产品

上行和工业品下行问题。成立 2300 余个群众自治组织，形

成“村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的浓厚氛围。同时，探索改造

利 用 、联 建 利 用 、整 合 利用、整治利用、保护利用等五种模

式，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 1406 宗。利用乡村振

兴衔接资金 6857 万元 ，建成产业下沉车间 56 家 ，辐射带动

1.2 万人就业，每年增加就业收入 1.7 亿元。结合当地特色，

大力推进“一尾鱼苗”“一樽木雕”等“十个一”特色产业，打造

传统雕刻、工厂化养鱼和民宿等一批富民产业，促进村集体

和村民增收。2024 年，该区 117 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全部超 15 万元，实现总收入 3940 万元；收入百万元以上

强村达 7 个。

余江区规范宅基地管理建设和美乡村

（上接第1版）

漫步孔庙之中，耳旁不时传来阵阵悠扬的琴声，颇有余音

绕梁的况味。

“姐姐，这是什么乐器？声音真好听。”一个小朋友好奇地

问。

“这是灵璧石琴，它的音色和馆藏的编磬、特磬相似，古时

候祭孔大典上会用到编磬和特磬。”萍乡博物馆孔庙管理处主

任周馨怡娓娓道来，向游客们讲述祭孔大典的故事。琴音袅

袅，如林间清风、山间清泉，沁人心脾。这一刻，人们不由自主

地放慢脚步，已然陶醉在传统文化的曼妙风情之中。

墨香琴韵

“亮丽名片”上的那抹“赣鄱红”
（上接第 1版）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目光紧紧追随着老兵们的每一个动作，将

其牢记于心。每次训练结束后，他们主动

找到班长，诚恳地请求加练。军姿不好，

就重点练站功；握枪不稳，就铆足劲专攻

持枪功。因为表现出色，下连不久，他们

先后被编入方队，执行任务。

升好祖国第一旗，凝聚亿万爱国心。

一 次 特 殊 的 升 旗 仪 式 让 殷 子 昌 印 象 深

刻。那天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当方队走

过金水桥，他看到狂风暴雨中群众使劲撑

着伞，坚持在现场观看升旗仪式。“圆满完

成任务后，听到观众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时，觉得一切努力都值得。”回忆当

时情景，殷子昌心潮澎湃。

奏响和平友谊的军乐

2024 年 8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 16 届

“斯帕斯钟楼”国际军乐节开幕式上，伴随

着《钢铁洪流进行曲》的旋律，中国人民解

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军乐团帅气登场，赢得

阵阵掌声。队伍之中，就有樟树籍战士卢

亮明。

“我来自农村，入伍前从未接触过乐

器演奏，是部队培养、历练了我。”卢亮明

说 ，“‘ 好 男 儿 去 当 兵 ’是 老 家 的 传 统 。”

14 年前，他来到军营，因偶然的机缘进入

了军乐团。

军乐团的战士既是演奏员，又是战斗

员，既要有超高的演奏技巧，又要有军人

意志。凭借着江西兵骨子里敢于吃苦、善

于钻研的优良品质，卢亮明从乐器演奏的

门外汉，逐渐成长为一名专业的圆号演奏

员。这些年来，他随队出征，圆满完成了

阅兵庆典、迎送外宾等上百起国家级司礼

演奏任务。每次执行任务时，他的内心总

会涌起同样的激动与自豪。

1 月 31 日下午，军乐团音乐厅内，传出

阵阵清脆的鼓点，九江籍战士熊宇杰和战

友正在进行打击乐的演奏训练。

2024 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熊宇

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出了一个与众

不同的选择——报名参军。得知儿子的

这 一 决 定 后 ，熊 宇 杰 的 父 母 给 予 了 全 力

支 持 。 谈 及 自 己 的 选 择 ，熊 宇 杰 满 怀 深

情地说道：“父亲曾是一名军人。从小耳

濡目染，他的军人气质和担当精神深深影

响着我，让我心中早早便种下了军旅情结

的种子。”

在 军 乐 团 的 训 练 场 上 ，一 组 别 具 意

义的军号雕塑格外引人注目。打头的正

是复刻南昌起义时所用军号的雕塑。红

色 基 因 涵 养 了 江 西 兵 追 求 卓 越 、争 创 一

流 的 品 格 ，让 他 们 在 同 年 兵 中 能 够 脱 颖

而出。

2024 年 12 月，熊宇杰从新兵连来到军

乐团开始参加训练，一个多月后，就执行

了司礼任务，到现在已经参加了 4 场音乐

会的演出。“我愿意把自己融入军营，在火

红、沸腾的军队大舞台上施展才华。”熊宇

杰说。

帅气的“中国排面”

“向右看！”一声洪亮而威严的口令骤

然响起，记者刚踏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

司礼大队训练场，便听到一阵响彻云霄的

呼 号 声 。 官 兵 们 铿 锵 的 步 伐 、炯 炯 的 目

光，与整齐的枪线、帽线、腿线一道组成一

幅令人震撼的画面。

作为国家和军队形象的“代言人”，仪

仗司礼兵在对外展示国威军威的同时，也

塑造着大国的礼仪风范。网友们总是用

“帅气的‘中国排面’”来称呼他们。

“动作要做到完美无缺、万无一失，就

必须用拼搏去获得。”秉持着这一信念，来

自上饶的方茂谱在训练中始终全力以赴，

因为表现出色，入伍仅仅一年多，就已经

执行了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迎

接外国元首等仪仗司礼任务近 30 起，他还

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

和方茂谱一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仪

仗司礼大队里，有数十名同批入伍的江西

子弟兵，他们怀揣着炽热的梦想与满腔的

热 忱 ，投 身 军 旅 。 从 踏 入 军 营 的 那 一 刻

起，他们便将成为优秀的仪仗兵作为自己

矢志不渝的目标。

于 2023 年 9 月入伍的信丰籍战士刘

家瑞，在同批士兵中脱颖而出，第一批编

入仪仗队，如今已经担任副班长；来自进

贤的女兵刘玉芬，瞄准执行重大任务这一

目标，训练刻苦、努力拼搏，在新兵营时就

被评为优秀新兵；来自赣州市南康区的邱

国阳，把每天的训练情况写成日记，每日

总结训练经验，不断提高自己……

“近两年，我们在江西征集了许多优

秀的兵员，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勤奋敬业、

训练刻苦，已成长为大队各个基层单位中

的骨干力量。”谈起江西籍士兵，中国人民

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杨帆如是说。

“我参军后，家里挂上了‘光荣之家’

牌，父母都很自豪。”“ 过 年 了 ，县 政 府 和

县 人 武 部 工 作 人 员 到 我 家 慰 问 ，给 家 人

送上新年祝福。”“每次和爸妈通话，他们

都会叮嘱我在部队好好干。”……得知记

者来自江西，这群年轻的战士纷纷向记者

述说家乡对他们的尊崇和自己对家乡的

思念。

“今天是正月初三，我们一起给大家

拜个年吧。”采访即将结束时，在一名战士

的提议下，数十名江西籍士兵齐声高喊：

“祝家乡的父老乡亲金蛇纳福、十全十美、

事业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