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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身边的 “民间高手 ”喝彩

信 江 时 评

德兴：

点亮山城“夜经济” 释放文旅新活力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者蔡霞报道： 让军人、

军属就医更有保障， 让军娃享受更加优质教育， 让官

兵不再为家庭涉法问题忧心……近年来， 我市积极推

进军人军属优待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持续

下力解决服务对象后顾之忧， 不断营造尊崇军人、 尊

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优待抚恤上， 市县两级认真落实各项政策， 严格

按照国家、 省要求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建立

自然增长机制， 及时、 准确、 足额把

4.9

亿余元抚恤

金和生活补助费发放到

4

万余名优抚对象手中， 保证

优抚对象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安排资金

900

余

万元， 加大投入解决重点优抚对象生活、 医疗、 住房

困难。

安置就业上， 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安置军转干部，

3

年来提供

158

个岗位， 安置军转干部

113

人； 对符合

政府安置工作要求的退役士兵，

95%

安置在公益一类

岗位；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3

年来培训

7323

人次，

举办专场招聘活动

125

场，

4423

家企业提供工作岗位

51342

个， 吸引了

17335

人参与， 同时按时按标准给

5788

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

9161

万元。 军休安置上， 高标准无条件落实“ 三年集中移

交安置计划”， 积极做好军休干部和军队无军籍职工的

接收安置工作。

同时， 结合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

3

年来向随

军未就业家属推荐就业

160

余人， 发放补助

343.35

万

元， 共安置随调家属

4

人， 并于

2021

年出台 《 关于进

一步明确驻饶部队现役官兵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方式的

通知》 ， 每年从事业单位招聘中拿出部分岗位， 解决驻

饶部队随军未就业家属的就业， 两年来已招聘随军未

就业家属

21

人， 走在全省前列， 受到驻地官兵强烈好

评。 今年再次加大力度， 市、 县两级拿出

10

个事业单

位编制岗位专门面向随军未就业家属报考， 相应条件

均放宽至大专学历、

40

周岁以下。

对官兵后代 ， 将优质教育资源向军人子女倾

斜 ， 保证所有军人子女都能就近择优入学 ； 明确革

命烈士 、 伤残军人和驻市部队现役军人子女的加分

政策 ， 确保符合条件的对象都能享受到加分照顾 ；

安排现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子女

566

名优先就

学 。

此外， 市双拥办与盛义、 时空、 瀛赣等多家律师

事务所签订了 《 拥军优抚合作协议》 ， 倡导与驻军单

位结对进行法律拥军 ， 免费为军人军属提供法律咨

询 ， 为困难军人家庭 、 退役军人提供法律援助 ， 全

面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

我市聚力解决军人后顾之忧

夜市， 是一个城市最接地

气的存在。这里的烟火气，最抚

凡人心。

当暮色四合、华灯初上，德

兴市的铜都青春

SHOW

网红

夜市就热闹起来了。 各色霓虹

灯牌闪烁、烧烤摊烟火缭绕、油

炸声嗞嗞作响，热辣滚烫，来自

全国各地的几十种地道小吃，

刺激着食客们的味蕾和视觉。

店员们忙着招呼络绎不绝的顾

客，食客的交谈声此起彼伏，街

上行人手上拿着烤串边走边

吃， 城市的烟火气在众人的推

杯换盏间被点燃。

“ 德兴这么快也搞了网红

夜市，以后有了撸串的新地方，

挺开心的。 ” 市民余芳兴奋地

说，田螺、小龙虾、羊肉串、青岛

啤酒都是她的最爱， 这几样东

西搭在一起，简直就是绝了。

来自浙江义乌的陈叶青也

有自己的小惊喜，她说：“ 帐篷、

桌椅、 绿植， 通通搬进夜市现

场， 真没想到在德兴这个小地

方吃美食， 竟然能体验到沉浸

式的都市露营！ 很棒！ ”

在一个特色烧烤摊前，一

群人焦急地等着美味出炉。“ 这

段时间生意非常火爆， 比之前

好太多了， 尤其是下午

5

点到

晚上

9

点，忙都忙不过来。 ”老

板一边介绍， 一边手上忙个不

停。

随着夜色不断加重， 城市

变得更加绚丽。美食美景、俊男

靓女齐聚网红夜市， 不少游客

纷纷拿出手机拍摄， 将眼前活

力盎然、温柔可亲的“ 烟火气”，

通过屏幕分享给更多的人。

今年以来， 德兴市抢抓经

济复苏窗口期、 机遇期， 坚持

“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商户得

利、群众受益”的原则，全力以

赴建场地、引商户、上项目，大

力支持高质量发展夜间经济，

积极打造夜间吃喝玩乐游购娱

新业态、新场景，让市民和游客

在德兴玩得开心、购得舒心、吃

得放心。

“ 夜市经济是文旅休闲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提振德

兴消费信心、激活消费潜力、丰

富市民生活、促进就业、创业具

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持

续打造夜间经济多元消费场

景， 不断丰富夜间经济消费业

态。”德兴市文广新旅局局长江

珊表示。

（ 胡坤明）

鄱阳讯 走进鄱阳县银宝

湖乡鸣山村，这里满眼青绿，处

处生机盎然， 好似一幅美丽乡

村画卷。 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种植的红薯现已加工成各种地

道美食，远销日本等海外国家，

成为村民引以为豪的“ 甜蜜”事

业。

一望无际的荒地， 曾是鸣

山村发展经济的“ 拦路虎”。 目

睹着大好资源被白白浪费，村

干部多次召集各村小组开会商

讨“ 开荒”事宜。去年以来，银宝

湖乡鸣山村聚焦党支部作用发

挥，领办村集体经济合作社，重

点打造千亩红薯种植基地，探

索走出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

径。

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没

有成熟经验可借鉴， 村干部只

能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自从

决定打造种植基地， 鸣山村第

一时间召开党支部会议， 通过

党建引领提升向心力， 坚定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信心。 由党

支部书记带头把脉村情， 盘点

荒地类型、数量，因地制宜挑选

优良品种……村里的党员中心

户深入

9

个村小组， 收集农户

需求，进行全面宣传发动，形成

干群同心、 党群同行的创业势

头。经过一番探索，鸣山村集体

经济合作社决定采取“ 直接投

入

+

农户参与

+

公司回收”的方

式，打造千亩种植基地。

鸣山村在党支部的带领

下，流转千余亩土地，自主发展

红薯种植。 第一年已产出红薯

360

余吨， 收入达

50

余万元。

为拓宽收入渠道， 鸣山村还根

据季节采取土地轮种， 不仅发

展红薯种植， 还增种油菜等农

作物，今年油菜收割在即，预计

收入可达

20

余万元。 同时，乡

村合力，坚持多渠道引水蓄水，

让更多资源和要素向鸣山村聚

集。今年，鄱阳县委组织部下拨

10

万元项目经费用于支持鸣

山村产业发展， 目前正向县农

业农村局申请滴灌项目， 争取

种植基地由传统农业向智慧农

业迈进， 以资源集聚下沉“ 赋

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为促进全民参与 ， 增强

凝聚力 ， 优化联农带农利益

联结机制 ， 鸣山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积极推行“ 土地流转

+

劳务就业

+

股份分红 ”的增收

机制。 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年

初按照每户每亩

120

元

/

年固

定收入发放给农户 ， 并鼓励

赋闲在家的农户参与务工 ，

按照每人每天

100

元标准 ，

务工收入每周结算。 目前，该

生产基地共吸收了

20

余名脱

贫 、监测人口就业务工 ，帮助

实 现 监 测 户 年 均 增 收

7000

元。 年底，产业收益全部用于

走访困难户、公路维修等村级

公益事业发展 ，推动“ 民生清

单”变“ 幸福账单”。

（ 汤泽群）

铅山讯 铅山县鹅湖镇公

果村不断增强党员“ 自富”和

“ 带富”能力，聚焦强村富民创

新发展路径，村域经济、村容村

貌以及幸福指数迅速提升。

该村把带头致富能力强、

带动发展致富能力强、 带领群

众共同致富能力强的 “ 领头

雁” 等农村优秀回乡人才发展

成党员， 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

手 、 培养成村干部 。 围绕田

螺、 牛蛙养殖和草莓、 樱桃、

有机蔬菜种植等特色农业生产

项目及来料加工等项目， 创建

党员创业致富示范基地和示范

户 ， 实施 “

1+N

” 帮助模式 ，

采取“ 基地带党员， 党员带党

员、 党员带群众” 的模式， 扩

大党员创业带富辐射作用，推

动实现“ 创业一户、带动一片、

辐射一村”的发展效应。 去年，

该村集体经济收入

236

万元，

列全县各行政村首位。

（ 邱晓红）

党建引领 支部领办

鸣山村千亩荒地变“聚宝盆”

公果村提升党员创业带富能力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日前，“ 国际枢纽与新型都市区

建设———之江同心” 经济圆桌

会议在浙江省金华市举行。 会

上， 上饶市人民政府与金华市

人民政府签订了共建国际陆港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金华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新宇，上饶

市政府副市长郭峰代表双方签

约。

近年来，上饶、金华两市立

足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动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进一步建立全方位、 紧密型的

合作机制。根据协议，两地政府

将遵循“ 政府推动、市场主导、

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深

化物流产业运营等方面的协

作，加强资源服务共享交流，形

成持续发展合力， 实现优势互

补， 共同打造跨省国际陆港枢

纽合作典范。

近日， 上饶市

2023

年 知 识 产 权

宣传周版权宣传活

动在广丰区举行 ，

活动通过摆放宣传

展板、悬挂横幅、发

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向市民宣传保护知

识 产 权 的 相 关 知

识， 进一步规范我

市 出 版 物 市 场 秩

序。

记者 夏濛 摄

知识产权宣传

武侠小说里，飞花摘叶、飞檐走壁的“高手”，很多是

作者虚构出来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民间高手”，

确实有些“真功夫”在身上。

拉面师傅现场上演“拉面穿针”，大爷用大油桶制作

出混凝土搅拌机，小伙用废物残渣做成逼真的火山熔岩

桌……各路“民间高手”炫技的短视频在网上走红。网友

们说，被身边的高超技艺惊艳了！

这些“民间高手”，大多是来自平凡岗位的普通劳动

者。 他们了不起的“功夫”，既朴素实用，又兼具智慧之

美，成就了平凡中的不凡。

怎样才能成为他们这样的“民间高手”？ 怎样才能练

得一手绝活？古代一位“民间高手”卖油翁一语中的，“无

他，惟手熟尔。 ”

熟，才能生巧。 非常技艺，须下非常之功。 令人拍案

叫绝、技惊四座的劳动手艺、技术绝活，离不开日复一

日、坚持不懈地勤学苦练。 曾经靠一手“无痛飞针”采血

技能走红网络的福建厦门男护师王洋，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坦言，正是在上万次的历练之后，才娴熟地掌握了快

速进针、减少病人痛苦的方法。

百炼成钢的“民间高手”身上，闪耀着执着专注、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民间高手”们

之所以能持之以恒，将一份技艺、一门手艺、一个动作做

到信手拈来、炉火纯青，除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还

得有一颗始终不渝的匠心。

“像火箭一样燃烧自己 ， 靠的是匠心 ， 成的是工

匠 。” 火箭 “心脏 ” 焊接人高凤林 ， 从业航天特种

熔融焊接 ，

40

多年初心不渝 。 他在

0.01

秒内精准

控制焊枪停留在燃料管道上 ， 上万次的操作都准确

无误 。

什么是“心怀匠心，其技必良？ ”这就是。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无论身处哪个行业、哪个

岗位，肯下滴水石穿、铁杵磨针的功夫，心无旁骛、努力

精进，哪里都是显露身手、逐梦成才、绽放人生的舞台；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精通某个领域、拥有某项绝技的“高

手”。

为身边的“民间高手”喝彩！ 向精益求精的奋斗者致

敬！

（ 宋燕）

玉山讯“ 五一”长

假期间，在玉山县博物

馆，一场“ 百砚百壶展”

为主题的雕刻艺术品

展，吸引众多文化研究

者、爱好者和广大市民

前往观赏。

这 场 文 化 盛 宴 ，

由玉山砚遇斋创办人

廖芝军先生自筹资金

精心打造，得到“ 弘石

器语 ” 韩国平先生大

力支持 ， 共展出玉山

特有的罗纹砚和米粒

壶作品百余件 ， 集中

展现了砚玉斋雕刻艺

术的最新成果与最高

成就。

廖芝军原来一直

在外打拼 ，

2014

年回

到家乡玉山创办砚遇

斋，为打造玉山“ 中国

罗纹砚 ” 文化品牌默

默努力 。 中国罗纹砚

是玉山特产 、 历史名

砚 ； 米粒玉泉壶为世

界独有 、 具有养生功

能的艺术品 。 罗纹砚

“ 遇见” 米粒玉，“ 砚”

“ 玉 ”辉映 ，进一步擦

亮“ 中国罗纹砚”和“ 米

粒玉泉壶”这两张玉山

璀璨的文化名片。

（ 石木金）

玉

山

博

物

馆

举

办

百

砚

百

壶

展

果蔬棚里采摘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