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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 549
名。至 2021年 2月 8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时，实有代表 542名。之后，有 1名代表

辞去代表职务：赣县区谢德尧。赣州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同意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

告，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代表的代表资格终止。

赣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在实有

541名。

现予公告。

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4月13日

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60号）

赣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赣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提请审议授予董明珠等 10人“赣州市荣誉市民”称

号的议案》，根据《赣州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规

定》，决定授予董明珠、王奇锋、龙学勤、丁涛、蔡志

浩、唐宏祥、赵欣、斋藤整、陈伟浩、陈灵梅等 10人
“赣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授予董明珠等10人“赣州市
荣誉市民”称号的决定

（2021年 4月 13日市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赣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13日决定：

免去袁建同志的赣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职务。

现予公告。

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4月13日

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61号）

免去：

常方平同志的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王显家、张建辉同志的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员职务。

批准任命：

曾伟平同志为大余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曾萌芽同志为于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曹胜民同志为赣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晏利民同志为定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廖信明同志为宁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4月13日

赣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1年 4月 13日赣州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通过）

“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别人不

能干的，我也要学会干。”廖竹生这样

说，也是这样做的，凭着这股不向命运

屈服的拼劲，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今年 23岁的廖竹生，是宁都县对

坊乡半迳村人。因双手手腕先天畸形

无法伸直，从小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

长大。就在他迷茫、困顿之时，2015年
宁都县举办的免费电商培训班如同黑

夜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他的人生。

在当地政府和各级部门的大力扶持

下，短短数年，他完成了人生蜕变：由

连累家人的“拖油瓶”，变成残疾人创

业的领头雁；由靠政府救济的贫困户，

成为脱贫致富的“励志哥”。

电商扶贫，看到人生曙光

“因天生残疾，我常被人嘲笑是

‘拖油瓶’，心里很自卑，害怕见生人，觉

得自己是父母的包袱，社会的累赘。”

“我卖出的第一单是一双布鞋，虽然

只赚了十几块钱，却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

交谈中，廖竹生从容自信。殊不

知，其自信的背后曾经历过多少冷眼、

辛酸和无助。

由于天生残疾，身边的小伙伴都

不爱与他玩，他还时常遭人捉弄和嘲

讽。廖竹生暗下决心：我必须强大起

来，绝不做连累父母的“拖油瓶”。于

是，他开始练习吃饭、穿衣、洗澡等，尽

管笨拙，但慢慢可以生活自理。

上小学，身边都是同村小伙伴，久

而久之大家慢慢接受了他，成绩也还

好。真正让廖竹生做出抉择的还是初

三那年，一次母亲托人给他捎来了 15
元生活费，打开看到全是一元、五角叠

起来的零钱时，他独自躲在校园的角

落里伤心落泪。他知道，爸妈为了供

他和弟弟妹妹读书，已竭尽所能。于

是，初中毕业他选择到宁都读技校，希

望有一技之长可以糊口。

在技校，廖竹生选择了计算机应

用专业，因双手不灵活，相对别人很简

单的操作，他却不得不放弃休息时间

反复练、加倍学，凭着“他人行，我也

行”的不服输干劲，最终以优异成绩从

技校毕业。当他满怀信心去找工作时

却屡屡碰壁。一次次的碰壁打击，廖

竹生并未消沉，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

弃，一定会有机会。

2014年，廖竹生家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5年，机会来了！当年 3
月，驻村帮扶干部来到他家，向他父亲

介绍说：“党和政府非常关心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尤其是残疾人的脱贫问题，

县里将组织免费电商培训班，不知小

廖感不感兴趣？”

廖竹生听后非常兴奋，立即填表

报名，成为宁都县免费电商培训班的

一员。培训结束后，廖竹生获得了就

业培训合格证书，并在政府的帮扶下

开了一家名为“布潮行专柜”的布鞋分

销网店，成为宁都电商园的一名“店小

二”。第一个月，廖竹生赚到近 3000
元，虽然钱不算多，但初涉电商让他感

到自己与正常人并无两样，只要肯努

力，人生同样可以活出精彩。

获得人生“第一桶金”后，廖竹生

开始自信起来，尽快摘掉贫困帽子成

为他奋斗的首要目标。

抱团发展，展现自我价值

在寻找就业出路时，廖竹生深感

残疾人的艰辛。初涉电商小有成就后，

他便想：能不能聚合一些身残志坚、志

同道合的兄弟姐妹，大家携手创业。

2015年 9月，宁都县第一期残疾人

电商培训在电商园举行。课余期间，廖

竹生和参训人员聊电商，大家觉得鼠

标动一动、指尖滑一滑、足不出户就能

挣钱是胡扯。廖竹生便把自己从事电

商半年来的销售单和营业额拿给大家

看，顿时激发了大家的创业热情。接

着，他又趁热打铁：“虽然我们身体上

有缺陷，但只要大家共同努力、相互依

靠，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借助这次培训学习，廖竹生与曾

北方、肖石生等人萌生了抱团创业的

想法。说干就干！培训结束后，廖竹

生立即着手组建励志园。廖竹生熟悉

电脑操作，便承担起图片制作、网页设

计；曾北方年长，生活经历丰富，负责

团队财务；肖石生有三轮车，承担到果

园、市场调研；谢明生则主要负责网店

的管理……不久，宁都“励志园”挂牌

运营，一伙残疾热血青年“抱团取暖”，

开启了他们的人生逆袭之旅。

为了扶持“励志园”，宁都县出台

了一系列帮扶政策，为他们免费提供

办公场所和宿舍，帮他们申请到了 15
万元贴息贷款。然而，创业之路却并

不平坦。当时贷来的 15 万元创业资

金，一开始全部收购了脐橙，由于对脐

橙品质不了解，加上市场价格不稳定，

导致脐橙滞销。廖竹生首次组团创

业，却以失败告终。

“钱没赚到，还亏了好几万，大家

散伙算了。”看到队员们个个灰心丧气，

身为“老板”的廖竹生便再三鼓励队员：

“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就在“励

志园”陷入困境之时，经宁都县委主要

领导协调，电商园党支部拿出 10万元

资金，帮助廖竹生等人渡过了难关。

总结失败教训，通过多方考量，他

们改变思路，由单一的产品销售模式转

为综合销售模式，发展以农副产品为

主，电子家电、服饰鞋帽为辅的多种经

营模式，实现了每月净利润 2万多元。

在廖竹生的带领下，“励志园”的

名声越来越大，生意是越做越红火。

一帮原本靠政府救济的残疾人，在党

和政府及各级部门的大力扶持下，他

们不畏艰难，奋勇争取，如愿实现了脱

贫摘帽，展现了自我价值。

努力拼搏，付出终获回报

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上门讨教的

人也越来越多。廖竹生意识到，是党和

政府的关爱，让自己摆脱了迷茫、走出

了困顿、看到了希望。在脱贫攻坚的关

键时刻，自己必须懂得感恩，回馈社会。

经反复思考，廖竹生和曾北方等

人商议决定：“励志园”团队采取“电商

团队+种养基地+农户”的模式，与多个

种养基地签订采购协议，双方利用各

自优势，形成产业联盟。“励志园”也由

组建之初的 5人扩展到 16人，从单一

的产品营销，发展到农副产品为主，电

子家电、服饰鞋帽为辅的多种经营。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廖竹生与“励

志园”的故事，激励了一大批身残志坚的

贫困群体，同时也带动了周边许多贫困

群众增收致富。2017年9月，“励志园”的

事迹入选了中央“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

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进行展播，接受了

中央领导的检阅，被中央网信办称为“全

国8500万残疾人创业典型”，中央、省、市

媒体多次进行了专题报道。

努力拼搏终获回报！2018年，廖

竹生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全省脱贫

攻坚奋进奖”、被宁都县政府残工委授

予“自强之星”荣誉称号，“励志园”被宁

都县残联授予“残疾人自强创业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2019年，廖竹生先后荣

膺三个“国字号”荣誉：全国自强模范、

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中国好人。

今年 2月 25日，在北京举行的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廖竹生

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并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

面对荣誉，廖竹生自知肩上的责

任，他说得最多便是感恩。他自豪地摸

着胸前的党徽说道：“我能有今天，特别

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和义务帮助更多

的人，这样才不会愧对组织的培养。”

为回馈社会，廖竹生不仅参加了

宁都蓝天救援队，还担任了电商园的兼

职讲师。2020年开始，他还鼓励“励志

园”的队员们另立“门户”，根据各自所

长，在不同领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增

收致富。他自己的“名人”效应也得以

显现，先后受邀前往北京、广东、福建、

海南等地从事带货直播。但无论身在

何方，廖竹生都会着重推介赣南脐橙、

柚子、茶叶、白莲、黄椒等农产品，让赣

南农产品借助电商“飞”往全国各地。

一个人影响一群人，带动一方

人。如今，在宁都，“廖竹生”这个名字，

已化为一种自立自强、不畏艰难困苦的

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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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面启动县村级
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建设

本报讯 （张春明 记者宋石长）4 月 13 日，我市

在崇义县召开普惠金改工作推进会暨企业上市“映

山红行动”工作调度会，全面启动县级普惠金融服务

中心创建和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建设工作，并就推

进各县（市、区）普惠金融改革和企业上市“映山红行

动”工作进行部署。市领导许忠华出席。

会议强调，普惠金融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普惠金

融服务增量、扩面，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中小微企业享

受到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服务，提高人民群众和经济

主体对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获得感和满意度。要

提高认识、加紧筹备、完善功能、强抓落实，尽快实现普

惠金融服务中心县域全覆盖和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全

覆盖，充分发挥普惠金融服务平台牵线搭桥作用，全力

推动县域普惠金融改革试点工作。

会议同时指出，各地要紧盯“123计划”工作目标，

聚焦首位产业，创新方式方法，做好协调服务，发挥主

体作用，积极推动龙头企业股改上市。坚持“本土培

育、迁址引进”一起抓，抢抓窗口机遇期，加快推进企业

上市“映山红行动”。要把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

单责任化，加快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和企业上

市工作，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从“拖油瓶”到“励志哥”
——宁都残疾青年廖竹生的人生蜕变

□特约记者曾嵘峰 记者余书福

本报讯（记者刘燕凤）4
月13日，赣州市高层次人才疗

养基地签约授牌仪式暨市直

接联系专家国情研修（集中疗

养）开班式在大余丫山景区举

行。南康家居小镇、大余丫山

风景区、崇义上堡梯田民宿、

安远三百山景区、龙南虔心小

镇、全南雅溪古村（攀岩小

镇）、会昌和君小镇、石城森林

温泉小镇等8家景区入选我市

首批高层次人才疗养基地。

我市在门票、住宿、饮食、

游玩等方面出台多项优惠政

策，高层次人才只要凭赣州市

直接联系专家服务卡，到上述

8个高层次人才疗养基地，即

可享受门票免费、食宿5折至7
折等优惠。这次入选的8家人

才疗养基地是通过精心考察、

优中选优的成果，代表了各地

独特的文化旅游特点和丰富的

人才疗养资源。入选基地将进

一步完善好基础设施建设，在

交通、住宿、饮食、教学、培训、

疗养等方面提供优质、便捷的

服务，让人才更好放松身心、亲

近自然、活跃思维。

设立人才疗养基地是我

市落实市“人才新政30条”“补

充措施 18条”的一项具体措

施，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高

层次人才的关心和重视，进

一步营造尊才、重才、敬才、爱

才的浓厚氛围。

其间，还将举办为期五天的研修

活动，包括党史学习、现场教学、红歌

拉练、座谈交流、自由疗养等，共有 39
名市直接联系专家参加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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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赣州经开区湖边镇岗边村村民

在花圃基地整理花盆。该基地通过土地流

转、吸纳村民就业等帮助村民增加收入，

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目前，该基地共

有 18 个温室大棚，种植金钱树、富贵竹、茶

花等300 多种花卉苗木。

张涛 记者刘青 摄

本报讯 （许贵州 赖平登）近年

来，石城县丰山乡把脱贫攻坚巩固提

升和乡村振兴作为第一要务，积极探

索乡镇经济发展新模式，走出一条特

色产业低碳工业现代服务业齐振兴、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以实际

成效助力乡村振兴。

乡镇经济要发展，产业是关键。

丰山乡立足村情实际，组建特色农业

产业办公室，依托烟叶、薏仁、白莲、

蔬菜、脐橙等农业产业，整合现有农

业专业合作社，组建了丰山特色农业

专业合作社联社，现有产业基地 6
个，创业致富带头人 9个，社员 1023
户，覆盖全乡 9个村。该乡加快薏仁

产业发展步伐，全乡薏仁种植面积由

不足 200亩发展到 3000余亩，薏仁产

品远销沿海等地；鼓励发展脐橙、食

用菌、蔬菜、竹笋、紫薯等特色产业，

做优特色农业产业。目前全乡种植

脐橙 5500 余亩，新建大棚蔬菜基地

1000亩，产业发展百花齐放。

经济要发展，生产力是关键。该

乡积极培育省级示范社“石城县绿丰

薏仁专业合作社”，着力发展精深加

工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价值，加

快推进产品研发，提高产品档次。同

时与省农科院、老科协合作，共同研

究开发薏仁醇香酒、薏仁茶、薏米红

豆枸杞粉、白莲酒等形式多样的系列

深加工产品，薏仁产品深加工种类逐

年增多，销售渠道更加稳定。

经济要发展，人气是关键。该乡

大力发展以休闲农业、户外拓展为主

的现代服务业，以现代服务业聚人

气、促发展，高标准打造丰乐园乡村

旅游示范点。该示范点依托当地特

色民宿和周边农田、森林等资源，打

造集拓展游玩、康体养生、休闲度假、

原乡文化、民俗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原

乡基地体验区。“这个旅游点开放以

来，先后吸引周边县（市）30 余批

2000余人到此开展研学、团建活动，

民宿的生意也日益红火，薏仁、莲子

等土特产供不应求。”基地负责人阮

长根说。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有效盘活

了当地经济，带动了丰山乡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有力助推

薏仁产业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黄

金产业”。

石城丰山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