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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点题

扫一扫 帮您办

“码”上帮办

市民朱先生告诉记者，2月6日，他在问政赣州平

台发帖，建议赣州市中心城区开通“铛铛车”旅游专线。

他认为，随着赣州市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鉴于赣

州市中心城区实际情况，为更好整合并展示地方特

色文化，他建议开通“五区一体化”的“铛铛车”旅游

专线，串联章贡区、赣州经开区、赣州蓉江新区、南康

区、赣县区等地标性景点景区。赣州市作为省域副

中心城市，自然景观丰富、人文底蕴深厚，可当下这

些优质旅游资源缺乏有效串联，游客难以在短时间

内充分领略赣州的文化魅力，“铛铛车”专线的开

通有望破解这一困境。开通“五区一体化”运行的

“铛铛车”旅游专线，以创新交通方式串联各区地

标景点，融合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与现代都市风貌，

打造综合旅游线路，既能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与满意

度，又能促进赣州市中心城区文旅产业协调发展。

“挺开心的，没想到我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

采纳，希望‘铛铛车’能够尽快上线运营，进一步提升

赣州城市形象。”朱先生说。

针对这一建议，2月 13日，赣州市公共交通有

限责任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日前赣州公交公

司已经新购买了 15辆“铛铛车”，首批试运行的“铛

铛车”全部是新能源纯电动车，其中 10辆车身长

10.5米，5辆车身长 8.5米。“铛铛车”名称源于二十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北京、上海等地的有轨电车，其

运行过程中，在特殊的景点和位置，经驾驶员操作

会发出“铛铛”的声音，因此被称为“铛铛车”。从

外观上看，这批复古“铛铛车”车身主色调为经典

的红色和绿色，车内皮质座椅、明黄车顶、吸顶圆

灯与棕色地板相得益彰，乘客上车瞬间，便能沉浸

于浓郁复古氛围。

赣州公交工作人员表示，新购置的“铛铛车”正

在调试，拟本月底投入运营，投放路线为117路、520
路、521路，途经郁孤台、古城墙、福寿沟博物馆、长

征广场、新世纪公园、蓉江高校区等众多城市公园和

景点。“铛铛车”兼具古韵与时尚的魅力，届时可为企

业、学校等团体及个人提供通勤、会议、大型活动、旅

游、婚车等包车服务。正式运营后，市民乘“铛铛

车”出行，可悠然欣赏城市之美。

铛铛！赣州首批复古公交来了
□记者余书福 通讯员应莎 文/图

日前，会昌市民赖女士通过“问政赣

州”平台发帖咨询慢性病补助申请的相

关问题。赖女士表示，其家人 7年前被确

诊为脑梗塞，曾将住院材料原件提交至

村委会申请补助，但最终未能成功。近

日，赖女士得知可前往安远医院申请慢

性病补助，便咨询具体申请流程及所需

材料。

赖女士介绍，家人目前身体状况不

佳，患有“三高”、脑梗引发的并发症、认

知退化及行动不便等症状，医生建议长

期服药治疗。赖女士询问，目前仅持有

去年的复查报告，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是

否需要进一步检查。

接到赖女士的反馈后，赣州市医疗

保障局安远分局安排专人与其联系，详

细了解情况。根据赖女士的描述及《赣

州市医疗保障关于进一步规范门诊慢性

病、特殊病管理的通知》（赣市医保字

〔2023〕35号）文件规定，安远分局建议赖

女士可为家人申请“脑卒中”门诊慢性病

待遇。

申请“脑卒中”门诊慢性病待遇需提

供以下材料：

1.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

小结”（不可用疾病诊断证明书代替）；

2.至少一次脑CT或MRI检查报告单

（需明确显示出血或梗塞）；

3.住院治疗出院后 3个月以上仍有未恢复的明显

后遗症，包括运动障碍、语言障碍、智力障碍、视力障

碍等病史资料。

赖女士在收集齐全相关资

料后，可前往具备资质的二级

以上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门诊慢

性病申请认定。如有其他疑

问，可拨打 0797-3721515与赣

州市医疗保障局安远分局进一

步咨询。 （记者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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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彦枫 陈钰芳）“太感谢了！钱包里装

着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还有 3000元现金，要是丢

了，我的损失太大了！”近日，乘客温先生满怀感激地来

到石城县赣源公交公司。一见到驾驶员张六兴，他便

快步上前，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事情还要追溯到 1月 27日，忙碌了一天的张六兴

驾驶着2路公交车，稳稳抵达公交停车场。结束营运任

务后，张六兴如往常一样，一丝不苟清扫和检查车辆。

当他走到后排座椅时，一个黑色手提包出现在他眼

前。张六兴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联系了公司管理

人员，详细报告了情况，随后带着手提包匆匆赶到办公

室。在管理人员的见证下，他们仔细清点物品，确保没

有遗漏。

为了尽快找到失主，公交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工

作人员通过钱包里的身份证信息，积极与相关部门沟

通咨询，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联系上了失主温先

生。原来，当天温先生乘坐公交车外出办事，下车时行

色匆匆，不慎将手提包遗落在车上。等他发现时，公交

车早已远去，他焦急万分却不知所措。

接到公交公司的电话后，温先生一颗悬着的心终

于落了地。他赶到公交公司，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领

回了钱包。温先生紧紧握住张六兴的手表示感谢。

他还当场拿出部分现金想酬谢张六兴，却被婉拒。“这

都是我应该做的，换做其他同事，也一定会这么做。”

张六兴说。

据了解，张六兴投身公交驾驶工作已有 6个年头。

这6年里，他每天对车辆进行三次细致检查，已然成为

习惯。在他看来，捡到乘客的物品并归还，是每一名公

交驾驶员应尽的职责，更是心底坚守的担当。

本报讯（温雪娇）“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工作，

我会好好努力的。”近日，在宁都县工业园区就业之

家工作人员开展就业回访服务过程中，新入职江西

明德服装有限公司的职工陈满握着工作人员的手

感谢道。

就业是民生之本。宁都县工业园区就业之家

聚焦群众就业需求，将就业之家建在“厂门口”，以

江西赣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宁都园区为中心，构

建“1+N”运营服务体系，辐射工业园区 150余家企

业，打造 15分钟就业服务圈。通过点对点送工入企

模式，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起高效对接的桥梁，有

效解决了“就业难”与“招工难”问题。

在宁都县翠微街道城北社区的就业之家，一

群六旬老人有说有笑地做着手工活，全职妈妈们

认真学习就业培训课程，社区志愿者陪孩子们做

游戏……现场一派温馨祥和的景象。“为了实现精

准就业，我们在对社区劳动力资源进行全面摸排

的基础上，创新推出‘红、黄、蓝’三色就业帮扶管

理体系，让低龄老人、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群体都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宁都县翠微街道城北社

区党支部书记曾艳介绍道，通过社区分类帮扶，目

前已帮助 260余人就近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近年来，宁都县高度重视“5+2 就业之家”建

设，通过高标准定位、系统化推进、差异化服务、制

度化管理，为广大劳动者和企业提供了精准、高

效、便捷的“家门口”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截至目

前，该县已建成就业之家 70个，开展就业招聘活动

15 场，服务用人单位 55 家次，归集岗位 10500 余

个，成功对接 4000余人就业，累计服务群众 12000
余人次。

宁都县：

分类帮扶送岗促就业

本报讯（记者刘晓慧 通讯员郭根平）“多亏了县

里提供的招聘平台，我找到了一份‘家门口’的工作。”

在全南县举办的春季就业招聘会上成功入职江西络

鑫科技有限公司的李金梅开心地说。

连日来，全南县举办多场 2025年“春风送岗促

就业 精准服务暖民心”春季就业招聘会，为企业和

求职者搭建“双向奔赴”平台。据了解，招聘会采取

“线上+线下”形式，共吸引 60余家企业参与，提供

手工制造、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各领域 3000多个

优质岗位，满足各类求职者需求。截至目前，招聘

会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2000余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1483人。

在开展各类招聘活动的同时，全南县聚焦重点产

业企业用工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新路径，为企业定向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满足企业多样化人才需求。同时，该县不断提升职业

院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为企业和毕业生提供精准对

接服务，实现学生“毕业即就业”。

强化平台建设，提升招聘质效。全南县不断加强

就业服务阵地建设，全面提高全县 57个“5+2就业之

家”功能品质，将其打造为集信息发布、技能培训、创

业支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满足群众多元

化就业创业需求。为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

业，该县在广东省东莞市设立首家“全南返乡就业创

业服务站”，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送工进企、创业扶

持等多样化服务，加快实现“引才入全”。

本报讯（李嘉琪 李小锋）为进一步提升市容环境

质量，近日，赣州市经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针对

占道经营、乱贴乱画、乱堆乱放等市容顽疾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成效显著。

整治占道经营，还路于民。占道经营一直是城市

管理中的难点问题，不仅影响市容环境，还容易造成交

通拥堵。在此次行动中，城管执法人员对重点路段、重

点区域的占道经营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通过宣传教

育、劝导整改、依法处罚等多种方式，有效遏制了占道

经营现象，恢复了道路的畅通。

清理乱贴乱画，美化环境。乱贴乱画的小广告被称

为城市“牛皮癣”，影响市容市貌。此次行动中，城管执法

人员对沿街墙面、电线杆、公交站牌等处的乱贴乱画现象

进行了全面清理。同时，执法人员还加强了对广告张贴

的监管，要求商家规范张贴广告，确保市容环境整洁。

整治乱堆乱放，提升品质。乱堆乱放不仅影响市

容环境，还存在安全隐患。此次行动中，城管执法人员

对辖区内的乱堆乱放现象进行了集中清理。执法人员

通过宣传引导、限期整改、强制清理等措施，有效改善

公共空间的环境质量，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据统计，此次行动共规范占道经营 79处，铲除“牛

皮癣”小广告 382处，拆除破旧横幅 63条，清理乱堆乱

放71处，劝导非机动车乱停乱放243辆。

加强长效管理，巩固成果。城市管理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确保整治

成果长效化，该中心将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强

日常巡查和监管力度。同时，执法人员呼吁广大市民

积极参与城市管理，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整治市容顽疾
扮靓城市家园

本报讯（廖培宇）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近日，章贡区沙石镇苗木市场一派繁

忙景象，农户们纷纷选购苗木、种子，为春

耕生产做足准备。

在沙石镇农贸市场，市场内专门开辟

了苗木售卖区域，三花梨、山梨等果树苗木

以及各类绿化苗木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

居民驻足挑选。村民肖大福一大早就来到

市场，精心挑选了几株树苗。他高兴地说：

“这些苗木品质不错，我买点回家种上，以

后就能吃到自家种的水果了。”

为方便群众选购，市场管理方专门规

划了苗木专卖区，并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管

理。沙石农贸市场管理员胡大荣介绍说：

“春季是苗木销售的旺季，我们专门划出区

域集中售卖苗木，加强引导和管理，确保农

户方便放心地选购。”

除了苗木市场，沙石镇的种子店也迎

来了销售高峰。随着天气转暖，前来购买

种子的农户络绎不绝。种子店经营户温金兰介绍：“最

近生意特别好。我们店里的无籽西瓜、麒麟瓜、甜瓜以

及各类蔬菜种子都很畅销。”

据了解，章贡区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资供应工作，

确保农户能够及时购买到优质的苗木和种子。同时，农

技部门还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种

植，为今年农业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乘客遗落钱包
司机完璧归赵

本报讯（严小琴 施自强）近日，赣州蓉江新区

2025年“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促发展”招聘会

（潭口专场）在潭口镇新世纪广场火热举行。

上午9时，招聘会现场已人头攒动，各用人单位招聘

摊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他们有的递交简历、填

写意向书，有的向企业咨询岗位设置、薪资待遇等。

23岁的曾鹏龙一早带着简历来到现场。他表示，

家乡的企业现在待遇更好了，他想找一份离家近、收

入好的工作，“之前在网上也投过简历，现在来线下看

看有没有更适合的，今天也找到一两家心仪的公司，

薪资待遇方面也还好，希望能有个好结果。”了解多家

企业情况后曾鹏龙说道。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有 36家用人单位参与，提

供管理、技术、服务、普工等 5000余个就业岗位，涵盖

机械制造、现代家居、电子商务等领域，吸引了众多求

职者前来应聘，当日初步达成意向165人。此外，招聘

会还与文明集市活动创新结合，为前来求职的群众提

供就业咨询、社保政策解读、法律科普、消防宣传等方

面的服务。

人勤春来早，在赣州蓉江新区2024年“春风行动”

开展过程中，一场场招聘活动，一次次暖心服务，为返

乡务工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困难群众等群体

提供了多样岗位选择，让“打工人”和用工单位实现

“双向奔赴”。

赣州蓉江新区：

专场招聘“职”达家门口

全南县：

招聘平台服务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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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赣州公交公司已购

置了十几台‘铛铛车’，我想知道这批车辆何

时会投放运营？”近日，赣州市民朱先生向赣

南日报民生热线8333666和问政赣州平台

询问赣州“铛铛车”何时会投放运营。

春风送岗暖民心

赣州首批复古公交“铛铛车”即将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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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庆元 通讯员李春花 叶彬）“河里

的水更干净了，河岸两边也更漂亮了。”在于都县罗江乡

筀竹村，许多年轻人来到焕然一新的小河边，拍照打卡

留念。

筀竹村党支部书记肖燕告诉记者，因水土流失加上

年久失修，眼前的这条河流曾一度河岸崩塌，杂草丛生，

污水横流，不仅不能对沿线的农田起到灌溉作用，还存

在极大安全隐患。

“我们吸取了潭头小流域、井前小流域治理的成功

经验，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成果共享的

原则，实施水保林补植补种、河道整治、修建拦水坝等项

目。”于都县水利局负责人高伟介绍说，近年来，经过野

外实地踏勘调查，该县把筀竹、前村、新屋和西岗等四个

行政村列入筀竹生态清洁小流域整治项目，统筹各部门

各类资金约 1400万元，将项目建设与乡村振兴发展、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群众满意度等有效结合，以水为

主线，生产、生活、生态一体谋划，治山、治水、治污协同

推进，因地制宜配置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封育措施和生

态清洁措施，构筑了“山坡成林、山脚为田，田中有渠，河

道拦蓄、岸坡稳固”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筀竹村

2024年被评为省级水生态文明村。

生态治理出实招，幸福生活入画来。随着生态清洁

小流域治理的深入实施，筀竹小流域沿线产业蓬勃发

展，智能育秧、脐橙种植、富硒水稻、狮头鹅养殖等四大

特色产业初具规模。以筀竹村为例，2024年，智能育秧

25360盘，实现经营收入18.68万元，种植脐橙3000多亩，

种植富硒水稻 800多亩，养殖狮头鹅 1700只，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突破80万元。

于都筀竹村出实招
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