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龚俊慧报道：

8

月

14

日至

16

日，省政协

副主席辜清率队来饶， 就大力推动我省戏曲传承与发展

开展调研，并召开调研座谈会。 市政协主席俞健陪同调研

并主持座谈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金明、 副市长王

勇、市政协副主席诸立分别陪同或出席座谈会。

会上， 调研组一行认真听取了我市戏曲传承与发

展情况汇报， 与有关专家学者现场交流了戏曲传承与

发展的意见建议。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 文化强市”战略，坚持以

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以高度的文化自

信、文化担当，推动戏曲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实施了特色

剧种试点工程、 政策保障工程、 特色剧种创作与保护工

程，赓续了传统剧种生命力，通过加大演出阵地建设、公

共服务建设、剧种生态建设，激发了剧种保护发展活力。

辜清对我市积极支持地方戏曲传承与发展予以肯

定。 他说，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

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上饶本土戏曲种类丰

富，是我省宝贵的文化资源，要高度重视本土戏曲的保

护、传承与发展，持续强化传承保护、精品创作、人才建

设、市场培育，不断推动我省戏曲传承与发展。 调研组

将认真梳理好各方意见建议，发挥政协作用，聚焦问题

建言献策，积极助力我省戏曲保护传承和发展。

辜清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 作出一系列

决策部署，为振兴戏曲艺术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系列重

要论述，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大力推动我

省戏曲传承与发展。 要高度重视，进一步补短板、强弱

项、扬优势，加大政策扶持、资金支持、人才支撑，推进

戏曲振兴、文化繁荣。

在饶期间，调研组一行到弋阳县、广信区、鄱阳县

进行了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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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

8

月

14

日至

15

日，省政协副主席陈兴超率调

研组，在我市就《 关于织牢织密医保基

金“ 安全网”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

建议》重点提案进行督办调研。省政协

提案委员会主任汪爽， 省医保局局长

蔡晓季等参加。市委书记陈云，市政协

主席俞健，副市长祝美清，市政协副主

席谢柏清分别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上饶市中医院

（ 新院区） 、 上饶市人民医院 （ 城北院

区） 、上饶市医保局、江西黄庆仁栈华

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弋阳县总店 、弋

阳县人民医院等地， 调研了解医保

基金监管、 智能监控工作、“ 移动医

保支付”等方面的相关做法，并就医

保基金监管和智能监控工作召开座

谈会，听取省、市相关部门的情况介

绍，与参会单位进行深入交流互动。

陈兴超对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取

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 他指出， 提

交提案， 是委员履职的一种重要形

式； 开展重点提案督办， 是政协的

一项重要工作。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

民群众的 “ 看病钱 ” “ 救命钱 ”。

委员聚焦医保基金提交提案、 建言

献策， 体现了“ 为国履职、 为民尽

责” 的情怀和担当。 医保惠及家家

户户， 织牢织密医保基金安全网 ，

责任重大。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按

照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部署安排，聚

焦“ 作示范、勇争先”目标要求，坚持

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创新发展、攻坚

克难， 推动我省医保工作再上新台

阶，持续擦亮江西医保工作品牌。

陈兴超强调，要持续深化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

障机制和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要持之以恒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

补短板、强弱项，逐步构建非现场监

管和现场监管有机结合的监管新模

式，用好“ 飞检”利剑、加强社会监督、

凝聚监管合力。要着力把惠民生的事

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

办好，让医保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群众，努力将更多医保“ 民生之盼”

变为“ 民生之赞”。

省政协调研组来饶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

陈兴超率队

一提起江西婺源，很多人会想起梯田花海，一派美

丽的风光。 其实，婺源还有着并不广为人知的一面———

充满负氧离子的林间世界， 是无数动植物微生物栖息

的家园。 走进林间，感受山色如黛、夜月长河，大自然的

馈赠珍贵而慷慨。

有一群年轻人，因为这份馈赠走到了一起。 他们来

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

了一家专门从事自然教育的科普机构———林奈实验

室，以植物学家林奈为名，希望能让更多人亲近自然、

爱护自然。

在今年

7

月召开的

2023

中国自然教育大会上，第四

批全国自然教育基地（ 学校）名单公布，江西婺源县林奈

实验室榜上有名。 这几年，该实验室被授予“ 江西省科普

教育基地”等称号，获得了江西林业科普奖等奖项。

一个小县城，建起一座实验室

近日， 一场开营仪式在位于婺源县太白路文博艺

术公园的林奈实验室举行。

“ 大家知道地球上有多少种生物吗？ ”台上，刘芝龙

抛出第一个问题。 台下，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大

人和孩子们，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 刘芝龙笑着揭秘：

“ 经过科学家估算，如果算上细菌和古细菌，可能超过

1

万亿种。 ”答案引来一片惊呼。

接下来， 刘芝龙用一组组图片、 一个个问题， 带领

学员们从关于地球的知识最终回到婺源： “ 这里位于北

纬

29

度， 拥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

林。”

2013

年， 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读植物学硕士生刘芝

龙第一次来到妻子王煊妮的老家婺源， 被这里极具特

色的景观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了。

2018

年，刘芝龙夫妇来到婺源创办林奈实验室，同

行的还有他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结识的一

帮挚友。 联合创始人郭维回忆：“ 他告诉我们，一起做一

件有意义和好玩的事情，我们一拍即合！ ”

走进林奈实验室， 一股樟木的香气扑面而来。 一

楼，原生鱼缸、原生溪流缸、婺源本土石灰岩景观生态

缸依次摆开。 打开原生溪流缸，几只淡水长臂大虾正在

嬉戏。

“ 这一个缸里便有

100

多种水生生物，我们严格按

照婺源山区源头水系的生态特点， 尽最大可能复刻了

水系景观和生物组成。 ”刘芝龙介绍，二楼是自然实验

室、标本陈列室、博物自然教室、白桦木活动室……

一个小小的县城， 怎么会有如此标准的自然科学

实验场域？ 为了建设林奈实验室，这帮年轻人付出了很

多努力。

经费紧张， 设备采购、 安装都是大家一起动手， 砌

墙、 粉刷、 组装展架和实验台更是不在话下， 干得累了

烦了， 大家就在婺源县里四处看看， 在大自然中， 苦闷

一扫而空。 “ 这些年， 我们已经跑遍婺源了！” 王煊妮

笑言。

团队的理念和专业吸引着年轻人不断加入。 从高

中时就关注林奈实验室的周鑫龙， 考上了福建武夷学

院生物工程专业，毕业后来到这里做一名科普老师。 这

支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年轻队伍， 就在青山绿水间，

走上自然科普之路。

一门门课程，种下热爱自然的种子

赤脚蹚过一条小溪，记者在一片林子里，遇到了来

自北京的张乐怡和她的姥姥程玉华。

这边， 张乐怡正在科普老师李雨的带领下采集红

外相机素材，看见红外相机里出现小动物的照片，她激

动地招呼队友过来看。

百米开外， 科普老师何星毅正带着家长们观测昆

虫。 他把一只竹节虫交给程玉华，程玉华小心翼翼地将

虫子捧在手心。

“ 今天只是初级课，明天我们还要去探索地下河，

看看千年溶洞，蝙蝠们的栖息地。 ”老师们话音刚落，家

长和孩子们眼里已闪闪发光。

这是一门精心设计的户外科普课， 目的就是让大

家理解生物多样性，学会尊重自然与生命。 在月光下的

森林里， 观察夜行性生物的行为和节律； 在峡谷中穿

梭，看林鸟的栖息环境和森林的群落；（ 下转第二版）

在江西婺源县，一群年轻人投身自然科普事业———

为更多人搭建亲近自然的桥梁

人民日报记者 朱 磊

本报讯 占冬送 记者徐素琴报道：

日前，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信州

区五丰白枇杷、玉山县玲珑番茄、广丰

区天桂梨等成为我市今年又一批新增

的绿色有机农产品。 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

562

个， 其中绿色食品

280

个、 有机食品

253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29

个。

近年来，我市以创建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为引领，建

基地、抓质量、创品牌、强产业，坚持政

府推动与市场驱动相结合， 促进地域

优势产业提档升级， 绿色有机优质农

产品量质提升。 充分发挥蔬菜基地、绿

色食品认证企业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的示范引领作用，立足本地资源，引导

现代农业园区、 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

营主体开展绿色食品认证， 提高农产

品质量水平和生产标准化覆盖率。 创

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11

个，面积

269.1

万亩，全国有机农业

示范基地

3

个，面积

17.5

万亩，省级现

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基地

16

个，基

地数量和规模均位居全省第一。

为提升农产品质量，我市抓好“ 治

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和农产

品“ 三品一标”发展，完善追溯和网格

化监管，提升全程治理能力，确保全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 大力发展绿色有机

产业， 对新通过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

产品认证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并积极

组织企业参加会展，叫响广丰马家柚、

万年贡米、婺源绿茶等一批“ 饶”字号

农业品牌，扩大优质农产品销售范围。

在

2023

年

4

月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中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十五届中国国

际有机食品博览会上， 德兴市东圣茶

业专业合作社、 江西茗龙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等获金奖。

市农业农村部门以宣传贯彻新《 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契

机，按照“ 六个作示范勇争先”建设标准

打造省市共建样板。 持续开展“ 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聚焦问题突

出的

11

个品种， 引导生产主体实现生

产记录电子化， 严格落实农药间隔期、

兽药休药期“ 安全两期”要求，并加大了

风险监测、 监督抽查和快速检测力度。

强化“ 三品一标”认证申报质量的审核，

严格产地环境监测、评估和产品验证检

测，严把获证审查准入关。 强化认证企

业年检、 日常监督巡查和产品抽检；严

格规范获证农产品标签标识管理。

同时，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防控，落实监管对象名录制度，实行了

风险等级管理， 对入网主体进行

ABC

风险等级评价。 推进乡镇网格化监管，

按照巡查巡检“ 五必看”要求，加大辖

区内农产品生产基地巡查和抽检力

度。据了解，目前全市入网主体达

1760

家，入网“ 五员”监管人员

4595

名，巡

查巡检

1771

次。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最近天

气炎热，好多同事都陆续中暑。 现在

我们有了专门休息的场所，站点配备

了空调、冰箱，到时候冬天还能喝上

热水。 ”在广丰区“ 饶城

e

家”卧龙城

站，环卫工人吴晓蕾擦着汗说道。

据悉，广丰区委组织部（ 区委两

新工委）坚持以抓好毗邻党建试点工

作为重要载体，整合区域资源，精心

打造暖“ 新”服务点，依托总工会、城

管局、 永丰街道已建的“ 爱心驿站”

“ 城市驿站”“ 移动网格员服务中心”

等，打造了

9

个“ 饶城

e

家”站点，为

新业态新就业人群提供“ 暖心”服务。

目前，“ 饶城

e

家”区政务服务中

心站、广丰一中站、卧龙城站、创美小

区站、谢家塘站、移动网格员服务中

心站点等

6

个站点已经打造完成并

投入使用， 站点内有沙发、 餐桌、空

调、冰箱、微波炉、饮水机、图书架、医

药箱、擦鞋器等，十分温馨。 同时，还

设置了公共厕所、洗手台，免费提供

共享雨伞租借服务等。 此外，广丰区

委组织部还开通了“ 饶城

e

家”站点

服务热线

0793-2653170

， 可以通过

热线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实现“ 党建

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有效融合，为

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动能。

我市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达 562 个

“暖心”服务 24小时不打烊

广丰 6 个“饶城 e 家”站点正式投入使用

近日， 高温烈日

下的婺源县大鄣山乡

卧龙谷一片清凉 ，风

景优美， 吸引了一大

批摄影爱好者在卧龙

谷的山溪谷边进行摄

影创作。

王国红 摄

玉山讯“‘ 个人创业一件事’联办，及时解决了创业

者融资难的烦恼，为这项政策点赞！ ”

26

岁的大学生周

鑫， 在毕业后创办了网络科技公司。 随着公司规模扩

大、员工增加，他陷入了资金难的困境中。 听闻玉山县

政务服务中心就业窗口有“ 个人创业一件事” 联办服

务，他立即按要求提交了贷款申请，很快就收到银行的

放款信息，为此他连连点赞。

为深入推进“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玉山县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积极做好政策宣

传，优化服务流程，着力推动“ 个人创

业一件事”联办政策落地生效。 今年

以来，中心共受理办结“ 个人创业一

件事”

586

件，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08

笔，不断提升创业者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悉，“ 个人创业一件事”通过整合人社、市监、税

务、金融、财政等多部门职能，进行业务协同，将各类群

体创业过程中涉及到的自主创业登记、 个体工商户登

记、免费创业培训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审核等整合为“ 一件事”，实现“ 一件事一

次办”。 创业者通过“ 网上办”“ 掌上办”及线下窗口等途

径，即可完成从登记到贷款的全流程，真正实现“ 让数

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 邱荣燕）

玉山“一件事一次办”为创业者保驾护航

山水好风光

峡谷享清凉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徐芸报道：

8

月

16

日，市委书记

陈云，市委副书记、市长邱向军分别率队开展“ 安全防范

警示日”活动，督导检查道路交通安全、园区消防安全等

工作， 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底

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

严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 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祝美清、郭峰、孔先锋分别参加。

陈云先后到

237

国道石狮段、

237

国道和

412

省道

交会点、德兴市高新区消防站，检查督导交会路口、校

园周边等重点路段交通安全， 以及园区消防安全等工

作，并深入德兴市品泰智能制造产业园、聚德新材料、

众鼎新材料、德凯装饰等企业调研，就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三清山大道与万年路交叉口、三

清山大道新华龙路口等处， 邱向军实地检查道路交通

安全情况。 每到一处，陈云、邱向军都仔细察看机非分

离、标识标牌设置、道路通行现状、隐患消除措施等情

况，并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陈云、邱向军强调，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的家庭幸

福、牵系和谐社会的平安稳定，必须时刻挂在心上、牢牢

抓在手上。 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针对

我市国道、省道线长、车流量大，旅游旺季自驾游显著增

多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具体研究，不断优化交通组织，

全力推进平安交通建设。要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对存在安

全隐患的路段，尤其是学校周边路段，及时采取设置警示

牌、铺设减速带、增设安全防护设施等有效措施，最大限

度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要充分运用大数据

和信息化手段，强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促进现代信息技术

在道路交通行业监管、信息管理等领域的深度应用。要严

厉打击超载、超速、超限等行为，坚决杜绝重特大交通事

故，切实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陈云、邱向军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决不

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要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

任、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加强会

商研判和检查调度，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要针对“ 园中园”、化工园区的

特点，狠抓隐患排查整治、风险源头管控，坚持“ 一企一

策”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强专业救援队伍建设，实战

化开展应急演练，常态化进行专业救援技能培训，备足

备齐各类救援设备和物资，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为建设

制造强市、打造区域中心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全面落实安全责任 坚决整治安全隐患

陈云邱向军开展“安全防范警示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