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州讯 高价彩礼 、 红白喜

事大操大办、 邻里纠纷、 村民陋

习……这些时常发生在农村里的

“ 小事”，在很多地方，都是困扰基

层治理的难题。针对这类难题，近

年来， 信州区朝阳镇王村村运用

道德评议会等多种形式破除陈规

陋习， 将推进移风易俗与村民思

想道德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结合起来，打造风清气正、

氛围活泼、 崇尚文明的良好生活

环境，不断增强群众参与感、幸福

感。

为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 ，

不断提高村民文明素质 ， 该村

定期开展道德评议会活动 ， 组

织志愿者 、 村民代表围坐在桌

前 ， 以 “ 拉家常 ” 的方式展开

交流讨论 ， 分享身边涌现出的

好人好事 、 先进典型 ， 并以此

为平台调解村里的矛盾纠纷 ，

引领村民自觉做文明乡风 、 良

好家风 、 淳朴民风的倡导者和

践行者 ， 激发群众积极推进乡

村振兴的热情。

据了解， 道德评议会活动开

展以来， 村干部带头抓落实， 按

照包片区域， 带领义警、 党员入

户宣传。 每个自然村都制定了村

规民约， 对村民进行约束、 引导

和管理。

（ 余超 严敏慧 崔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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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小微权

力监督平台向基层

一线延伸，连日来，

余干县宣传推广基

层小微权力 “监督

一点通” 平台，“面

对面 ”“手把手 ”指

导群众使用 “监督

一点通”平台，真正

实现群众诉求 “一

键达”，让小微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

韩海建 摄

上饶师范学院数字技术应用

产业学院成立暨开学典礼举行

罗桥街道：

“一网统管”提升基层治理实效

本报讯 郑陈浩 记者吴淑

兰报道： 广信区罗桥街道聚焦

“ 党的建设、重点项目建设、人居

环境整治、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安全稳定”等方面，对标对表抓

落实、结合实际造亮点，以党建

引领凝聚合力，多元治理凸显高

质量发展新成效。

该街道以网格为单元，把支

部建在网格上，实行“ 一网统管”，

构建“

1+1+N

”网格力量。开展常态

化巡格，做到“ 人在格中走，事在

格中办”，全面推进“ 党建

+

网格

+

微小事”，着力提升“ 为民服务在

身边” 水平， 着力办好群众身边

“ 微小事”。 以推进重点项目为抓

手，发展动能加快释放。 今年

1

—

5

月份完成土地征收

490

亩，拆

迁

2.5

万平方米，保障了文渊府、

带湖阳光城、

550ＫＶ

信玉变等

10

余个重点项目无障碍施工； 新进

项目

3

个，新增入统企业

1

家，引

进内资

1000

万元，外贸出口

350

万美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25

亿元。 提质效、促发展，乡村振兴

日益彰显。 今年以来，公益性岗

位安置脱贫户就业

36

人， 解决

100

余人就业， 为

24

人发放小

额信贷总计

120

万元；产业直补

182

人共

23.1

万元；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攻坚，街道、村庄面

貌焕然一新。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 三年攻坚战”专项行动，深入推

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信

息化，将斯达社区打造成全区智

慧社区的示范点。进一步优化政

务服务环境， 搭建区、 街道、村

（ 社区）三级基层政务公开专栏，

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公

开服务体验。

根据工作安排，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

为

25

天。

进驻期间（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5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793-8300009

，专门邮政信箱：上饶市

A179

号。 督察组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

。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主要受理上饶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

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

处理。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3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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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干：

创新载体推进勤廉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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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头茬再生稻喜获丰收

上饶少年获第 37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推进勤廉上饶建设

本报讯 张和清 记者徐素琴报道：日前，记者从上

饶市科协获悉， 玉山县樟村中学学生乐海滨的青少年

科技创新成果作品 《 基于教育理念的射击机器人的开

发与研究》 ， 获得第

37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

学组一等奖和茅以升科学技术奖。

据了解， 乐海滨从

2022

年

6

月开始自主设计、组

装机器人，经过层层把关后上报市省级比赛，

12

月获得

全省一等奖。

2023

年

4

月参加答辩，成为江西省

7

个进

入国赛的项目之一。

5

月完成全国赛的报名并通过审

核。

8

月

20

日至

25

日，代表江西队参加国际青少年科

技交流活动，最终获得了大奖。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由中国科协、自然科学基

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一项具有

30

多年

历史的全国性的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它是目前我国国内

面向在校中小学生开展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最广

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 每年约有

1000

万名青少年参加

选拔。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不仅是国内青少年科技爱

好者的一项重要赛事，而且已与国际上许多青少年科技竞

赛活动建立了联系，每年都从大赛中选拔出优秀的科学研

究项目参加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

ISEF

）、欧盟青少年科

学家竞赛等国际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

德兴讯“ 今年天气好，雨水

适宜，再生稻头茬亩产将近

650

公斤！ ”近日，在德兴市黄柏乡，

种粮大户徐宝林一车又一车将

最近收割的稻谷送至附近粮库

储存。

8

月底，黄柏乡千余亩再生

稻田迎来收割期。徐宝林种植的

400

多亩再生稻如今已经全部

收割完毕，有些稻秆收割过后已

经长出了筷子长的绿苗，看着新

一茬和韭菜一样能“ 再生长”的

禾苗，徐宝林心情很舒畅。“ 我一

共承包了

1000

多亩稻田， 之前

一季稻种了

800

亩，其余

200

多

亩种植双季稻，再生稻是近两年

才开始种植的。”据徐宝林介绍，

因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种植双

季稻时，每年“ 双抢”时节请人收

割、插秧是他最头疼的事。 现在

好了， 再生稻头茬收割后及时

上水、 做好病虫害防治， 不用

怕“ 双抢”， 等

10

月中旬收割

第二茬就行。

德兴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表示，与传统水稻相比较，再生

稻种一次收二茬， 第一茬通常

在

8

月份收获， 二茬稻会在收

割后的稻秆上发芽抽穗， 这可

以省去翻耕、 育苗、 插秧等步

骤， 省时省力， 能有效缓解种

植劳动力短缺和人力成本攀升

的问题。 在头茬稻收割后， 该

局将继续加强技术指导， 优化

田间管理措施， 选育出更符合

当地的稻种，进而辐射带动本地

区再生稻高质量发展。

（ 王雅洁）

本报讯 江日航 记者陈绍

鹏 见习记者蔡霞报道：近日，余

干县勤廉微电影 《 为鱼撑腰》制

作完成。该微电影以近年来余干

县退捕禁捕工作为创作背景，讲

述了一名年轻干部为落实好“ 长

江十年禁渔”工作，积极作为，帮

助渔民“ 洗脚上岸”再上岗，却被

个别渔民诬陷其赚取了人力资

源的“ 人头费”，最终经该县纪委

调查组核实情况后得以澄清正

名的故事。

据悉，余干县“ 十年禁渔”行

动涉及该县

18

个乡镇，退捕渔民

3111

户、

11854

人，其中鄱阳湖水

域退捕渔民

2169

户、

8578

人，他

们视船为家、以水为田，世代收获

着来自鄱阳湖的馈赠。 为进一步

推动“ 长江十年禁渔”工作向纵深

推进， 该县纪委县监委高效开展

长江禁捕监督工作，为“ 长江十年

禁渔”工作提供了坚强保障。

“ 我们立足新时代余干故事

题材，创作一批打动人、感染人、

影响人的精品力作，推广勤廉文

化， 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的正能

量、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余干县

纪委县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持续强化政治监督， 创新载体、

丰富手段，推动新时代廉洁文化

建设深入开展，营造风清气正政

治生态。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

9

月

4

日上午， 上饶师范学院数

字技术应用产业学院成立暨开

学典礼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 信州区委书记潘表光出

席并揭牌。

该学院是由上饶师范学院、

信州区人民政府和江西移动上

饶分公司三方共建的高水平应

用型育人平台 ， 集专业教学 、

科技研发、 企业服务、 创新创

业、 成果转移转化等多种功能

于一体， 是上饶师范学院主动

对接江西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

建设， 深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举措。 目前， 该学

院设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大专

业 ， 有全日制本科在校生约

1000

人。

社区食堂，满足老龄群体的饮食需求，增添幸福滋

味，传递城市温情。

上午

10

点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幸福

餐厅，居住在附近的老年人早早前来就餐。等到中午

12

点左右，在周边上班的年轻人陆续到来，打菜窗口前又

排起长队。 一段时间以来，在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杭

州市等地，社区食堂逐渐走红，不只老年人，附近的年

轻居民也逐渐成为消费者。

一日三餐不仅是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活需求， 还是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做饭愁、吃饭难”

是不少老年人的烦心事、 子女的操心事。 开办社区食

堂，有助于解决留守、孤寡、独居、高龄等老年人的吃饭

问题，让老年人就近吃得饱、吃得好。

今年

7

月，商务部等

13

部门制定的《全面推进城

市一刻钟便民 生 活 圈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2023

—

2025

）》明确提出 ，探索发展社区食堂 ，建立老年人助

餐服务网络。 数据显示，全国目前存续在业状态的各

类社区食堂经营主体达

6700

余家。 社区食堂开在家

门口，老年人成为最直接的受益群体 ，不用费力买菜

做饭，就近便能吃到营养均衡、热气腾腾的饭菜，省事

又省心。 这不仅体现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温暖关

怀，更彰显着“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的价值

理念。

现在不少社区食堂，不仅满足老年人的用餐需求，

还在向满足更多周边人群需求发展。 在北京市石景山

区鲁谷街道，社区打造“理想

+

云厨房”自助模式，服务

周边社区居民的同时， 也吸引了附近商业楼宇里的人

群。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的果岭百岁幸

福家老年食堂，除了满足老年人用餐，还在暑期向周边

双职工家庭孩子开放。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

道汤边社区，在三餐时间之外，社区食堂被打造成为老

人公共活动空间，老人们在这里可以学习书法、摄影、

合唱等。 社区食堂的提质升级，体现出服务的精细化与

人性化，以及管理理念的转变提升。 让社区食堂日渐融

入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和精神文化生活， 将为更多人

群带来方便、在更多方面释放暖意。

让社区食堂惠及广大老龄群体， 还需要政策精准

发力。 在现实中，有的社区缺少经营场地，社区食堂服

务能力有限；有的社区食堂面临资金短缺难题。 政府部

门应主动担当作为，牵头整合资源，帮助解决场地、资

金等难题，也应通过政策性优惠等引导，鼓励和吸引社

会资本广泛参与建设。 政府部门搭台，社会力量参与，

经营主体大展所能，才能形成资源的融合联动，共同把

社区食堂这件好事办好。

作为一项便民服务工程， 社区食堂不仅完善着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也丰富了就餐选择，开辟出新的

消费市场。 一处场地不大的社区食堂，满足老龄群体的

饮食需求，增添幸福滋味，传递城市温情。 这篇美好生

活的烟火乐章，暖心亦动人。

（ 窦瀚洋）

9

月

1

日，万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志愿者正在向群众宣传减油、减盐、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

“三减三健”健康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病意识，增强健康生活理念。 赵德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