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兴市科技局开展

送科技政策入企活动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落实“ 大抓

基层年”活动，助力企业科技创新发展，

7

月

12

日上午，德兴市科技局一行赴香屯

街道开展了送科技政策入企活动。

科技局一行与企业负责人员进行了

面对面交流，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高

企申报、 研发投入等科技政策进行了宣

传， 并详细了解了制约企业创新发展的

实际问题，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分类指导，

贴心服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同时征集

企业科技需求，明确下一步服务方向，以

便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增强企业

自身创新发展能力。

（ 康娜）

岑阳镇：

志愿服务筑牢“防溺水”安全堤

本报讯 记者徐素琴报

道： 为有效预防溺水事故

的发生， 横峰县岑阳镇充

分发挥“ 一村一品一特色”

志愿服务优势， 扎实做好

防溺水各项工作， 通过加

大涉险水域巡查力度和宣

传广度 ， 以 “ 防 ” 为主 ，

筑牢群众安全意识“ 防护

网”。

化身“ 宣传员”， 织密

宣传覆盖网。 朝堂村组织

“ 柚来了” 志愿服务队， 通

过小喇叭、 微信群、 宣传

单等方式向居民宣传防溺

水安全知识； 铺前村通过

上户宣传及集体宣讲的方

式开展暑期防溺水安全教

育 ， 提高群众安全意识 ；

蔡坞村组织“ 甜姐” 志愿

者为学生详细介绍救生衣、

救生圈的使用方法， 让同

学们以“ 第一视角” 感受

救生圈与游泳圈的区别 ，

提高大家的自救技能； 铺

前社区童心港湾、 黄家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分别开

展“ 防溺水宣传小课堂”，

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开展

了“ 一盆水闭气” 体验活

动 ， 让 学 生 零 距 离 感 受

“ 溺水” 危险， 增强安全防

范意识。

当好“ 排查员”， 保障

设施覆盖面。 岑港村、 黄

家村巡查员对辖区内的重

点河段、 重点危险水域以

及易发溺水事故点开展全

面排查， 巡查过程中对警

示牌 、 救生圈 、 救生绳 、

救生杆“ 四个一” 的完好

情况仔细核查， 及时将摸

排中发现的问题上报， 做

到了防溺水安全隐患早发

现、 早消除。

做好“ 巡防员”， 盯紧

安全重点区。 姜家村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 ， 由 “ 姜

+

有你” 志愿者与村干部组

建巡逻小组， 对易发生溺

水事故的水域进行重点巡

查； 岑阳义警服务队铺前

社区队员对学校附近的水

域进行安全巡防， 及时劝

阻和制止在危险水域附近

嬉戏的中小学生， 并告知

家长要切实增强安全意识

和监护意识， 履行好监护

责任， 加强对孩子日常的

防溺水教育和管理。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信 江 时 评

预防中小学生溺水

汪振华：

情系一方守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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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镜 头 ， 她 为 家 乡 代 言

———记“第八届上饶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朱新苗

本报记者 陈绍鹏 见习记者 蔡霞

反餐饮浪费

奋斗者·正青春

守护初心扎根公安战

线， 担当作为情系一方平

安。 从警

19

年来， 汪振华

始终奉行为人民服务宗旨

和执法为民的情怀， 用行

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使命。

自参加工作以来 ， 汪

振华先后在万年县公安局

政工科、 石镇派出所、 刑

警大队等多个岗位工作 ，

现任万年县公安局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局长。

在万年县公安局 ， 汪

振华有着“ 大要案专业户”

之称， 局里一有大案要案

和疑难案件， 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他。 他先后主办或

参与侦办网络贩枪案、 拐

卖妇女案、 网络传销案等

多起公安部督办案件。

公安专业出身的汪振

华， 擅长信息研判、 数据

分析， 曾通过对数据及资

金 的 分 析 、 比 对 ， 采 用

“ 抓住源头、 巡线追查、 逆

向反查、 密连网侦” 工作

模式， 协助公安部侦破了

成员多达

100

余人、 涉案

金额

2

亿多元、 地跨

16

个

省市的传销案。 为守护好

百姓 “ 钱袋子 ”， 在

2022

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

日行动” 中， 汪振华带领

民警重拳打击侵害企业合

法权益和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的各类突出经济犯罪 ，

成功侦办非法收购销售医

保药品案、 合同诈骗案等

多起大要案， 挽回各类经

济损失

6000

余万元。 为护

航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他紧

盯收粮高峰期可能产生稻

谷质量等方面的纠纷， 做

到主动对接 、 提前介入 、

持续保护， 实现企业零报

警、 无隐患。 通过自己不

懈努力，

2022

年， 汪振华

先后被评为“ 全国公安机

关爱民模范” “ 全国公安

机关成绩突出个人”。

（ 王莉）

新时代赣鄱先锋

在德兴，有一个“

90

后”女青年，大家都赞不绝口：

这是一个有想法、能吃苦，正能量的“ 拼命三娘”。这个女

青年，就是“ 第八届上饶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上饶市

响亮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新苗。

朱新苗原本有一个在大家眼里体面又稳定的工

作———河南电视台的栏目主持人。

2016

年

5

月，她顶着

压力，放弃了这个“ 铁饭碗”，带着仅剩的

3

万元存款，回

到家乡德兴，开始了新媒体创业之路。

她和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平台合作，开创了《 说走就

走》旅游节目，让更多人看见家乡的美景，在乡村旅游宣

传上刮起了一阵“ 小旋风”。

她带着团队，熬了无数个深夜，走遍了上饶各个县

（ 市、区） ，采访大山背后老党员的坚守，拍摄微电影记录

扶贫故事， 用镜头记录着上饶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用

相机留下上饶的传统文化，传播着上饶的好声音、讲好

上饶故事。朱新苗的名字和她的作品渐渐被越来越多人

看见。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 很多人选择了 “ 逆

行”，朱新苗也是其中的一员。 她买了上百箱方便面、

牛奶等送去了一线执勤点 ； 她扛着设备记录抗疫一

线 ， 制作了 《 空城计里的德兴》《 广信我们和你在一

起》公益短片。

2021

年

11

月，朱新苗制作了两分钟的

《 战疫》公益视频。 视频被新华社选中，

24

小时内全网

播放量突破

700

万

+

，

40

余万人点赞 ， 鼓舞了上饶人

民“ 一座城一条心一定赢 ”齐心抗疫的信心和决心 。

后来 ，她又连续制作了《 战疫

2

》《 战疫

3

》 。 她说 ：“ 我

要利用好自己自媒体的优势，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的

正能量。 ”

此外， 她为留守儿童、 失依儿童多次捐款捐物 ；

和德兴团市委及红十字会合作制作公益视频， 为这些

孩子争取免费午餐、 募集社会捐款； 和德兴团市委共

同打造海口童心港湾 ， 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温暖的

“ 家” ……朱新苗的爱心善举从未停歇。 “ 我希望自己

这棵小小的‘ 新苗’， 可以成长为一棵‘ 大树’， 为回

报社会更好地发光发热！”

本报讯 记者任晓莉报

道：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围

绕反食品浪费、 粮食运储

减损等方面积极开展“ 反

对浪费、崇尚节约”主题宣

传活动， 科普粮食科技知

识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食品浪费法》等法律，号召

辖区内餐饮行业和广大消

费者摒陋习、树新风，营造

“ 爱粮节粮、 科学消费”的

社会氛围， 人人争做节粮

爱粮的践行者、 餐桌文明

的示范者。

该局发出“ 制止餐饮浪

费 培养节约习惯” 的倡议

书，号召农业农村部门广大

党员干部职工要清醒认识

“ 三农”工作“ 压舱石”的重

大意义，居安思危，开源

节流 ，切实把“ 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的各项措

施落细落地，持续提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求广

大党员干 部 职 工 自 觉 把

“ 节俭朴素， 人之美德”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让节约

粮 食 成 为 人 人 自 觉 的 行

动，做抵制浪费、爱粮节粮

的践行者和宣传员， 以良

好的机关党风政风引领社

会风尚。 同时，还利用“ 上

饶市农业农村局” 公众号

平台对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食品浪费法》进行科普，

并通过举实例、讲道理，宣

传号召坚决杜绝“ 舌尖上

的浪费”现象。在主题宣传

活动中， 工作人员通过现

场讲解、 发放宣传页等方

式宣传节约粮食、 反对浪

费的必要性和意义。

争做节粮爱粮的践行者

7

月

11

日，铅山县紫溪乡

紫溪村的村民们正在挖采红芽

芋。 据了解，该乡

8000

余亩传

统特色农产品红芽芋迎来了大

丰收， 乡亲们的脸上洋溢着喜

悦的笑容。

邓佼佼 首席记者 徐斌 摄

影报道

严守耕地红线， 要统筹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做到

“稳总量、优布局、管用途、严追责”。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不久前，公安部公布

6

起

非法占用耕地犯罪典型案例， 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耕

地犯罪活动；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联合通报

5

起“大

棚房”问题典型案例，及时纠正制止、严肃查处各种违法

违规占用耕地建设非农设施的行为。 各地区各部门充分

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保

护耕地，“零容忍”管住新增问题，把“坚持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落到实处，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

源” “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 甚至要像保护

大熊猫那样来做”。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坚持以最严

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 强化

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 从遏制耕地 “非农化” “非

粮化”， 到规范完善耕地占补平衡， 再到全面落实党政

同责，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守住了

18

亿亩耕地红线，

耕地持续快速减少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 全国耕地面

积连续两年实现净增加。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任何时候都不能

放松。 我国以占世界

9%

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

1/5

的人

口，从当年

4

亿人吃不饱到今天

14

亿多人吃得好，有力

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然而，我国人多地少的基

本国情没有改变，一些地方节约用地意识还不够强，违法

违规占地以及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时有发生，冲

击耕地保护红线的各类因素复杂交织， 耕地保护任务仍

然艰巨。 严守耕地红线，要统筹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做

到“稳总量、优布局、管用途、严追责”，推进耕地数量、质

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严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护好耕地，要强化地方政

府主体责任，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机制，坚决遏制土地

违法行为。目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相关考核办法已经

出台，对于突破耕地保护红线等突出问题将实行“一票否

决”。 截至

2022

年底，

13

个粮食主产区均已推行田长制，

并不断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

上下联动”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 稳住总量的同时，

还要优化布局。 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要饭碗一起

端、责任一起扛。 通过经济奖惩措施，督促南方省份有计

划、有节奏、分类别、分区域恢复一部分过去流失的优质

耕地，以有效遏制“北粮南运”势头加剧。

今天的耕地就是明天的饭碗。 保耕地， 不仅要保数

量，千方百计增加耕地后备资源，还要提质量，确保农田

必须是良田。 可以通过将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

用、开展农田连片整治等措施，实现粮田变良田、小田变

大田。 同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建设标准和

质量，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保护黑土地，治理盐

碱地，兼顾数量与质量，加强耕地土壤改良、地力培肥和

治理修复，开展综合治理和改造提升，才能让

18

亿亩耕

地实至名归，让每寸耕地都成为丰收沃土。

饭从粮来，粮从地出。 “十四五”期间，全国土地日的

主题都是“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织密耕地保护

网，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减少占用耕地，为农业留下

更多良田沃土，才能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助推绿色转

型发展，端牢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 常钦）

7

月

11

日上午，信州

区东市街道开展了以 “弘

扬婚育新风， 促进社会和

谐家庭幸福” 为主题的世

界人口日宣传活动。 活动

现场， 医务人员志愿者为

居民开展了免费义诊活

动， 信州区人大代表和社

区计生专干在现场为群众

发放世界人口日相关宣传

资料等。

廖爱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