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中小学生溺水

8

月

9

日至

10

日，市卫生健

康综合监督执法

局组织执法人员

对市中心城区游

泳场所开展卫生

监督检查及水质

抽检， 检查内容

包括泳池卫生 、

浑浊度、 池水游

离性余氯、 浸脚

池 水 余 氯 、

pH

值、细菌总数等，

全力守护游泳爱

好 者 的 健 康 权

益， 确保市民安

心“解暑”。

记者 王调翁 摄

本报讯 姚美琴 记者蔡

晓军 见习记者蔡霞报道 ：

近日， 在上饶经开区董团乡

联合村文明实践站， 村干部

组织开展“ 积分制” 兑换活

动， 村民郭满瑛花费

400

积

分， 兑换了洗衣粉、 肥皂、

驱蚊止痒喷雾、 洗发水等生

活必需品。 这些积分， 都是

郭满瑛参加学雷锋、 村干道

卫生大清扫等志愿活动获得

的。

“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遵守文明规则本来就是我们

应该做到的， 现在还能得积

分、换礼品，大家都更愿意简

办红白喜事、 保持环境卫生

了， 村里的攀比现象也越来

越少，风气越来越好。 ”她感

慨道。

近年来， 董团乡将积分

制管理和乡风文明相结合，

推进移风易俗， 破除陈规陋

习， 培育文明新风， 把“ 红

白喜事办理 、 人居环境整

治、 志愿服务开展、 村规民

约遵守、 文明家庭和董团好

人评选 ” 等方面纳入 “ 积

分” 评定的重要依据， 在该

乡

11

个村文明实践站， 积

极开展“ 文明表现换积分、

积分换奖励” 等活动， 提高

村民参与文明创建活动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让村民在认

同感和获得感中 ， 自觉从

“ 要我做” 向“ 我要做” 转

变， 在全乡形成向善向好的

新气象、 新风貌。

小小“积分”增干劲 移风易俗促文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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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更多创新尖兵

信 江 时 评

直播带货让玉米成了“抢手货”

应家乡：

种植千亩中药材 拓宽百姓致富路

奋斗者·正青春

引进投资

1

亿元以上工业企业一家、投资

2000

万元

以上工业企业

3

家、引进数字经济企业

20

家，这是信州

区茅家岭街道去年以来招商引资的亮眼成果。 成绩的取

得，离不开第八届“ 上饶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茅家岭街

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余联康的贡献。

作为街道分管财税和招商引资工作的班子成员，接

手工作之初， 余联康就开始全面梳理街道在招商引资上

存在的问题。 他把招商、安商作为经济发展的“ 牛鼻子”来

抓，制定了系列工作举措，通过以商招商、老乡招商、全民

招商等方式方法，考察、对接、洽谈了一批有效项目，取得

了良好成效。

工作以来，余联康在多个岗位干过，在每个岗位都兢

兢业业，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2010

年，余联康响应

号召， 来到信州区沙溪镇英塘村， 成为一名“ 大学生村

官”， 以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 全身心投入到群众工作

中去。 为了服务好群众 ， 余联康虚心向村两委干部请

教， 在挨家挨户走访中， 他逐渐掌握了村情户况， 弄清

了村两委工作的主要职责， 为各项工作收集到了第一手

的鲜活材料， 工作思路也逐渐明晰。 他结合自身所学，

一步步理顺村里各项工作机制， 到村不久， 就帮助村里

成立了环境卫生理事会， 制定了 《 英塘村保洁员管理考

评方案》 等一系列长效机制和措施。 第二年， 英塘村基

本实现常态化保洁。 可靠的长效管理、 村民养成的良好

习惯， 为英塘村之后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村、 全省文明村

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1

年， 余联康被调到茅家岭街道工作。 在抓重点

项目建设， 特别是征地拆迁过程中， 他始终把群众利益

和需求放在第一位， “ 宁愿自己累一天， 不让群众少一

点”。 在上禹路改扩建项目中， 有一户住户， 家庭成员

的态度始终不一， 他就一一做思想工作， 电话沟通、 登

门拜访、 请其他人帮忙劝说， 向他们阐释征收方案， 了

解对方诉求。 最后一次约谈， 他们从晚上

7

点一直谈到

深夜， 终于以诚恳的态度打动了对方， 在凌晨

2

点完成

签约。 征收对象从冷言冷语到笑脸相送， 是他工作成绩

的最佳写照。

用 行 动 赢 得 掌 声

———记第八届“上饶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余联康

本报记者 蔡晓军 见习记者 蔡霞

广信讯“ 感谢党的好政

策，让我们日子越过越幸福，

中药材种植既增加了村集体

经济收入， 又让我们在这里

有事做、有收入。 ”正在给吴

茱萸种植基地除草的脱贫户

徐老伯开心地说。 与他一起

除草、 护理吴茱萸的十来个

村民，看着树上挂满吴茱萸，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8

月，迎着夏日的阳光，

笔者走进上饶广信区应家乡

东坞村中药材基地， 千亩吴

茱萸长势喜人， 朵朵药花竞

相开放， 一米多高的树枝上

果实累累，伴着微风，阵阵药

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在基

地里， 应家乡党员干部们和

村民正忙着察看吴茱萸长

势，“ 今年雨水充足， 吴茱萸

长势不错，能卖个好价钱。 ”

看着一个个圆滚滚的吴茱萸

一簇簇挂在枝头， 大家长长

地舒了口气。

近年来， 应家乡依托自

然资源优势， 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探索绿色致富新路子，

把发展吴茱萸、 覆盆子等中

药材作为带动村民增收、壮

大集体经济的新兴产业 。

2015

年，该乡引进中药材种

植项目

1000

余亩， 年产值

500

万元左右，主要销往江、

浙、沪等地。

600

多名农户实

现家门口就业，为脱贫户

60

余人提供就业岗位， 增加村

集体年收入

10

万元。“ 在家

里待着也没什么事做， 到基

地里务工每天还能有

100

多

元的工资， 日子过得充实又

幸福。”平日里负责对吴茱萸

进行日常管护的徐师傅乐呵

呵地说道。

该乡通过“ 村集体经济

+

公司

+

农户”的发展模式，促

使中药材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 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致

富的渠道，让“ 绿水青山”变

成了真正的“ 金山银山”，还

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据了解， 茱萸树耐旱、耐

寒、贫瘠土地也能生长，吴茱

萸药用价值很大，具有散寒止

痛、 降逆止呕之功效，

3

年可

达到采摘旺盛期，亩产干吴茱

萸

300

公斤左右，每公斤售价

约

500

元，市场前景广阔。 如

今， 一片吴茱萸染绿了山坡，

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还带

动了农户增收致富。

（ 陈炜）

德兴讯 立秋时节，走进

三面环山的德兴市绕二镇横

港村，郁郁葱葱的毛竹、山茶

树、 阔叶林形成大片大片的

绿， 阳光从树缝中点点洒落

在山林中，惹人陶醉。望着满

山青翠， 横港村村民柯文平

由衷地说：“ 有了‘ 林长制’，

山管得更精细，空气特别好，

林中的鸟也多起来了， 现在

的横港村真是个山清水秀的

好地方。”横港村的“ 绿”是绕

二镇推行“ 林长制”取得成效

的一个缩影。

绕二镇有山林面积

19.8

万亩，毛竹

5

万亩，杉木

3.7

万亩，茶园

4000

余亩。 近年

来， 绕二镇牢固树立“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

发展理念， 以“ 林长制” 为

总揽， 统筹生态保护和乡村

振兴， 将生态文明深深植根

于绕二这块红色沃土。 严格

落实“ 林长制”， 积极推行

“ 林长

+

护林员” “ 林长

+

警

长” 等“ 林长

+

” 模式， 镇、

村、 组三级林长不定期开展

巡山工作， 对有破坏生态现

象， 当地公安部门坚决采取

“ 零” 容忍态度， 加以严厉

打击 ， 使 “ 林长制 ” 带来

“ 林长治”， 更加有力保护一

方生态。 与此同时， 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 积极引导广大

农民 “ 靠山用山 、 靠山富

民”， 大力发展油茶、 果树、

中药材等林下绿色产业， 让

林下经济成为村民走向小康

生活的“ 致富林”、成为保护

环境的“ 生态林”，构筑了一

道道绿色生态屏障。

（ 邵德初 王俊）

余干讯 立秋时节 ，余

干县瑞洪镇上西源村水果玉

米成熟了，随风晃动着绿叶，

带来阵阵清香。近日，余干邮

政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驻村

工作队开展上西源村水果玉

米助农直播活动， 使得滞销

的水果玉米成为“ 抢手货”，

通过互联网为农民提供更广

阔的销售渠道， 帮助农民致

富增收。

“ 我们的玉米使用农家肥

培育，绿色无污染，口感又糯

又甜。 ”“ 各位家人们，我可以

把玉米的甜味唱给你们听

哦！ ”直播中，通过前期实地调

研和宣传推广，余干邮政助销

上西源村水果玉米直播活动

在邮乐平台正式开始，其中一

位主播还发挥特长，弹起了吉

他，为直播助兴，引来观众阵

阵点赞。主播们详细介绍了水

果玉米的优点、味道、食用方

式、价格等内容，诙谐的语言、

幽默的解说，吸引了不少网友

点赞下单。本次直播共计售出

水果玉米

4000

余公斤， 现有

库存全部清空。

直播活动的推出， 不仅

为上西源村农民解决了销售

难题， 也为余干县乡村振兴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过

余干邮政“ 线上销”

+

“ 线下

寄”的服务模式，以及从“ 生

产端”到“ 销售端”提供的“ 一

条龙”服务，真正解决了农民

销售难、物流难的后顾之忧。

（ 韩海建）

广丰讯 为进一步增强

中小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意

识， 广丰区大南镇充分发挥

人大监督职能作用， 成立防

溺水工作督查组， 不定期开

展防溺水工作专项督查，织

密防溺水“ 安全网”。

“ 安全牢牢记在心，夏天

游泳防溺水， 河沟水库和池

塘，千万不能胡乱行。一旦发

生了溺水，喊人救命没人听，

千万注意防险情……”

6

月

份以来， 大南镇人大代表纷

纷行动，化身“ 宣传员”“ 巡防

员”，开展多形式的宣传教育

活动和督促巡查， 扎实有效

开展防溺水工作。

大南镇人大依托辖区人

大代表联络站， 开展防溺水

工作专题调研和登门走访农

户，向群众点对点、面对面讲

解防溺水知识、技能，确保宣

传教育到位和防范措施到

位。 同时，代表们在傍晚、周

末等时段，对辖区内坑塘、沟

渠、 河段等危险区域进行拉

网式排查， 查看隐患点防溺

水“

4

个

1

”是否落实到位、常

态化巡查制度是否落实等，

根据调研情况提出意见建

议，并进行了及时整改。

大南镇将继续组织辖区

内人大代表积极参与防溺水

工作， 做到防溺水宣传教育

全覆盖、无死角，真正将防溺

水工作落实到位。

(

祝志帅

)

绕二镇：

“林长制”让天更蓝山更青

大南人大代表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一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运用“以

光为尺”的三维测量技术，可以将所有光扫描过的地方形

成高精度的数字模型。 从对零部件进行质量检测，到文物

的数字化建模，再到口腔正畸、牙齿种植，都可以用到这

项技术。 “小创新”带来“大应用”，彰显着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的创新活力。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8

万

家，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2

万家。据报道，工业和

信息化部正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未来还将围绕加强制度保障、坚持创新

引领、促进融通带动等

6

个方面持续发力，继续引导广大

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 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

政策保障力度持续增强， 不仅展现出国家对中小企业的

坚定支持，更将增强各类经营主体的发展信心。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往往在某个细分领域精耕细作，

成为“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与大企业在市场中形成差

异化分工，能够丰富完善产业组织结构。 这些企业以专注

铸专长、以配套强产业、以创新赢市场，大多数属于工业

基础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 可以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具有研发投入高、专业化程度高、配套能力强、成长性好、

发展潜力大等特点，小配件蕴含高技术，小规模支撑大配

套，小产业干成大事业。

无论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还是攻克“卡脖

子”技术难题，都需要发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尖兵

作用。 在这些企业中， 有的着眼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短

板，通过深耕细分赛道做到强弱项、补短板；有的致力打

破发达国家对相关产品的技术垄断， 通过提升自主化率

填补市场空白；有的顺应产业趋势、瞄准未来需求，通过

集中研发储备未来技术……这些企业择“一尺宽”、掘“万

米深”，在细分领域挖深、做透、走高，不仅塑造了企业自

身的独特优势，更为产业转型升级汇聚发展合力。 当越来

越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专业领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

佼佼者，就能更好助力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同时也要看到，中小企业往往规模较小，要成长为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离不开政策支持。 一方面，要为中小企

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消除市场壁垒， 促进资源流动，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另一方面， 要着力在推动企

业创新上下功夫， 加强产权保护。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

立企之本就是在细分领域的创新成果， 因此需要切实保

障企业关键技术专利， 帮助企业实现成果转化。 对中小

企业来说， 摒弃 “小富即安” 思想， 坚定信心朝着专业

化、 精细化、 特色化和新颖化方向发展， 大有可为也必

将大有作为。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 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

好；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国经济才会更具发展

潜力。 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支持更多中小企业成为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将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落实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奠定微观基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为提升国家竞争力提供有效助力。

（ 虞伟）

8

月

9

日， 万年县农业

部门水产技术人员在梓埠

镇共和村水产养殖基地进

行技术指导 。 近期台风暴

雨天气频现 ， 造成水产养

殖水环境较复杂 ， 该县农

业部门迅速组织技术力量

科学应对极端天气 ， 避免

水产养殖灾害发生。

赵德稳 摄

科技服务

下乡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