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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说事”助推乡村治理

德兴奖学助学点亮求学梦

余干：

让居民在家门口“快乐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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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更新中延续历史文脉

信 江 时 评

婺源高铁站优化服务保障出行

信州讯“‘ 个人创业一件事’联办解决了我的资金问

题，让我做生意也更有底气啦！ ”经营“ 兄弟烧烤店”的方翠

芝笑着说，“ 我的店在东门路口， 自从东门路去年改造以

后，人流量增多了，店里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了。 ”

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各类个体创业群体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信州区通过整合部门资源、优化

业务流程，加快构建更加便捷、更多层次、更为高效的联办

模式，推出“ 个人创业一件事”便民服务措施，“ 个人创业一

件事”实现个人创业群体“ 创业一件事”一站式联办、一体

化服务。

自运行以来 ，信州区主动作为 ，积极探索 ，协调财

政 、银行 、大数据 、市管局等各相关单位和部门 ，通过整

合多部门职能 ，进行业务协同 ，将各类群体创业过程中

涉及的自主创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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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做好联

办事项流转、衔接、联办工作，提高了联办工作效率。“ 个

人创业一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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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进入

人社门，最多跑一次”目标，真正实现“ 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

“ 现在按照‘ 个人创业一件事’流程，只要提交身份证、

个人征信证明、反担保人身份证或抵、质押物及营业执照，

在窗口就能办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相比以前拿着各种证

件去跑各个部门的窗口，实在是太方便了！ ”市民刘先生办

理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后连声感叹。

据统计，“ 个人创业一件事”联办以来，信州区创业登

记

881

人， 申请免费创业培训

14

人， 创业贷款申请

508

人，累计发放贷款

475

人，贷款金额

7086

万元。

（ 毛蕴晨希）

万年讯 今年以来， 万年县加快推进实施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引入新技术，全面

提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质量和效益，增加附加

值，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万年县主要农作物有水稻、油菜 、花生 、大

豆、玉米等，秸秆资源丰富。

2022

年，该县主要

农作物秸秆产生量约

26.94

万吨 ， 可收集量

19.16

万吨， 秸秆离田资源化利用主要为饲料

化和基料化。

2023

年，该县实施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实行整县推进项目， 总投资

814

万元 ，

其中中央资金

407

万元， 企业自筹资金

407

万

元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秸秆还田 、离田产

业和收储运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

其中，在陈营镇南岗村进行秸秆高效还田示范

工程建设 ，示范面积

400

亩 ，采用绿肥稻草联

合石灰调酸控镉技术； 在现有秸秆肥料化 、原

料化、燃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利用技术优势基

础上，开展示范工程建设，建设秸秆收储中心

3

个， 年收储利用秸秆

18700

吨； 在上坊乡彭家

村委会黄秋坞村新建秸秆深加工处理中心 ，利

用秸秆为主要原料 ，通过保温 、密闭和滚动发

酵技术生产育苗基质和土壤改良有机肥料 ，日

处理秸秆等废弃物

275

吨、年处理利用秸秆

10

万吨。 通过项目的实施，减少了因秸秆焚烧带

来的破坏土壤结构 、造成农田质量下降 、产生

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威胁人与其他生物体的健

康等一系列问题， 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培

肥了地力 ，减少化肥施用量 ，降低农业面源污

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预计至今年底 ， 该县基本形成布局合理 、

规模经营 、多元高效 、重点突出的秸秆产业化

利用格局， 初步建立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

全县秸秆综合利用组织化体系、社会化服务体

系及市场化体系显著提高。

（ 毛文峰）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 如何保护好历史文化遗存，

让传统和现代融合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 北京东城

区，青砖灰瓦的院落、古朴典雅的胡同氤氲着深厚文

化底蕴。 广东潮州，木雕、潮绣、手拉朱泥壶等非遗技

艺展示，成为广济桥的常态化活动。近年来，不少地方

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

在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

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开展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才能让古老

城市焕发新的活力，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2022

年底，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5.2%

。

从城市发展规律看，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往往面临着

基础设施老化、城中村人居环境较差等“城市病”。 实

施城市更新，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

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等工作， 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时也应看到，城

市更新并不等于大拆大建。过去一些城市出现随意拆

除老建筑、破坏传统风貌等情况，不仅割裂了城市历

史文脉，切断了居民的乡愁记忆，还产生了新的城市

问题。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

市更新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不破坏老城区传统

格局和街巷肌理，不随意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和具有

保护价值的老建筑”， 正是要引导各地积极稳妥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

保护好才能利用好。对于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应保

尽保，才能更好彰显城市特色风貌。从要素层面看，要

保护的不只是有形的单体建筑、街巷街区等，还有无

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比如浙江的桑蚕丝织技艺、江

苏的昆曲和古琴艺术、海南的黎族织锦等，这些非物

质文化遗产既是涵养当地人文底蕴的文化要素，也是

激活城市生命力的重要资源。 从时间层面看，我们不

仅要保护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也要保护好近现代历

史文化遗产和当代重要建设成果。只有做到空间全覆

盖、要素全囊括，才能多层次、全方位地展现一个城市

的历史风貌，避免“千城一面”。

活化利用，才能激发内生活力。由于年代久远，不

少历史街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

后，老住户生活较为不便。 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一方面可以通过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改

造”，在保持传统格局和风貌的基础上补足设施短板，

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培育新功

能、新业态，提升城市活力。 在山东青岛中山路、广东

广州永庆坊等地，博物馆、咖啡店等业态的引入，让老

街区成为新网红、老街坊赶上新潮流。这启示我们，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也需要坚持以用促保。

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

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

展的关系， 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市更新，

城市的空间品质和文化魅力将不断提升，城市也将更

健康、更安全、更宜居。 （ 丁怡婷）

德兴讯 秋季开学临近 ，德

兴市花桥、新岗山、海口、香屯等

多个乡镇（ 街道） 、村（ 社区）陆续

举办奖学助学活动，激励莘莘学

子树立远大志向、 努力求学、奋

发进取，同时以奖助学，形成人

人关心关注教育、个个支持支援

教育发展的良好风尚。

花桥镇各村 （ 居） 自发为

23

名 准 大 学 生 发 放 助 学 金

2.88

万元 ， 镇党委政府为

12

名准大一新生发放助学金

1.5

万元； 新岗山镇对今年考上二

本以上大学的

74

名本地学子

共发放奖学金

11.4

万元 ；海口

镇对

26

名一本以上准大一新

生 发 放 奖 学 金

3.65

万 元 ，对

27

名家庭困难学生发放助学

金

3.2

万元 ； 香屯街道共资助

准大一新生、 研究生

70

名，发

放助学金

8

万余元……

在花桥镇渔塘村， 准大一

新生肖楷日前领到镇里发放的

助学金。 他表示，有了助学金，

他在奔赴求学的道路上更加坚

定、更加自信。 他将努力学习，

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

反哺家乡。“ 捐资助学活动不仅

仅是经济上的资助， 更重要的

是精神上的支持， 帮助寒门学

子顺利完成学业， 助力他们成

长成才， 是这项活动的意义所

在。 ”近日，在花桥镇助学金发

放仪式上， 花桥镇党委负责人

如是说。

近年来，德兴市各个乡镇注

重激活乡贤资源、 凝聚乡贤智

慧、汇集乡贤力量，不断完善奖

助学机制， 拓宽奖助学渠道，积

极引导鼓励爱心企业和成功人

士等社会力量，开展“ 一帮一”、

“ 多帮一”的捐资助学活动，用爱

点亮莘莘学子求学梦。

（ 胡坤明）

余干讯 足球场上 ，年轻人

比赛正酣；游泳馆内，孩童们乐

享清凉；小区楼下，居民畅享智

慧健身；公园绿道，市民朋友闲

庭信步……在余干县， 人们尽

情享受着家门口“ 快乐健身”运

动带来的放松与快乐，“ 快乐健

身” 已然成为辖区群众的生活

新常态。

夜幕降临，余干中学操场已

经迎来络绎不绝的健身市民 。

“ 每天晚上我都坚持到操场跑跑

步，既能强身健体，又能疏解疲

惫，一举两得。”在操场上慢跑几

圈的市民王先生说，“ 学校就在

家门口，走几步就到了，篮球、乒

乓球以及相关健身设施完善且

安全， 尤其方便老人和孩子锻

炼。”和王先生一样，自从得知学

校运动场向群众开放的消息，大

家纷纷到各个学校运动场进行

体育锻炼，享受着家门口运动健

身的便利。

据了解，该县目前已建成县

级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

个、社区

多功能运动场

20

个、 乡镇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

16

个、 村级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

220

个，拥有社会

足球场地

14

块， 农村和社区体

育器材更新

473

个， 以及

2000

米体育公园智能健身步道、

106

公里健身步道等体育场地设施。

全县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覆盖率达

70%

，城市社区

15

分

钟健身圈覆盖率达

80%

， 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4

平方米，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

率达

93%

， 社会体育指导员达

1823

人。

（ 韩海建）

广丰讯“ 以前家里有事不

知道跟谁说， 现在不仅有地方

说，还有人听，村干部直接把说

事场地搬到家门口， 说过的事

情很快就有着落。”说起村里最

近实施的“ 村民说事”制度，广

丰区横山镇上孚村村民纷纷竖

起大拇指表示赞许。

近年来， 横山镇上孚村积

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 依托

“ 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建立

“ 村民说事”制度。通过开展“ 村

民说事”大家谈活动，对群众关

注度高、反映集中，且事关集体

利益的事项， 交由村民讨论商

量，鼓励村民通过“ 好商量”协

商议事平台主动参与村级事务

治理、监督，民主集中商议村级

事务决策方案， 畅通了群众诉

求和干群联系渠道， 有力推进

了基层治理规范化。

上孚村的农田之前承包

给其他种植户种植水稻，由于

没有引水渠导致农田无法进

行灌溉，承包户已申请退出承

包。 为切实解决这个问题，上

孚村多次组织开展 “ 村民说

事 ”大家谈活动 ，老百姓的事

情由他们自己说了算。通过积

极引导 、因地制宜 ，加大土地

资源整合力度， 让“ 小田”变

“ 大田 ”， 再统一组织对外发

包，这一建议得到了广大村民

的一致赞同。“ 通过此次耕作

层平整 、水塘清淤 ，农田灌溉

用水得到保障，流转起来更抢

手了 ，田租自然也更高 ，农户

既可以获得流转费用，还可以

安心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上

孚村党支部负责人说。

为着力构建全覆盖无盲区

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网格，上

孚村还将辖区

23

个村民组，划

分为

9

大网格， 由村干部担任

网格员，党员骨干、村民组长任

兼职网格员，下沉一线，广泛收

集社情民意、及时发现矛盾，并

充分发挥“ 村民说事室”“‘ 五

老’调解小分队”等的作用，把

矛盾化解在萌芽中，实现“ 小事

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矛盾不

上交”，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范乐麟 周聪）

婺源讯“ 各位旅客，不要拥

挤不要着急！需要乘坐大巴前往

景区的旅客请到我左边排队，乘

坐公交车的旅客请在公交车站

前等候……”这是婺源县高铁站

出租车候客区小喇叭的声音，引

导旅客优先乘坐公共交通。

为进一步加强婺源县高铁

站提升改造期间日常秩序管理，

确保旅客进出站安全有序，车站

周边秩序良好。

8

月

7

日起，婺

源县交通运输局每天

8:30

至

22:40

组织工作人员在临时出站

口引导旅客乘车，监督巡游出租

车经营，保障乘客合法权益。 此

外，为更好服务旅客，在高铁站

旅客出口开设了投诉、咨询服务

点，运政执法人员现场受理出租

车拒载等投诉， 做到及时受理、

及时解决。 截至目前，共受理解

决乘客投诉

40

余起， 旅客满意

率达到

100％

。

高铁站是城市形象的重要

“ 窗口”，站区交通运输秩序整治

提升， 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

交通运输执法机构结合道路安

全和执法领域的突出问题，加强

与高铁片区管理方、公安等有关

部门协作配合， 凝聚监管合力，

建立长效机制综合施策，杜绝违

规喊客拉客、非法营运等突出交

通违法行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关切的“ 黑车、拒载、强行拼车、

乱收费”等热点难点问题，坚决

整治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

题，切实让群众通过整治行动感

到变化、看到成效、得到实惠，防

止问题反弹，擦亮中国最美乡村

的“ 窗口”。

（ 汪嘉莉）

8

月

23

日，省市农业专家在万年县珠田乡库田村进行再生稻头季测产。 近年来，万年县积极探

索水稻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模式， 通过现场观摩等形式让老百姓看到良种良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

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增产增收。 赵德稳 摄

“一件事一次办”让开店创业更便利

8

月

26

日，

在横峰县龙 门

畈乡童家村 一

家帮扶车间，村

民正在进行 饰

品加工作业。 近

年来，该县通过

招商引资和 返

乡农民工创 业

等模式 ， 在 乡

镇、街道建起电

子元件厂、饰品

厂、 制衣厂、食

品加工厂等 帮

扶车间，帮助农

民在家门口 就

业，实现照顾家

庭和挣钱增 收

两不误，助推乡

村振兴。

侯先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