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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机关食堂节俭用餐成常态

铅 山 城 管 补 齐 城 区 服 务 短 板

我 市 加 快 发 展 设 施 蔬 菜 产 业

已建成基地面积 13 .9 万亩

本报讯 韩蒙蒙 记者徐素琴报道：近日，玉山县六

都乡的“ 七彩”小番茄生态农业基地，刚种下去的番茄

苗正在茁壮成长。 自从江西炊之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建设千亩“ 七彩”小番茄生态农业基地以来，通过科技

创新，这里已经从试验田发展成为集种植、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为推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丰富百姓“ 菜篮子”，

我市持续推进设施蔬菜建设，从政策扶持、引进龙头企

业、完善市场流通环节等方面，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

收。 自

2020

年起，我市力争通过

3

年时间，设施蔬菜面

积新增

10

万亩，总量达到

15

万亩，蔬菜种植面积

150

万亩以上，总产量

300

万吨以上。 到

2022

年底，全市已

累计建成设施蔬菜基地

13.9

万亩。仅

2022

年我市设施

蔬菜建设完成

56130

亩。

为加快发展以大棚蔬菜为主的设施蔬菜， 我市出

台了《 上饶市关于加强“ 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实施方案》

《 关于加快推进上饶市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等文件，为推动蔬菜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加大产业扶持力度。 在充分发挥省级项目补贴资

金带动作用的同时，各地统筹乡村产业振兴衔接资金，

其中重点补助设施蔬菜产业。 玉山县出台了《 玉山县农

业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对新建蔬菜大棚

20

亩以上的按

投资总额的

30%

给予奖补，

20

亩以下的蔬菜大棚给予

30

元

/

㎡奖补、单体薄膜大棚给予

6

元

/

㎡奖补。 鄱阳县、

余干县对建设钢架单体蔬菜大棚也有一定的奖补。 在诸

多政策的支持下，全市蔬菜经营主体发展蔬菜产业的积

极性空前提高，全市蔬菜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多方筹措项目资金。 去年以来，我市通过专项债、

一般债申报，争取项目支持等多措并举发展设施蔬菜，

通过各种渠道累计融资近

30

亿元。 广信区广投集团投

资

5

亿元 ， 开工建设

1

万亩蔬菜大棚 ， 目前已建成

3000

余亩。 鄱阳县引进宁波圣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

3

亿元， 建设生态农业高科技产业园。 德兴市建设

2000

亩高标准智慧蔬菜大棚， 目前一期

300

亩已完成

土地流转。

重点引进龙头企业。 大力招商引资， 尤其是在税

收、金融、土地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到上饶投资的有

关经营主体最优惠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 目前我市

已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的

项目落户上饶，如万年县的明凰生态农业、江西铭宸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建立标准化蔬菜基地； 弋阳县引进的

山东物泽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目前已建设

2000

亩设施蔬菜基地。通过“ 传”“ 帮”“ 带”，培育了一批

当地技术人员，也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完善市场流通环节。 目前上饶市的蔬菜交易场所

主要集中在江西鄱阳县鄱阳湖国际水产城、 江西供销

余干农商大市场、江天农博城等批发市场。 随着城市功

能不断完善，社区平价蔬菜超市也日渐兴起。 而投入运

营的江天农博城（ 弋阳）农批市场、中国供销上饶农产

品交易城、邻里中心等一批冷链物流基地项目，也进一

步完善了我市蔬菜市场流通设施水平。

1

月

13

日，婺源高铁站工作人员为旅客提

供信息咨询、行李搬运等服务，让旅客回家之路

更加安心、暖心。

春运期间，婺源高铁站增派工作人员，细化

便民服务举措，聚焦打造“人文春运”，为旅客提

供行李搬运、信息咨询、重点帮扶等，让旅客春

运回家路暖意融融。 陈宪宏 摄

情 暖 回 家 路

本报讯 汪漆朋 记者方子

健报道：在机关食堂张贴“ 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宣传标语，举办

反食品浪费系列宣传活动，越来

越多的干部职工积极参与“ 光盘

行动”，坚持按需取餐、拒绝浪费

……近年来，市直机关广大干部

职工用实际行动践行节约节俭

的生活方式，机关食堂“ 反对浪

费、崇尚节约”的风气日渐浓厚。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狠抓落

实、多措并举，组织市直单位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相关

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制止餐饮浪

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市直机

关食堂人均餐厨垃圾产生量减

少

10%

以上， 食堂餐厅浪费行

为显著下降，充分发挥了公共机

构的社会引领示范作用。

该局联合市纪委市监委、市

直机关工委下发了关于贯彻落

实制止餐饮浪费工作相关文件，

把反食品浪费工作列入党风廉

政建设重要内容，提高到建设生

态文明城市和大美上饶的高度；

第一时间制作了《 行政中心机关

食堂制止浪费行动实施方案》 ，

规范行为、明确标准，设立了监

督举报电话；联合发改、商务、市

场监管等部门出台了《 上饶市机

关食堂反食品浪费成效评估和

通报制度实施方案》 ， 并且将反

食品浪费工作纳入年度综合考

核和公共机构节能评价等内容。

根据食品储存时间有计划

做好物资采购，确保不过期不变

质不浪费，掌控好物资供应的适

度性，该局每日做好用餐人数的

登记，提前预测重要节点用餐人

数，确保食品食物供应量上精准

核算、合理供给，餐厅服务员及

时反馈信息， 厨房按需生产，把

控好干部职工吃饱与食物供应

的平衡点。在机关食堂各个进出

口制作心愿板、 设置意见箱，畅

通干部职工的诉求和沟通渠道，

先后收到各类意见建议

500

余

条。 根据意见建议，及时调整菜

品结构，丰富食物品种，极大降

低食品浪费负面因素，提升餐盘

的光盘率。

该局还与市创文办联合发

文在全市机关食堂部署开展光

盘行动，定期组织志愿者对干部

职工用餐情况进行监督，对浪费

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对浪费行

为进行曝光。采取明察暗访的形

式，联合相关部门对市直机关食

堂反对餐饮浪费工作进行督查

和评估， 对督查结果进行通报。

制作了各类宣传标语在机关食

堂醒目位置张贴，制作了《 反食

品浪费法》宣传专题展板，向广

大干部职工发放了 《 用餐手册》

2000

余份，传播了节约粮食、文

明用餐的理念。

春节将至，近日，上饶市第一小学金

龙岗校区的少先队员代表带着浓浓的爱

意来到抗美援朝老兵汪树云爷爷家中，

送去一份份满满的新春祝福。

据了解， 抗美援朝老战士汪树云今

年

92

岁。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1951

年

1

月， 他作为第二批志愿军战士入朝

参战，共参加了五次大战役，荣获过个人

一等战功。 直到

1956

年

8

月，他才回到

国内参加祖国建设。

上饶市第一小学的香樟红领巾们将

汪树云围绕在中间， 听他讲述过去那段

烽火岁月， 幼小的心灵又一次接受了红

色洗礼。 “ 汪爷爷，明知道战争那么艰

苦，您为什么还是要选择上战场呢？”“ 在

那样艰苦的环境下， 您是怎么坚持下来

的呢？”少先队员询问道。汪爷爷回答说：

“ 因为国家需要我们， 我们当然义无反

顾。 ”

香樟红领巾们还为汪树云带来了快

板《 祝吉祥》 、吉他弹唱《 你笑起来真好

看》 、葫芦丝吹奏《 听我说谢谢你》等才艺

表演。 汪树云感谢香樟红领巾们的精彩

演出，并寄语孩子们“ 新年快乐，健康幸

福，学习进步！ ”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英雄榜样引领

成长。通过“ 新春送福”主题实践活动，香

樟红领巾深刻认识到老一辈英雄们用生

命书写了自己的人生， 值得我们每一个

人铭记与致敬。 （ 周林）

香

樟

红

领

巾

与

老

兵

爷

爷

的

新

春

约

定

广丰讯“ 你爱人在单位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感谢你一直以

来对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家里

有什么困难、对我们工作有什么

意见建议，都可以提出来。 ”“ 支

持他的工作是应该的，感谢领导

的关心， 希望他能够安心工作、

廉洁自律。 ”这是广丰区纪委监

委领导班子一成员到纪检监察

干部家中开展政治家访时的一

段温馨对话。

为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建设，强化对纪检监察干

部“ 八小时以外”的关心关怀和

监督管理，推进纪检监察机关规

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广丰

区纪委监委出台了《 广丰区纪检

监察系统关于开展政治家访工

作方案》 。通过进门入户、促膝交

谈、视频（ 电话）等方式，分级进

行政治谈话，实现全区纪检监察

干部全覆盖。

“ 此次家访活动，既传递组

织对干部的关心爱护，又引导干

部及家属增强廉洁免疫力，打造

‘ 单位

+

家庭 ’ 严管厚爱全链

条。 ”广丰区纪委监委负责人表

示。区纪委监委一线掌握干部思

想、家庭、生活状况，引导家属注

重对干部的家庭监督和提醒，当

好“ 监督员”。此次共走访

221

人

次，收集意见建议

30

余条，并将

家访内容存入《 纪检监察干部廉

政档案》 。 （ 董依）

铅山讯 近年来，铅山县城

管局从治水、治污、保供等方面

入手，补齐城区短板弱项，不断

提升城市服务功能。

改善城区水环境，提升居民

生活质量。 完成了总投资

5177

万元的县城排水防涝工程，总投

资

1.96

亿元的城区排水防涝改

造提升项目正在抓紧实施；投入

8000

万元，对全长

3200

米穿城

而过的清湖河实施截污、水生态

治理、水利、景观四大工程，让清

湖河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清除污染源，维护市民身体

健康。 投资

1.7

亿多元，建设了

县城生活污水处理收集和管网

建设项目，其中：一、二标段已完

工，城中村生活污水管网改扩建

（ 三标段） 和社区排水及综合改

造提升项目（ 四标段）即将完工；

完成了总投资

1196

万元的工业

园区雨水管网清淤检测维修项

目； 总投资

4000

万元的县城生

活污水处理厂扩容项目正在抓

紧实施，项目完工后，污水处理

规模将扩大一倍； 总投资

9500

万元的县垃圾填埋场终极封场

项目已完工，彻底清除了垃圾填

埋场的生态环境风险。

保障水、气供给，满足市民

生活需求。 总投资

2

亿元、日供

水

4

万吨的城北水厂建设及供

水管网改造工程即将完工，总投

资

4000

万元、敷设

11

条市政中

压燃气管道的城区燃气管道项

目正在抓紧建设。 （ 韩华）

特 要 有 “ 品 ”

信 江 时 评

乡村要振兴，发展特色产业是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围绕“做好‘土特

产’文章”作出重要部署，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关键要找准路子、突出特色。 乡村“土特

产”要在“品”上下足功夫，把好资源转化为好品质、好

品牌，让本地“土特产”更好服务城乡、致富农民。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要因地制宜选准品种， 打好

“特色牌”。 我国疆域辽阔，新疆吐鲁番的葡萄、黑龙江

五常的大米、 山东烟台的苹果……得天独厚的自然地

理优势，孕育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物产品种。 各地“跳出

本地看本地”，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打造广大

消费者认可、能形成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同时科学把

握差异性，坚持规划先行、精准施策，不盲目跟风。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要适应需求提升品质，增强竞

争力。 随着人们健康理念不断升级，消费需求正由“吃

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加快转变，需要质量

更好、品质更优的农产品。

2023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施行， 通过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

的全过程、全链条监管，对农产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 狠抓农产

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优胜劣

汰、质量兴农。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要久久为功擦亮品牌，拓宽致

富路。 近年来，农业品牌数量快速增长，品牌效益显著

提升，但多而不精、大而不强仍是发展瓶颈。 通过加快

建设富有特色、 规模适中、 带动力强的特色产业集聚

区，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助力特色产业从 “小而散 ”向

“大而强”转变。 另一方面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农产品

品牌，加强品牌管理，促进品牌营销，实现由“卖原料”

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

让乡村特色产业更有“品”，离不开强大的乡村振

兴人才队伍。 进一步引导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加强现

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要加强政

策扶持引才育才，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围绕“品”字下功夫，因地制宜选准品种，提高农产

品的外在品相、内在品质，以及品牌价值，更多特色鲜

明、业态多样的乡村产业就会不断带动强农富农，乡村

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 新华社记者 潘洁）

2023

年是农历兔年，万年县一珍珠企业用本地特色产品珍珠制作的

生肖兔工艺品惟妙惟肖，备受客户欢迎。 赵德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