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 州 讯 近 日 ，

信州区东市街道祝家

巷社区接到居民反

映 ， 位于信江东路

11

号的化粪池堵塞，

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

活， 希望社区出面协

调解决。

接 到 居 民 诉 求

后， 社区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来到信江东路

11

号 ， 实地了解情

况 ， 并联系相关部

门， 现场查看化粪池

和污水管道的具体原

因。 随后， 专业人员

对堵塞的化粪池进行

开挖、 疏通、 清理等

工作。 在社区的积极

协调下， 原本臭气熏

天的化粪池 终 于 恢

复了正常 。 自 “ 大

抓基层年 ” 活动开

展以来 ， 祝家巷社

区深入贯彻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围绕群众所盼 ， 以

更大力度 、 更实举

措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 办好群众

实事 ， 进一步增强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 潘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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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信区举行首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广信讯 日前， 广信区住房

建设保障中心联合旭日街道吾

悦社区在名江丽景小区开展

“ 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宣传 ”和

“ 物业服务矛盾纠纷大化解”等

为民服务在身边系列活动，受

到广大居民的关注和好评。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向居

民详细讲解了雷电 、 大风 、

暴雨 、 冰雹等气象灾害应急

避险常识 ， 并向居民发放应

急知识 、 暴雨避险 、 防汛防

洪等科普知识宣传折页 ， 引

导居民增强防灾意识 ， 科学

规避灾害风险 ， 提高应急避

险能力。 同时， 该区住房建设

保障中心、 社区、 小区物业服

务工作人员采取一对一、 面对

面座谈交流等形式， 现场成功

调解了小区保洁不到位、 绿化

修剪不及时、 幼儿园喇叭声音

大等问题。 “ 我们以‘ 大抓基

层年’ 为契机， 持续开展为民

服务在身边系列活动， 把工作

做实做好， 更好地为小区居民

解决实际问题， 提高广大居民

幸福感 、 安全感 、 获得感 。”

该区住房建设保障中心主任吴

卫华说。

（ 邱晓华 罗丽红）

沙田镇：稻油轮作助力农业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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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讯 眼下正值油菜籽收割季节。 走进广丰区

沙田镇港口村溪畈，不时见到农户收割、晾晒忙碌的身

影。 近年来，沙田镇聚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通过

开发冬闲田、旱地、荒坡地、丘陵地等土地资源，推广

“ 稻

－

稻

－

油”三熟制种植模式，致力推动“ 一田多收”，

全镇油菜种植面积达

5000

余亩，预计累计带动群众增

收

200

余万元。

“ 今年收成还可以，村委会自己种了

70

来亩，大约

能收

1

万多斤菜籽， 刨去成本， 村集体经济能增收

2

万多。” 港口村党支部书记、 主任张朝银兴奋地从地

头摘下几片油菜荚， 放在掌心轻轻一搓， 滚圆的菜籽

蹦跳而出。

溪畈油菜基地靠近河道，灌溉方便，是可供耕种的

良田。 之前，由于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村民们往

往在晚稻收割完成后， 土地翻整完泥土后就闲置等待

来年春耕。“ 这样浪费了土地，太可惜了。 ”张朝银说。

为了让良田不“ 闲”，港口村探索“ 村委推动、大户

带动、农户联动”方式，即村委会带头示范种、大户连片

规模种、小农户自主联合种，大力推广“ 稻

-

稻

-

油”水

旱轮作模式。 同时，为坚定农户开展稻油轮作的信心，

村委会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 不仅为村民提供技术指

导， 还为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提供帮种帮销服务。 一番

“ 组合拳”下来，该村

90%

以上的农田都实施了稻油轮

作，种植面积达

600

多亩。

在沙田村田间， 种粮大户陈达少正在指挥收割机

收割油菜籽。 不远处，一台旋耕机正在田里来回穿梭。

“ 这一片都是我承包的。先收油菜，后插秧，收益是跟着

涨。”聊起稻油轮作的收益账，陈达少笑呵呵。他细细算

了一笔账，一亩油菜大约能收

180

斤菜籽，刨去土地流

转、田间管理等成本，每亩还能盈余

200

多元，他种了

80

亩，一季就能增收

2

万余元。 加之，油菜果壳和油菜

秸秆则被收割机碾成碎片直接抛撒还田成绿肥， 接下

来种稻能节省成本、提高效益。“ 这一增一减，划算！ 来

年还打算把面积再扩一扩！ ”谈及今后的打算，陈达少

信心满满。

（ 朱秋梦 徐卫清）

本报讯 记者吴淑兰 戴越报

道：初夏时节，正是番茄上市时。

在玉山县六都乡清溪桥村的七彩

小番茄基地内， 或红或黄或绿的

小番茄像一串串珍珠从藤蔓上垂

下来，十分喜人。 游客三五成群，

拎着篮子在采摘，欢声笑语，好不

热闹。

“ 小番茄

5

月

13

日进入采摘

期，可持续

4

个月，采摘当日现场

销售收入达

8

万元以上。 我们通

过网络直播、美团、商超、朋友圈

等平台销售， 每天销售量在

3

万

斤以上。除了当地采摘外，我们的

产品主要销往江浙沪等长三角地

区。 ” 基地负责人毛小飞告诉记

者，

2021

年， 他在清溪桥村建成

了千亩联体智能温控小番茄种植

连栋大棚，通过标准化流程种植，

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口感， 市场

越做越大。目前，已实现年亩产小

番茄

1.2

万斤 ， 总产

1000

余万

斤，年产值达

7000

万元以上。

“ 公司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 与多家高校及科研

机构开展合作。 通过多年的技术

研发， 我们掌握了土传病害早期

监测预警技术与微生态植物健康

调控技术， 虫害全生态防控技术

和农场废弃物无害化利用技术。

同时，组建了博士团队，开展小番

茄绿色种植体系研究，培育了‘ 七

彩小番茄’特色品种，并取得绿色

标志， 小番茄品种从原来的红色

为主，增加了黄妃、 白宝、 玲珑、

黑小哥等多个品种， 深受市场欢

迎。” 毛小飞介绍， 基地还实行

小番茄水稻轮作模式， 水稻可年

产

60

万斤。 这项技术不仅解决

了稻菜争地矛盾， 还促进了产量

的增加， 在设施农业领域走在了

全国前列。 “ 接下来， 我们将通

过 ‘ 公司

+

农户

+

基地 ’ 模式扩

大生产规模， 计划三年覆盖面积

超万亩以上， 打造标准化产业化

基地及小番茄深加工技术体系，

成为华东地区最具规模的小番茄

基地。 ”

七彩小番茄成农民“致富果”

广信讯

5

月

17

日， 广信

区第一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在江西邮政

(

上饶

)

智慧产业园

举行。 来自全区各地的

70

余

名残疾人选手参加角逐。

本次竞赛突出“ 传统

+

新兴

产业”办赛理念，竞赛项目包括

传统电商运营、新媒体电商运

营、抖音平台带货、办公自动化

软件、中西式面点制作

5

个项

目。 比赛现场，选手们自信满

满、全身心投入。 大家纷纷表

示，这样的比赛非常好，不仅交

流了经验提升了技能，还为就

业创业提供了机遇。 比赛结束

后，组委会为各项目一、二、三

等奖及优秀奖获奖选手颁发了

荣誉证书及奖金。

近年来， 广信区残联多元

发力畅通残疾人就业创业渠

道， 通过开展专业化和系统化

的培训和集训， 增强残疾人朋

友的职业竞争力， 积极引导广

大残疾人努力学习技能、 刻苦

钻研技术、走技能成才之路，不

断增加残疾人的认同感、 获得

感、幸福感。

（ 黄宗振）

横峰讯

5

月

12

日晚 ，由

横峰县委宣传部、 横峰县文联

打造的第一期“ 文艺周末”在古

窑公园精彩上演， 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演出形式给大家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铿锵有力、 雄浑激昂的传

统大鼓表演拉开了演出的帷

幕。歌曲《 灯火里的中国》 、越剧

《 洗马桥》 、旗袍秀《 水墨江南》

等一系列节目轮番上演， 现场

欢声笑语不断、掌声欢呼四起。

节目中穿插了横峰窑故事讲

述， 以及横峰窑和横峰县情的

知识答题， 现场还邀请观众展

示才艺， 为市民搭建展示才艺

的舞台。节目最后，文艺爱好者

和观众共同唱响 《 我和我的祖

国》 ，展现了大家对党、对祖国

的颂扬和美好祝愿。“ 文艺周末

演出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

化生活， 还让大家近距离感受

了传统文化。”市民张先生观看

节目后赞道。

“ 文艺周末”旨在推动横峰

本土文化 ， 丰富公共文化供

给， 走近群众零距离， 着力打

造属于横峰的文化名片。 下一

步， 横峰县将持续推出“ 文艺

周末” 节目， 每月定期举办一

期或两期“ 文艺周末”， 继续

为百姓积极搭建文化惠民舞

台， 让群众展示文艺梦想、 交

流文化技艺， 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 谭宇燕）

横峰县第一期“文艺周末”精彩上演

“摆摊设点 ”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日前， 鄱阳县桃馨缘残疾

人康复托养中心举行了 “赏美

景看变化” 学习交流活动。

50

余位来自南昌、 乐平、 鄱阳的

朋友欢聚饶州古镇， 对鄱阳近

年来的变化赞叹不已， 纷纷拍

照留念。 活动中， 他们还表演

了自编自导的轮椅舞， 引来游

人称赞。 蒋冬生 摄

在博物馆里感受美好生活

信 江 时 评

在故宫博物院看气象万千的唐代阎立本 《步辇

图》；在三星堆博物馆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瑰奇；在江

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体验深夜开放的 “星空之境”；在

中共一大纪念馆追寻伟大的开端……

我们即将迎来第

46

个国际博物馆日。在刚刚过去

的“五一”假期里，神州大地上的一座座博物馆成为文

化旅游目的地中的“顶流”。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

全国

6000

多家博物馆共接待游客超

5000

万人次，达

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许多博物馆客流量已达接待能力

上限。

为何要去博物馆？ 这是因为，博物馆可以回答“我

们是谁？ 从哪里来？ 向哪里去？ ”

博物馆里的精美文物， 承载着我们的文化身份和

精神传承。 从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到大汶口文化猪

形陶鬶， 从商周时期精美非凡的青铜重器到汉代的金

缕玉衣， 从 “一页宋书一两金” 的传世古籍到清代圆

明园的十二兽首……我国数千座博物馆的浩瀚馆藏，

让观者穿越中华文明发展的不同时空， 直面中华五千

多年文明延绵不绝的伟大与壮丽。 当我们穿行于静默

无言而又细述万千的瑰奇文物之间， 仿佛能倾听到博

物馆在诉说： 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 是辉煌灿烂中华

文明的一部分， 是它在当下的传承者、 守护者和创造

者。

博物馆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也推动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 神州大地上，数千座馆藏琳琅的博物馆，以文

物艺术之美推动不同文明对话，美美与共、浸润人心，

是展示和传播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殿堂， 亦是一间间

面向未来、融入全球的文化客厅。

近年来，随着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

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文物活起来、火起

来，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守正创新、持续探索，正日益成

为热门城市旅游目的地、城市流量的重要入口，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美育需求。徜徉其间，是一场又一场与中

华文化的最美邂逅。

“诗和远方”就在博物馆展厅里，蕴含于每一个中

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在我们对自身文化深深回望、欣

赏与眷恋的时刻被瞬间“激活”。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与

美好生活”。 从历史到当下，从今天到明天……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我们每

一寸奋斗的足迹都将凝成时代的精粹展陈于后世，把

中华民族千古一脉、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传递下去，告

诉后人———美就在那里……

（ 新华社记者 孙丽萍）

近日， 在上饶经开区马鞍山片区新材料项目建设现场， 原本的山头旷

野已显露出大片红土， 挖掘机穿梭作业。 为加快建设进度， 该项目科学组

织施工， 上足机械和人工， 每天近百台大型机械、

160

多名建设者满负荷

运转， 日均土方量达

6

至

7

万方。 桂英杰 记者 蔡文逸 摄影报道

赏 美 景 看 变 化

重点项目建设忙

本报讯 记者任克祥报道 ：

5

月

18

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法院

家事审判工作市直汇报座谈会召

开， 相关单位和部门汇报工作开

展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

磊率队调研并出席座谈会， 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宏参加。

就进一步推进法院家事审判

工作，吴磊强调，要不断提高政治

站位， 深刻认识家事审判工作对

于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平安上饶、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

义；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组织领

导， 细化工作举措， 加强队伍建

设， 全力推进家事审判改革任务

落实；要密切协同配合，强化家事

纠纷多元共治的协作机制， 形成

家事纠纷多元化解的强大合力，

共同推动家事审判工作取得更大

成效。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法院家事审判工作

市 直 汇 报 座 谈 会 召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