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期 “统战大讲堂 ”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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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义警”筑牢平安防线

万年县积极引导县内乡村旅

游点结合当地文化资源和特色产

业，发展喜闻乐见旅游项目，让游

客沉浸式体验项目， 感受独特乡

村风情， 享受心灵释放和游玩之

乐，促进了乡村旅游持续火爆。图

为

10

月

28

日， 游客们在该县梓

埠镇小龙生态庄园参观体验特色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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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全 程 领“ 鲜 ” 不 断 链

———中国供销上饶农产品冷链物流园助力农产品销售

本报记者 万明

点亮文化传承发展新灵感

信 江 时 评

甘蔗丰收日子甜

特色产业带火乡村游

天刚蒙蒙亮 ， 中国供销上饶农产品冷链物流园

交易大厅就已人声鼎沸 ， 农产品批发 、 运输交易陆

续完成。 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 ， 离不开冷链物流的

保驾护航 ， 它减少了农产品产后损失和食品流通浪

费， 扩大了高品质市场供给 ， 是支撑农业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 ， 促进农业转型和农民增收 ， 助力乡村振

兴的重要基础 。 中国供销上饶农产品冷链物流园投

入使用以来， 为广大农产品商户提供了便捷的存储、

销售平台 ， 更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 、 更精 、 更好的

产品选择。

水果种植户老吴深有体会：“ 我们每年期待丰收，

又害怕大丰收。 水果采摘一周后品相、 价格就会大打

折扣， 如果运输耽误， 产品就有可能卖不出去。 有了

冷链物流园就不同了， 冷藏一个月产品还是新鲜的，

冷链运输再远都不怕。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可以直

接在物流园交易， 非常便利！”

据了解， 中国供销上饶农产品冷链物流园项目占

地面积

85.78

亩， 其中冷库面积达

81380.95

平方米，

拥有

18

万吨库存容量的智能冷库，

48

个不同温区独

立库房， 可辐射上饶及周边

300

公里范围近

4500

万

人口， 于今年初投入运营， 进一步拓展了我市农产品

电子商务等新型营销渠道， 构建了立足上饶、 面向长

三角大中城市的农产品直供直销体系， 全方位满足客

户不同种类农产品的储存需求 ， 全程领 “ 鲜 ” 不断

链， 让客户轻松畅享智能冷链物流体验。

除仓储外，冷链物流园内采用“ 前店后仓”的模式，

在冷库前端设立了

20000

多平方米的交易大厅， 包含

产品展示厅、品牌发布厅、电商中心、智能厅、大数据中

心，为商户提供“ 干、仓、配、贸、融”全方位的供应链服

务平台，发挥专业物流中心功能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

完善全市城乡高效配送及农产品冷链物流功能， 打造

成为一个“ 服务专业化、功能综合化、业态多元化”商贸

物流园区。

下一步， 冷链物流园将建成

6000

㎡的大数据中

心、 电商中心， 设立

26

个直播间， 通过线上、 线下

联动方式进一步促进农产品销售流通的规模化和产业

化， 加快当地农产品流通至闽、 皖、 浙等毗邻地区乃

至全国， 形成更加广泛、 稳固的农产品流通网络， 助

力乡村振兴、 提振消费。

杭州亚运会圆满闭幕，留下许多精彩瞬间。 由超过

1

亿人参与数字火炬传递汇聚成的“数字火炬手”，更是

令人印象深刻。

9

月

23

日，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在万众瞩

目中点燃，“数字火炬手” 身披良渚文化图腾， 踏浪而

来，惊艳世界。 闭幕式上，“数字火炬手”再次亮相，最终

幻化为漫天星辰，为杭州亚运会画上浪漫句号。 这一创

意，彰显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也

让数字人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数字人，是指利用数字技术打造的、模拟人类特征

并存在于非物理世界的虚拟人物。 近年来， 各行业领

域数字人大量出现， 在数字阅读、 数字音乐、 新闻播

报、 网络直播、 数字文旅等多个领域和场景形成初步

应用。 数字人一词也成为 “汉语盘点

2022

” 年度十大

新词语之一。

数字人“穿梭”于现实生活的各类场景，而在这其

中，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是应用数字人比较多的领域。

如果你热爱文学，或许可以邂逅吟诗作赋的“苏东坡”、

意气风发的“少年李白”；如果你痴迷戏曲，可以欣赏到

“梅兰芳”的京剧唱段，以及粤剧数字人“小勤”、秦腔数

字人“秦筱雅”的精彩表演；如果你对文博感兴趣，还有

来自敦煌的“天妤”“伽瑶”、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文夭

夭” 为你讲解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取材于传

统文化的数字人，不仅有着栩栩如生的“外表”，还兼具

着文化和艺术的“灵魂”，而日益成熟的交互功能，也让

数字人拥有着更强的互动性和吸引力， 激发人们了解

传统文化的兴趣。

数字人能实现传统文化的视觉化呈现， 是文化数

字化的有益探索。 去年

9

月，中华书局正式发布“

3D

超

写实数字人苏东坡”， 创作团队基于

70

多亿字的古籍

大数据抓取涉及苏东坡容貌形象的文本， 又对由宋至

清涉及苏东坡的上百幅画作进行图像搜索， 才初步形

成对其容貌形象“古籍真实”的把握。 为了还原一代文

豪的“精神真实”，中华书局专门建设了“苏东坡专题数

据库”，并陆续开发了多个维度的“苏东坡主题知识图

谱”，为数字人“苏东坡”赋予神韵。 由此观之，一个虚拟

角色的诞生，既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研究的过程，

也是创新、转化的过程。 以技术支撑、文化打底，更多形

神兼备的数字人， 正在带给我们更精彩的数字化文化

新体验，推动文化数字化不断向前发展。

如今，数字人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演绎如火如荼。 或

在舞台上惊喜亮相， 给观众带来沉浸式审美体验；或

“入职”各大文博场馆，带领人们进行穿越时空的古今

对话；或化身传统文化“推介官”，面向世界传递中国式

浪漫。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的数字人，为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打开了新的方

式。 同时也应注意，数字人要产生持久魅力，不能仅凭

外在的形象或塑造的“人设”。 进一步打开数字人成长

空间，使其更富有艺术感染力、文化吸引力，避免千篇

一律，千“人”一面，仍需探索努力。 激发新的灵感，应用

新的技术，更充分汲取科技与人文滋养，相信数字人会

真正成为文化传承、传播的“新使者”。

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科技是重要支撑。 更好运用

“文化

+

科技”的手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

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创造更多数字化文化新体验，我

们的传统文化将更鲜活，我们的文化自信会更饱满。

（ 王玉琳）

本报讯 陶泓屹 记者吴淑

兰报道： “ 多亏了‘ 甜姐’ 给

我丈夫做思想工作， 让女儿可

以继续接受教育。” 日前， 横峰

县岑阳镇蔡坞村一村户因家庭

经济原因， 家中父亲想让女孩

停止学业帮助家庭 ， “ 甜姐 ”

巾帼调解队听闻后立即前往该

村户家中进行劝导， 最终改变

了其父亲观念， 同意保障好小

孩的教育。 这是岑阳镇把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

状态的一个缩影。

岑阳镇深入探索和实践 ，

成立了多个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维护群众权益、 调解行政争议

的多元矛盾纠纷化解队伍。 蔡

坞村以“ 甜姐” 命名的巾帼调

解队， 集结全村女性力量， 成

为岑阳大调解工作格局中的一

支“ 轻骑兵”。 调解队中既有懂

法律、 会说理的年轻媳妇， 也

有明事理 、 持家有方的婆婆 ，

她们围绕“ 方针政策、 社情民

意、 矛盾纠纷、 基层服务” 等

服务， 以家庭矛盾纠纷、 邻里

纠纷为主要调解内容， 形成了

“ 信息获取—快速回应—联动解

决—及时反馈” 的工作闭环。

“ 甜姐”巾帼调解队紧盯重

点群体、 重点事件， 切实将排

查工作深入村组、 农户， 采取

“ 主动亮身份

+

敲门大走访

+

耐

心访民意” 的工作模式， 及时

获取邻里乡亲的意见建议， 对

邻里纠纷、 家庭矛盾等群众关

心、 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进行

广泛排查 ， 提供给村 “ 两委 ”

进行全面梳理， 建立台账， 做

到底数清、 情况明。 定期与镇

平安办、 岑阳派出所、 岑阳司

法所及村 “ 两委 ” 干部进行

“ 多方会诊”， 主动参与“ 逢四

说事” 网格接待日活动。

为 确 保 达 到 调 处 质 效 ，

“ 甜姐 ” 巾帼调解队持续做好

“ 回头看” 工作。 针对今年调解

成功的矛盾纠纷案件， 回访当

事人和知情人， 确保矛盾纠纷

不反弹。 持续做好群众法治宣

传“ 吹哨人”， 努力延伸后续服

务， 将各类矛盾纠纷预防在源

头、 化解在萌芽、 解决在基层，

以实际行动换取人民群众的满

意， 为基层治理注入“ 巾帼力

量”。

余干讯 砍蔗 、 捆扎 、 搬

运 、 装箱 、 打包……

10

月

26

日 ， 在余干县石口镇重洲村 ，

蔗农们奔忙于蔗林间， 抢抓时

节砍收甘蔗， 装运售卖， 呈现

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 哥哥姐姐们， 我们的甘

蔗是来自中国糖都广西崇左的

糖蔗， 主要用来榨红糖， 糖分

足、 水分多， 吃起来很有嚼劲，

需要的可以点击下面链接下

单。” 当天是余天恩家庭农场

开园的日子， 他正忙在甘蔗地

里直播， 向大家介绍自己种植

的红甘蔗。

“ 今年我一共种植了

30

多

亩甘蔗 ， 一亩能收

4000

根左

右， 主要通过直播的方式售往

全国各地， 周边顾客也可以直

接来甘蔗地里自己采收。” 余天

恩介绍， 该品种甘蔗甜脆可口、

茎嫩多汁， 是当地特色农产品，

深受消费者青睐。

2020

年回乡

创业的余天恩 ， 流转了东湾 、

湖滨等村共计

50

余亩土地， 不

仅种植甘蔗、 西瓜等特色农产

品， 还开启了抖音平台销售的

电商之路， 将“ 石口糖蔗” 卖

向全国。

“ 我们的甘蔗

5

元

1

根 ，

目前每天发货在

200

单左右 ，

一亩甘蔗地的毛收入

1

万多元，

售卖期将持续到明年

3

月。” 余

天恩说， “ 下一步， 我想继续

扩大种植面积， 不断提升甘蔗

的品质和产量， 将甘蔗的发展

越做越大。”

（ 韩海建）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上

饶经开区董团乡抓实党委书记领

航基层治理工作，切实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打造“ 董团义警”品牌，广

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安联

治、联防、联控，有效助推“ 共治共

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加快形成。

该乡深入践行和发展新时代

“ 枫桥经验”，积极打造以乡级义警

大队

+

村级义警中队的“

1+N

”义警

队伍，开展党建带队建活动，不断

强化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

力， 为平安董团建设注入新力量。

目前，已成立义警中队三个，吸纳

青年志愿者、党员、商超店主以及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形态就业

群众共计

80

余人。 充分发挥义警

队员“ 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深

入一线摸排化解各类邻里矛盾纠

纷。组织义警队员参与协助民警开

展街面治安巡防、交通疏导、定点

护校、反诈宣传等工作。今年以来，

已开展各类疏导维稳

20

余次，护

校及各类宣传

100

余次，协助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

30

余件， 大幅提高

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在坚持

“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

缺位”的基本原则上，主动优化公

共服务，在各网格内建立“ 董团义

警”微信群，实现服务群众“ 零距

离”。同时，结合全乡“ 董团夜话”安

排部署，积极开展“ 董团夜话·义警

谈”活动，面对面听群众需求，点对

点解群众难题。

简 讯

“模拟法庭”打造沉浸式普法课堂

本报讯 杨莹 记者蔡晓军

报道：为进一步强化青少年知法

守法用法意识，努力营造青少年

健康成长良好法治环境，上饶市

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开展了一起

“ 青少年模拟法庭”活动。

“ 请大家安静，下面宣布法

庭纪律。 ”随着“ 书记员”入场宣

读法庭纪律，“ 模拟法庭”正式开

庭。“ 法庭”上所有审判流程都严

格依照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由少

先队员学生代表扮演的审判长、

审判员 、书记员 、公诉人 、被告

人、 辩护人和法警各尽其职，代

入案情，构设气氛庄重的庭审现

场。台下同学们直观感受庭审氛

围，沉浸式感悟违纪违法带来的

严重后果，体验了一堂耳目一新

的法治教育课，激发了学习法律

知识的热情， 增强了法治意识。

“ 模拟法庭”结束后，市中院法官

还对同学们的表现进行了点评、

讲解，并通过互动提问、以案释

法的方式和同学们进行了交流。

据了解，该院还将创新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形式，多方联动共

建法治校园，让每一位同学都能

体验法治的力量和温度。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并规

范学生行为，促进学生文明习惯

养成，上饶市第五小学立足学校

教育这一主阵地，有针对性地开

展军事化常态训练， 锻炼意志、

严肃学风，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奠定坚实的基础。

近日，该校一年级学生开启

了为期

3

天的“ 行为习惯养成教

育”活动。操场上，站立、坐下、立

正、稍息、向右看齐……教官们

标准示范、严格要求，给同学们

进行队形、队列的指导。 同学们

在教官的带领下用心地完成每

一个指定动作，训练起来一丝不

苟。教室里，同学们专心听讲，积

极发言。 楼道间，追逐打闹的身

影不见了，同学们上下楼道靠右

行走，井然有序。

此次活动，提高了同学们对

语言文明、 举止有礼的认识，有

效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效率，营造

了温馨和谐、团结向上的文明校

园氛围。 （ 廖钰）

“甜姐”解纠纷 邻里更和谐

市五小促进学生文明习惯养成

自

10

月

11

日 广 信 区

第一农贸市场

试运营以来 ，

旭日街道联合

区 城 管 等 单

位， 采取 “疏

导教育

+

严格

执 法 ” 的 方

式， 引导流动

摊贩自觉遵守

相关规定， 为

群 众 营 造 安

全、整洁、有序

的城市环境。

祝 黎 阳

程 晓 丽 摄 影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10

月

30

日下午， 由市委统战部和

民革上饶市委会主办的

2023

年

第五期 “ 统战大讲堂 ” 开讲 。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工商联

主席郑艳斐出席。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

副馆长张立波以 《 深学笃用 坚

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奋勇前进》为题，从“ 基于

党的中心任务来认识” “ 从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领会 ”

“ 通过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来贯彻

落实” 三个方面， 深刻阐释了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

话精神。 大家表示，要把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首要政治任务， 切实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

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