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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全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瑞昌市夏畈镇秀珍菇产业扶贫基
地采用“公司+基地+贫困户”的经营模式，
确保贫困户能就近务工致富增收。目前
产业扶贫基地上架香菇 22 万棒，入驻贫
困户每天在此务工收入达 150 元，年终还
有分红。图为 3 月 11 日，村民在秀珍菇产
业扶贫基地劳作。

（魏东升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张驰 摄）

本报讯（周骄 九江报业融
媒记者程静）“今年藕好，大丰收，
真高兴。”彭泽县棉船镇光明村贫
困户们正忙着搬运莲藕。为拓宽
村里的脱贫道路，光明村依托水
面资源，大力发展莲藕扶贫产业
基地，眼下正值莲藕丰收季节，当
地正组织人员，抓紧采摘。

光明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胡先
来去年通过“一领办三参与”模
式，加入到村里的莲藕扶贫产业
基地，他告诉记者：“我们是第一
年种莲藕，没想到就喜获丰收，真
是太高兴了。这几天，我们都在
忙着采摘莲藕，每天可以采摘
5000斤左右。”村里还聘请了专业
采藕队，已经工作了一个多星期，
他们带着高压水枪，在藕塘里游
走，看着深藏在淤泥里的莲藕一
个个浮出水面，大家伙赶紧将莲
藕装进小浮船里，运到田边装车。

丰收的莲藕吸引了当地的
莲藕采购商，他们开着货车直
接来到了藕塘边。莲藕采购商
吴昌胜介绍说：“光明村的藕是扶贫产业，
所以我优先到这里来采购，而且这里的藕
卖相好，我们直接运往九江市场销售。”

莲藕的采摘期为 20 天左右，按照每
天 5000 斤产量计算，预计今年光明村 60
亩食用藕总产量可达 10 万斤以上。光明
村扶贫第一书记汪楷智介绍说：“莲藕销
售后，我们会按照年初与贫困户签订的分
红协议，按照比例进行分红和分配。根据
目前市场行情来说，可以给贫困户们一笔
很可观的收入，也给我们脱贫攻坚带来了
极大的信心和鼓舞。”

本报讯（刘洵 向新平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朱
曦薇）都昌县 650 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关联着
11023 户贫困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该县强
化管护举措，光伏扶贫电站保持正常运行，贫苦户
收益不受影响。

今年以来，都昌县委县政府在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督促运维单位运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县光
伏电站运维集控平台以及手机 APP 进行实时在线
监测，同时利用村级电站管理员加强电站管护，发
现问题立即上报解决，确保全县光伏电站始终保
持正常运行。今年以来，运维人员现场检修 43 次，
解决电站问题 29 个。

据了解，都昌县自 2017 年以来，先后建成的光
伏扶贫总装机容量 56.01 兆瓦，光伏扶贫电站总数
和装机容量位居全市第一。仅 2019 年，全县光伏扶
贫电站累计发电量 5730 万度，为全县 299 个行政村
年均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10 万元以上，为关联的贫
困户年均增收 3000 元以上，所有光伏扶贫电站全部
确权给村集体，解决了都昌的“空壳村”问题。

△时值阳春季节，正是茶叶春栽春管的好时节。3 月 12 日，位于庐山五老
峰下、鄱阳湖畔的海庐茶博园扶贫基地千亩云雾茶园，数十名民兵在这里与茶
农一起栽植茶苗，为产业扶贫助力。海庐茶博园现有庐山云雾茶 1300 亩，通过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聘请周边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参与茶叶种植和
采摘，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 （韩俊烜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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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 650 座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疫中不打烊”

在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中，德 安 县 因 势
利导，对症下药，整合各方面资源，采取
了一系列“ 硬核”举措，推动扶贫产业在

“ 困 境 ”中 谋 发 展 ，帮 助 贫 困 劳 动 力 在
“逆境”中稳增收，确保 2020 年全面脱贫
奔小康。

扶持帮扶“两促进”
破解扶贫产业“发展难”

产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德
安县采取资金扶持和“一对一”指导帮扶等方
式，打破疫情影响下扶贫产业发展的瓶颈。

眼下刚过惊蛰节气，气温回暖，大地
万物生机勃勃。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食
用菌基地的黑木耳在雨水的滋润后个头
饱满、品相美观。3 月 10 日当天，黑木耳
采摘量达到 6343 斤，与近一个月采摘的总
和 4500 斤相比，创下了单日黑木耳采摘纪
录。驻村工作队队员胡伟告诉记者，面对
最佳的采摘时期，当地组织村干部和贫困
户、村民十余人全员出动，进行木耳采摘
和运送，发放务工工资 3100 元。

今年，帮扶单位省高速集团计划在已
有 18 亩食用菌产业的基础上，再投入 300

万元扩大规模并新建菌棒加工厂，产品实
行订单式采购销售，从而构建菌菇生产、
加工、培育、销售一体化扶贫产业链，助推
贫困村走向小康村。

为 发 展 扶 贫 产 业，德 安 县 计 划 投 入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000 余万元用于扶持
扶贫产业发展，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并
带动贫困户增收。同时，为产业发展提
供市场销售和产业技术“一对一”咨询指
导，帮助扶贫产业发展壮大。此外，对发
展达到一定规模的种植养殖产业给予资
金扶持，在去年补助标准的基础上再上
浮 50% ，切 实 减 少 贫 困 户 发 展 产 业 的 成
本和风险。

线上线下“两结合”
破解扶贫产品“销售难”

扶 贫 产 品 是 产 业 发 展 的 丰 硕“ 成
果”。德安县积极主动出击，采取商超对
接、线上吆喝线下送货等方式，打通产销
对接“最后一公里问题”。

去年年底，德安县聂桥镇梓坊村扶贫
基地 18 亩温室连体葡萄大棚内套种了杭
椒，计划辣椒成熟后直接销往本地农贸市

场和超市、餐馆，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辣椒的销售遇到了“寒冬”。德安县通过

“ 邮乐购”线上+超市线下共同发力的模
式，迅速打开了滞销辣椒销售市场，2000
斤辣椒销售一空。“2000 斤滞销的辣椒从
无人问津到销售一空，多亏了大家的帮
忙，线上线下联动，携手解决了贫困户的
烦心事。”德安县聂桥镇梓坊村驻村第一
书记蔡龙龙看着大棚辣椒一夜售空后高
兴地说道。

面 对 扶 贫 农 产 品 销 售 难 题，德 安 县
充 分 发 挥 基 层 党 组 织 战 斗 堡 垒 和 驻 村
干 部 、党 员 干 部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全 面 排
查 摸 底 ，了 解 农 产 品 滞 销 情 况 ，就 近 开
发销售渠道，宣传鼓励群众购买扶贫农
产 品 ，做 到 县 域 内 邮 政 免 费 送 货 上 门 。
同时，推动扶贫产品进社区、机关、企业
等单位食堂，积极接洽县城商超和农贸
市 场 ，组 织 优 先 采 购 本 土 农 产 品 。 此
外，积极开展扶贫产品认定，通过“ 邮乐
购”“ 社会扶贫网”“ 淘宝”等平台进行线
上 销 售 ，帮 助 解 决 当 地 农 产 品 的 销 售 、
运 输 问 题 ，做 贫 困 户 脱 贫 致 富 的“ 最 强
助攻”。

稳岗返岗“两手抓”
破解复工复产“用工难”

就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长效手段。德
安县充分运用网络平台及时发布就业信
息，开辟贫困户网上招聘绿色通道，“屏对
屏”碰面，“一对一”指导，促进与用工企业
精准对接、应聘择岗，实现本地就近就业。

为让贫困人员就业，德安县积极开发就
近就业，已开发消杀员、防疫宣传员、出入管
理员等临时性扶贫岗位 78 个，以每人不超
过 1000 元/月的标准补贴用人单位，帮助未
返岗贫困人员暂时性就业。同时，出台奖励
政策保就业、促稳岗，对成功输送贫困劳动
力到园区稳定就业 6 个月以上的，给予 700
元/人的就业服务补贴，对园区企业新吸纳
贫困劳动力就业的，给予 700 元/人的招工补
贴。此外，引导贫困劳动力在本村本组的扶
贫合作社、扶贫车间等扶贫经营主体就近务
工，种植、采摘扶贫农产品，通过双手“勤劳
致富”。截至目前，已开展线上招聘活动 38
场次，参与人数 38432 人次，其中 2019 年外
出务工返乡贫困劳动力 2947 人，经过就业
帮扶已返工1984人，返工率67.3%。

“巾帼建功展风姿，献身医疗谱新曲”。
在瑞昌市人民医院感染病区的工作岗位上，
女性的倩影随处都闪现。可以说，女医护团
体是科室工作的中坚力量。平淡日常，她们
如同“影子”，不为人知的守卫群众，用默默
地付出，密缝平凡岁月；紧急形势，她们毅然
逆行，屹立战“疫”一线，用拼搏奉献，张开健
康厚网，演绎着现代女性的职业风采，为守
护瑞昌人民卫生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

瑞昌市唯一的传染病专业救治机构，11
名 职 工 其 中 女 性 有 8 人，占 全 科 总 人 数 的
73%。她们以女性特有温柔，善良认真，细
致，践行“服务无止境，真情系健康”的服务

理念，用人性化、温情化的服务理念作为护
理服务要务。

传染病救治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医护工
作常被视为典型的苦、脏、累、险的岗位。良
好的职业态度和敬业精神，使她们坦然从容
应对工作，以女性为主的医护人员更是做到
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诠释传染病科医护
人员精神风貌。她们对每一位患者充满了
爱心，优质服务每位患者，认真落实医德规
范，为病人制定最佳治疗方案，提供优质服
务，亲切做好医患沟通。在服务上她们每个
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1997 年的护士蔡
梦芹，会细心了解病区内所有特殊就诊患

者，经常与他们交心聊天，畅
谈生活琐事，分享储备的小
零食；1990 年医生黄晶，会主
动添加患者微信，24 小时开

机，方便他们及时咨询。她们还有个共同的
“爱好”，定期给患者发送温馨提示，细心呵
护抚慰，许多患者来院治疗后，不仅病情得
到缓解，精神状态还得到安抚，都为医护人
员服务称赞。不少患者家属都称:“你们的
服务比我们亲属都好。”

面对疫情，她们放弃了春节假期，请命
入驻病区，担负起发热门诊诊疗及住院患者
日常医疗护理，奋战在疫情第一线。

护士长廖美玲立誓“不破疫情终不还”，
婚后第二天便告别新婚丈夫投入“疫”线，每
次丈夫提着餐点来看望她，她也只是隔着厚
实的玻璃向丈夫挥手，偷偷擦掉眼泪转身继
续投入工作之中。瑞昌确诊首例新冠肺炎
患者后，病区怀孕护士幸苗苗、陈肖慧才含
泪告别战友，离开感染病区。

疫情防控物资紧缺时，她们主动要求将

原来 4 小时单班次工作时间延长至 6 小时；在
发热门诊的她们更是放弃了优质的 N95 口罩
和防护服，仅使用普通医用口罩和隔离服，将
防护用具供应给最需要的地方。换班是病区
里最难熬的经历，每次换班脱下防护装，防护
镜中能倒出厚厚的积水，脸上被勒出深浅不
一的红斑，内里的薄衣也被汗水湿透，每次消
毒洗漱更是疼得让人直龇牙，但她们没有任
何抱怨。累了找个板凳，倚个墙角靠一下，饿
了就吃几口泡面。

尽管护目镜遮挡住了她们面容，但在每一
位患者面前，她们始终保持着微笑，呵护有加。
在她们共同努力下，感染病区在瑞昌疫情防控
最前线张开了一张严实密网。截至 2 月 15 日，
她们所在感染病区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累计接
诊发热患者 1600 余人，留观治疗 57 人次，唯一
一例确诊患者也治愈出院。在这些取得的成绩
数字中，无不浸透着她们的心血和汗水。

她们用女性特有的睿智、博爱、执着，用
一个个骄人的成绩，为医院的发展创新，蕴育
出未来的沃土。她们也将一如既往，辛勤工
作，建功立业，为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持
续奋斗。

在“困境”中谋发展 在“逆境”中稳增收

德安“硬核”举措促增收助脱贫
陈福东 郭涛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沈明杰

庐山市讯（汪峻 陶丹）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步
伐，大力推进产业兴旺，农村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庐山市按照省、市统一部署，以“全域旅游”为总抓手，坚
持“早”字当头、“质”字当关，开展“一乡一园、一园一景”
创建工作。

谋划思路“早”，把好园区高质设计关。去年 12 月，
庐山市委、市政府先后就“一乡一园、一园一景”创建工作
进行专题研究并印发了《庐山市现代农业示范园创建暨

“一乡一园、一园一景”建设实施方案（2019—2021 年）》，
明确目标任务、建设要求、实施步骤、保障措施，通过建立
任务清单，层层压实责任，将示范园建设纳入全市高质量
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三农”考评考核的主要内容。当前，
庐山市已启动 10 个园区规划编制，预计今年 3 月底完成
规划总体框架，利用 3 年时间，建成 1 个国家级现代农业
示范园，5 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4 个市级现代农业示
范园。

搭建载体“早”，把好资源有效整合关。按照“六个结
合，三个运作”的思路，庐山市先后整合了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扶贫产业项目、农村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提升、
乡村旅游、乡村治理等工作到园区。为了更好融入市场，
去年年底组建农业开发集团，有效融合农业各类资金及
金融资金近 10 亿元，投放到园区创建工作中。

保障支撑“早”，把好效益共振集聚关。从今年起，庐
山市财政每年安排 300 万元奖补资金，采取先建后奖补
的方式，对获得国家、省级、市级示范园称号的乡镇分别
一次性奖补 100 万元、30 万元和 20 万元，对园区获得江
西省 AAA 级、AAAA 级乡村旅游点称号的乡镇分别一次
性奖补 20 万元和 30 万元。在政策倾斜下，目前该市 10
个“ 一乡一园、一园一景”示范园区新增土地流转 2 万
亩。庐山市还强化政策扶持，明确园区作为招商引资的
重要平台，发挥园区的集聚效益和资源优势，今年 6 月底
前，每个园区需新引进 3 个以上农业（或农旅）项目。

庐山市加快推进“一乡一园、
一园一景”创建工作

铿 锵 玫 瑰 逆 风 盛 放
———记瑞昌市人民医院感染病区女职工群体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金璐

本报讯（何艳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孔颖）近日，记者从
市人社局了解到，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我市将执行全省
统一的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因病和非因工死亡抚恤金新
标，此举将有力促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顺
利进行，有效助推基金平衡和保障企业职工权益。

企业在职职工抚恤金部分，企业在职职工因病或非
因工死亡的，抚恤金标准调整为企业职工死亡时上年度
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10 个月平均工资，调整后
的抚恤金标准低于 2019 年所在市、县（区）上年度在岗职
工 10 个月平均工资的，按 2019 年标准执行。参加了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按参保职工死亡时上年度全省企
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的标准，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
年限）每满一年计发 1 个月（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最多
不超过 10 个月，与 10 个月平均工资的差额部分由参保单
位按原资金渠道列支。没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由其所在单位按原资金渠道列支。

企业退休（含退职）人员抚恤金部分，企业退休（含退
职）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抚恤金标准调整为退休人
员死亡时上年度全省企业退休人员 10 个月平均基本养老
金。调整后的抚恤金标准低于 2019 年所在市、县（区）上
年度企业退休人员 10 个月平均基本养老金的，按 2019 年
标准执行。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已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由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支付。未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其退休前所在单位按原资
金渠道列支。

我市执行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
因病或非因工死亡抚恤金新标

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沈明杰 陈诚）记者获悉，
市税务局于近期启动了以“战疫情促发展 服务全面小
康”为主题的“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将优化纳税服务与疫
情防控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把办税服务做好做优。

据悉，与往年相比，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从“支
持疫情防控帮扶企业纾困解难、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了 24 项
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三个“相结合”，一是支持抗击
疫情与促进企业发展相结合，包括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困
难行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
过难关，推动复工复产，又有巩固拓展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成效，支持实体经济、消费增长、创新驱动等高质量发展，
做好“六稳”工作的措施。二是增进办税便利与优化营商
环境相结合，包括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化水平的措施，又推
出一系列实招硬招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税收营商环
境。三是回应社会关切与服务国家大局相结合，急纳税
人缴费人之所急、想纳税人缴费人之所想，针对各方关切
推出优化执法方式、维护合法权益等措施，又围绕服务国
家发展战略，助力打赢“三大攻坚战”特别是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税收支持举措。

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我市“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还将着眼于便民利民，重点推广“非接触式”办
税缴费服务，进一步拓展网上办税缴费事项范围大力推
进办税提速增效。着眼于难点堵点，简化优化税费申报
手续，研究推进财产行为税一体化纳税申报，大力推进制
度变革创新。着眼于服务发展，落实新出台的三批税费
优惠政策支持抗击疫情和企业发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更好发展，大力推进企业精准帮扶。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精准战“疫”

本报讯 (朱德奇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金璐)3 月 11 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润金赴八里湖新区、经开区、濂溪
区，现场督查调度“两河”（十里河、濂溪河）治理项目。

李润金先后督查调度了鹤问湖二期污水处理厂及尾
水工程、小杨河刘家塘拆迁点、地下污水处理厂建设工
地、濂溪河支流管道施工等 6 处重要项目节点。现场详
细询问项目工程推进情况，对项目近期任务推进落实情
况给予肯定，并就项目工程进度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进行
现场调度。他指出，要在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全力加快项目建设，细化安全责任，抢抓时间节点，确
保如期完成项目任务。

市领导督查调度
“两河”流域综合整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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