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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惠婷）近日，我市发

布《美丽赣州——观景系统城市设计》，

明确了 35个赣州城市特色景观、19个观

景点和 28 条观景视线廊道，构建“观景

点—视线廊道—景观”的观景体系。

该设计根据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能

够代表赣州的标志性景观、具有较好的

游玩性等基本原则，确定了 35个赣州城

市特色景观，包括峰山、马祖岩、通天

岩、赣江、章江、贡江、储潭、汶潭、老三

江口、新三江口、南山、杨仙岭、章水、上

犹江、欧潭等 15 个自然山水景观，赣州

古城、郁孤台、八境台、古城墙、古浮桥、

文庙、慈云塔、翠浪塔（杨梅山）、白塔、

和谐钟塔、龙腾阁（五龙客家风情园）、

文峰塔（东山公园）、鲤山塔（旭山公园）

等 12 个历史人文景观，赣州之心、赣州

金融中心、三江水口酒店、城市中央公

园、高陂河生态公园、世纪之门、贡江之

星、南康之星等 8个现代新城景观；根据

可达性好、已开放或具备可开放的基

础、有观景设施或具备可建观景设施的

条件、能够提供独特体验性等原则，确

定了 19 个城市观景点，包括峰山（两处

点位）、八境台、赣州之心等 3 个Ⅰ级观

景点，马祖岩、杨仙岭、赣州金融中心、

三江水口酒店、古浮桥岸边等 5 个Ⅱ级

观景点，通天岩、南山、飞龙大桥、翠浪

塔、和谐钟塔、赣甫台、文峰塔、贡江之

星、蓉江之星、南康之星、建春门等 11个
Ⅲ级观景点；以城市特色景观为圆心，5
公里为半径，确定了 28 条观景视线廊

道，包括峰山—全城等 3 条眺望城区视

廊，古浮桥岸边—马祖岩、杨仙岭—汶

潭等 12条眺望山水视廊，八境台—郁孤

台、飞龙大桥—翠浪塔（杨梅山）等 13条
眺望高点视廊。

近日，记者来到赣州蓉江新区潭口

镇坳上村，看到一条四车道的柏油马路

如飘逸的绸带，穿过绿荫，连接山村，通

达内外，托起了家家户户的幸福。“路通

了，心也更宽了，我们发展产业更有底

气，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坳上村第一

书记黄志华说，坳上村是省级贫困村，通

过扶贫政策兜底，帮扶贫困户发展养蜂、

脐橙、苗木等产业，让 103户贫困户告别

了贫困生活，朝着奔小康的目标再出发。

从过去道路阻且长，到如今车到山

前皆有路，坳上村变化的背后，折射出潭

口镇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带

来的是村民走上幸福路的切实变化。自

脱贫攻坚战吹响冲锋号角，潭口镇紧紧

围绕脱贫攻坚工作确定的各项工作目

标，聚焦重点，尽锐出战，各项脱贫工作

稳步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

坚持高位推动，压实扶贫责任。

潭口镇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镇头等

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成立了由镇党

委书记任组长，党委副书记、镇长为第

一副组长，其他党委委员为副组长的

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内设扶贫工

作站，由党委副书记兼任站长，成员由

扶贫站工作人员、各行业部门责任人

组成。同时，建立了脱贫攻坚责任清

单，全面压实包村领导、行业分管领

导、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常驻队

员的责任。紧扣脱贫攻坚责任落实、

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全面加强脱贫攻

坚工作调度，促进包村领导统筹抓好

所包村脱贫攻坚工作。

“党的扶贫政策好，去年我扩大了

养蜂规模，现在已经卖了 1000 多斤蜂

蜜。”坳上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黄国荃说，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蜂蜜不好卖，

镇村干部积极想办法，解决了他的后顾

之忧。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发展是关

键。潭口镇充分利用坳上村、江坝村、

石禾村蔬菜基地联结和辐射作用，带动

贫困户发展产业，促进脱贫增收。积极

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 18 人，提升带贫

减贫效益。同时，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滞销农产品进行摸排，积极联系机关食

堂和工会采购，有效解决了贫困户在生

产销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利用毗邻主

城区的优势，潭口镇大力实施就业扶贫，

积极落实各项稳岗就业政策。目前，在

交通补助方面，该镇已为 1089名贫困劳

动力发放外出务工交通补贴 37万余元，

为 101人次发放贫困劳动力岗位补贴 13
万元。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确保

贫困劳动力及时就业，该镇通过建立微

信招工群，召开小型招聘会，助力贫困户

就业。同时，定期摸排了解各村劳动力

数量，落实送工到企 117人，其中贫困户

劳动力 60人。通过新增公益性岗位 103
个，解决了零就业家庭的增收问题。

惟有参与，方知艰难。为巩固提升

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更深入、更细致、更

有效地推进帮扶工作，潭口镇开展大走

访活动，全镇所有帮扶干部进村入户，深

入了解贫困户所期所盼、所思所想，为他

们鼓劲打气，树立信心。今年春耕期间，

代卫村 72户贫困户因身体、缺劳力等原

因，导致春播春种没能赶上进度。扶贫

干部了解情况后，镇村干部齐上阵，撸起

裤脚踩泥泞，及时将秧苗栽插下去，保障

了春耕生产不误农时。这是该镇利用大

走访活动帮扶贫困群众的生动一例。

“党的政策好，自己更要勤奋。”近

日，潭口镇在上元村开展脱贫攻坚先进

典型宣讲活动，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聆

听。扶贫先扶志，致富先治心。在脱贫

攻坚这场战役中，潭口镇认真贯彻落实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要求，通过开

展脱贫攻坚系列宣讲活动，让身边人讲

身边事，身边事激励身边人，多措并举培

育文明乡风，补足“精神之钙”，激发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断为打

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强基固本。同时，积

极评选表彰“感恩奋进之星”等先进典

型，引导贫困户向先进看齐，树立信心，

增强志气，主动发展，变“要我脱贫”为

“我要脱贫”，鼓励他们通过勤奋、诚实

劳动脱贫致富，创造美好生活。

12月15日，市民在欣赏漆画作品。当日，江西文化艺术基金2018-2019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江西现代漆画文献

展”全省巡展赣州站在赣州美术馆拉开帷幕。此次展览由江西省文联指导，赣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南昌美术

馆、赣州美术馆联合主办，展出的各时期江西漆画优秀作品及相关史料、著作，是数十年来全省各地漆画艺术家的宝贵结

晶，见证了江西漆画的发展历程。赣州站展出时间至12月25日结束，之后将在萍乡市美术馆、九江美术馆陆续展出。

记者刘青 摄

产业推进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

里。近年来，石城县大由乡依托传统白

莲优势产业，积极引导推动合作社成立

党支部，既能服务好党员、群众，又能把

有干劲有担当的致富能手培养发展成

党员，推进产业发展壮大。目前，合作

社发展白莲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 500
亩，带动 1183户农户增收脱贫。

支部建在产业上

白莲是石城县农民的传统经济作

物。大由乡白莲种植面积稳定在 7500
亩左右，种植面积位居全县第三，虽然

量大但是效益并不明显。针对小农户

凭经验种植，品质不统一，参与度低，丰

产未能增收等问题，2019 年 5 月，大由

乡在白莲主产区水南村组建了白莲种

养专业合作社，采取“社员大会+理事

会+专业理事”的模式，实行标准统一、

管理统一、品牌统一、资料统购、产品统

销、分户种植的“五统一分”生产服务体

系，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然而，合

作社成立初期却没有农民愿意加入。

脱贫致富，村民有期待；发展产业，村民

却顾虑重重。“你这个白莲不知道种得

好不好哦，到时候我种了你不收怎么

办？”“这么好的政策，你们村干部自己

怎么不去种？”信息闭塞，习惯了小农经

营的群众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大由

乡党委经过深入调研，决定把种养专业

合作社纳入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按程

序把合作社理事长高子勤发展为党员，

并让水南村、兰田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

社交叉任职，把党支部建在产业发展第

一线。乡里还动员 13 名党员加入合作

社，主动认领新品种，带头种植示范田

80余亩，并为莲农提供技术指导。

党员围绕支部转

合作社有了党支部，莲农有了主心

骨，莲农加入合作社的意愿陡然高涨，

社员人数立即增多，合作社规模不断扩

大。联合党支部为了更好地凝聚党员

力量，根据党员自身特点和种植白莲规

模，对党员进行“设岗定责”，结对帮带

其他莲农。党支部创造性地将每月主

题党日的“X”定在党员示范田开展，实

地查看白莲长势，交流种植经验，指导

技术难题，拓宽销售渠道。

白莲合作社让党员联结在产业链

上，互相交流沟通，既为主题党日活动

注入新活力，又让党员对支部更有归

属感。种了 7 亩莲的党员黄上海深有

感触地说：“作为在农村种地的党员，

如何强化党员意识、发挥先锋作用？

我以前是比较困惑的。现在，党支部

会及时传达关于白莲种植的计划安

排，定期商讨相关事宜，还为我们安排

了结对帮带其他莲农的任务。我深切

地感受到，作为党员，不仅要种好自己

的白莲，还要思考和谋划全村白莲产

业的发展。只有及时献计献策，积极

引领群众投身新品种白莲种植，才对

得起我的党员身份。”

村民跟着党员干

党员示范带动，构建起“党支部+党
员+社员+群众”的合作社运作模式，党

支部全面研究讨论产业发展，党员和社

员结对子，党员和群众结对子，定期走

访，了解现状和困难诉求，及时反馈。

建档立卡贫困户赖聪林在合作社

党员高子勤指导下，2020年种植新品种

白莲 18亩，产量大幅提升。合作社以高

于市场价收购他的鲜莲，肥料农药都是

以出厂价销售给他，年底他以社员身份

进行分红，这样，今年他家收入比 2019
年增加 4300余元。一带多，连成网。截

至目前，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白莲种植

面积增加 1829.7亩，带动农户 1183户。

2019 年底，合作社首次召开社员

分红大会，85 户社员示范户参与分

红。之前的 29 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以

来，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带动成效明

显。同时，该乡还积极对接上级组织

部门，把合作社领头人培养成创业致

富带头人，把创业致富带头人培养成

党支部成员，把合作社共同打造成创

业致富带头人实训基地，有效增强了

基层群众创业本领、致富能力和脱贫

实效。截至目前，该实训基地共培养

创业致富带头人 280余名。

本报讯（记者温居林）“近 5年共接待查阅利用者约 1.2万人

次，提供利用档案 2.2万卷。”“完成馆藏文书类纸质档案数字化率

72%、专业档案数字化率 83%”……12月 17日，赣州市档案工作新

闻发布会召开，通报了机构改革后市档案局、市档案馆的相关工

作情况。

机构改革两年来，市档案局和市档案馆在工作上始终秉持

“一盘棋”思想理念，认真履行“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

的职责，围绕服务中心大局，主动履职担当作为，有力推动了我

市档案事业的发展。建立健全档案管理体制机制，规范了重要

人物、重要会议、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深入 15 个县（市、区）

实地指导精准扶贫档案规范整理、规范归档，全面完成了全市 26
个单位的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晋升及复查工作，并对全市 17 个

市直、县直单位及 7 个乡镇开展了档案行政执法检查。积极开

发档案信息资源，开展为抗疫英雄建档留名、“档案见证小康路，

聚焦扶贫决胜期”档案图片展览等活动，出版了《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赣州工业档案文献展》《王阳明巡抚南赣档案

文集》等，拍摄了大型地方历史文化系列电视节目《档案里的赣

州》，让档案“活起来”。抓好到期档案依法移交进馆，提前两年

实现“十三五”期间馆藏总量翻番计划，接收了历届人大政协会

议、苏区振兴、主攻工业、文化强市等重大活动档案。新档案大

楼建设列入了市重点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23 亩，建设规模为 1.5
万平方米，计划 2022 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省面积最大的市

级档案馆。

赣州专业档案数字化率达83％

本报讯（记者刘青）12月 17日，赣州市肢残人协会成立，我

市 20余万肢体残疾人有了自己的“娘家”。

据了解，我市现有各类别残疾人 62.8万人，其中肢体残疾达

20.73 万人。市肢残人协会是在市残联、市行政审批局等部门重

视支持下成立的独立社团法人组织。协会宗旨是弘扬人道主义

精神，发展残疾人事业，代表肢残人共同利益，反映肢残人特殊需

求，履行“代表、服务、维权”职能，为肢残人服务，维护肢残人合法

权益，促进肢残人平等，帮扶和带领肢残人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

会物质文化成果。

在当日召开的赣州市肢残人协会筹备成立暨第一届会员代

表大会上，近百名会员代表参加会议。会员们表示，协会的成立

让他们有了“娘家”，有了归宿，今后他们要更加努力上进，用自强

不息笑对人生，用勤奋书写自己的精彩人生。

肢残人有了“娘家”

本报讯（叶新生）“请问您对这届村党支部、村委会工作是否

满意？村里是否存在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近日，南康区隆

木乡纪检干部深入该乡民丰村入户走访。为确保村“两委”换届

风清气正，选出务实清廉、组织信任、群众满意的村干部，隆木乡

纪委查实情、出实招、促实效，全力护航村“两委”换届筹备工作。

该乡由乡纪委书记带队，深入全乡 13个村开展督查，全面掌

握各村财务情况，督促做好村务公开工作，让村民明“家情”知“家

底”，为换届营造规范透明的财务环境。该乡积极拓宽监督举报

渠道，设立换届纪律监督举报信箱、热线电话，用好村务公开微信

群等平台，多角度全方位收集有关换届的问题线索，对违反换届

纪律的问题举报快查快办快结。乡干部深入各村实地走访，与党

员、村民小组长、群众面对面交谈，真正掌握村“两委”成员任职期

间的履职能力、工作作风、廉洁自律、履职情况和在群众中的口碑

等。该乡还对扰乱选举秩序等违纪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曝光一起；对在村“两委”换届筹备工作中不认真负责、消极应

付影响换届工作的，严肃追责问责，全力狠刹歪风邪气，确保换届

风清气正。目前，该乡 13个村“两委”换届筹备各项工作正有条不

紊地开展。

本报讯（邱景文 肖远明 记者李
华）12月 16日，赣州经开区在亿鹏新能

源二期项目现场举行 2020 年第六批项

目集中开竣工活动。此次集中开竣工

项目共 60 个，项目总投资 207.2 亿元，

其中以亿鹏新能源二期为代表的竣工

项目 45 个，总投资 149.3 亿元；以海得

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开工项目 15 个，总

投资 57.9亿元。

据悉，此次集中开竣工项目中，主

攻工业攻坚战项目 30个，总投资 129亿
元；新型城镇化攻坚战项目 16个，总投

资 33亿元；精准扶贫、现代农业攻坚战

项目 5 个，总投资 11.2 亿元；现代服务

业攻坚战项目 3 个，总投资 12.5 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攻坚战项目 6个，总投资

21.5亿元。

赣州经开区开展百日攻坚大会战

以来，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成效明显。

接下来，赣州经开区将继续开展重点

项目干部蹲点工地“同办公、同吃住、

同推进”专项活动，以优质服务加速推

进项目建设，以坐不住、等不起、慢不

得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狠抓部门服务、

狠抓协调配合、狠抓要素保障、狠抓责

任落实，牵好项目建设“牛鼻子”，助推

“全年胜”目标完成，为实现明年“开门

红”、奋力谱写“十四五”新篇章打下坚

实基础。

近年来，寻乌县罗珊

乡紧紧围绕“四个方面定

标准、六个方面立规范、一

张网络连整体”的要求，扎

实推进基层党建“三化”建

设，全面提升党建工作水

平和服务群众能力。

今年以来，罗珊乡

共举办党支部书记、村

“两委”委员、党建宣传

员、村第一书记等各类

专题培训 14 个班次，培

训干部 422 人次。按照

“服务群众最大化、办公

场所最小化”的要求，该

乡在各村均设立党群服

务中心，不断优化群众

办事环境。该乡还实行

党员亮身份、党员设岗

定责制度，开展党员分

类管理和党性体检，每

月结合主题党日组织开

展“五红”活动，鼓励党员

在脱贫攻坚、文明实践、

致富带富上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把服务群众落实

到党员的日常行为和经常性活动中。

该乡通过规范资产资源管理、探索

产业发展路径等措施，不断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上津村通过发展甜柿产业，建

成 154亩的甜柿基地，预计村集体经济

每年可增收 10 万元以上；罗塘村通过

购买商铺，吴畲村通过种植富硒水稻创

建“吴畲富硒香米”品牌，预计每年均可

增收 2万元以上。 （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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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木护航村“两委”换届工作

阔步前行奔小康
——蓉江新区潭口镇推进脱贫攻坚走笔

□陈思思 记者吴明河

赣州经开区6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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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207.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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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建在产业上
——石城县大由乡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纪事

□黄媛媛 廖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