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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市讯（刘洁 胡月）9 月以来，庐山市星子镇纪委紧
紧围绕市纪委要求和镇党委部署，积极主动开展疫情防控
与疫苗接种监督检查，进一步压实疫情防控责任，确保疫苗
接种工作精准、安全、规范、有序展开。

镇纪委采取各村交叉检查、成立摸排小组入户抽查、下
村实地督查等方式，切实抓好疫情防控与疫苗接种监督工
作。

交叉检查，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各村（社区）纪检委员
对各村（社区）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交叉检查，随
机选取 35 户进行实地走访，检查发现共性问题 2 个，个性问
题 1 个，督促做好整改工作。

入户排查，压实工作责任。抽调人员成立疫苗接种摸
排小组，对全镇辖区开展随机抽查。截至目前，已排查 72
个自然村共 840 余户，发现 1 起作风不实问题，对相关人员
进行了处罚。通过执行执纪问责，倒逼各村（社区）核清核
准各片区疫苗接种情况。

定点督查，挤干未接“水分”。深入各村查看疫苗接种
台账、暂缓接种人员排查进展情况 4 次。督促各村建立未
接种台账，备注具体情况，做好未接种人员的动态管理。对
有禁忌症的镇村干部及其家属，核实禁忌证明的真实性；对
于无禁忌的人员要求做到应接尽接，提高疫苗接种率。

镇纪委将持续开展不定期督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
决制止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为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提
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庐山市星子镇
督查疫苗接种 助推全民免疫

在虎牙直播平台上有一个“牛哥追梦”
的主播，他不唱歌、不带货、不博眼球，他在
五年的时光里，只直播了一件事——帮助流
浪者回家。“牛哥”名叫蔡艳球，九江市湖口
县人，2016 年起，他坚持在街边、桥底及废弃
建 筑 里 寻 找 流 浪 者 ，每 天 手 机 直 播 10 小
时。至今行程十几万公里，足迹踏遍江西、
浙江、福建、广东等 10 多个省市，成功帮助
100 多位流浪者与家人团聚。蔡艳球因此被
评为九江市第七届道德模范。

蔡艳球在家中排行老三。1994 年春节，
患有癫痫病的哥哥在去亲戚家的路上走失，
全家找了三天三夜才在离家几十公里的地
方找到，但找到的当天哥哥就去世了。

“真不敢想象，那么冷的天我哥是怎么

过的。”蔡艳球回想起来，心情依然十分沉
重，“若是当时有人帮他一把，或许现在还活
得好好的。”

失去亲人的痛苦一直在蔡艳球心灵中
留下深深的烙印。成年后，蔡艳球坚强地面
对生活，开过货车、做过裁缝、摆过地摊……

2016 年，正在摆地摊的蔡艳球看到一位
流浪老人在不远处捡烟头，他好心地买来食
物，试图送给对方，可对方神情惶恐，不肯接
受。蔡艳球灵机一动，把食物小心地放进垃
圾桶里，没想到那老人果断地把食物捡起拿
走 。 刹 那 间，蔡 艳 球 泪 如 泉 涌，想 起 了 哥
哥。正是那次不经意的成功助人举动，坚定
了他帮助流浪者回家的决心。

流浪者身上脏，有的精神上有障碍，还有

的有暴力倾向。“61 哥”“火机哥”“丽江哥”“长
发大叔”“网瘾少年小方”……每次成功受助的
背后都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路走来，蔡艳
球吃住在车上，克服种种困难，先是变着法子
慢慢接触，买饭给他们吃，帮助洗头剪发，带他
们去洗洗澡，一边取得信任，一边通过直播间
粉丝和“追梦团”成员综合分析信息，直至联系
上流浪者亲人，或护送回家，或送救助站。

他问直播间粉丝最喜欢看“牛哥”什么
样子？弹幕很快出现“我最喜欢看‘牛哥’哭
的样子！”

“是的，我哭过！每当流浪者与亲人见
面相拥而泣，内心总有些控制不住的激动，
感到很欣慰，也很有成就感。”蔡艳球说。

常年在外奔波，一年在家待不到两个

月。“最感亏欠的是妻子和孩子，前年出去的
时候，大女儿才 5 岁，小女儿才 2 岁。”谈及家
庭和孩子，蔡艳球用手指轻轻擦拭着眼角。
他说，自己能做这些，离不开家人在背后的
支持，也离不开“追梦团”的热心帮助。

“说心里话，当初我是不怎么支持，常年
在外面跑，既辛苦又危险，总是提心吊胆的。
后来考虑到他的亲身经历，也就这么默认了。”
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打理家务的妻子坦言。

“我希望流浪者越来越少，这样我就可
以安心‘下岗’，回家陪伴家人了！”蔡艳球
说。对于现在的“牛哥”来说，每次直播都是
一次“追梦”，也是对曾经遗憾的弥补。他
说，现在的街上已经很少看见流浪汉了，他
觉得自己“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我已经停好了，可以取件了……”开学
季，紧随高校师生返校潮，大批快递包裹也
正在陆续抵达各大高校菜鸟驿站。为解决
高峰期学生们取快递难题，保障学生在校生
活安全便捷，这几天，在九江职业大学校园
内，经常可以看到一辆“娇小可爱”的蓝白小
车穿行其中，通过“无接触式”收派件助力现
阶段高校疫情防控，一时间引来学生们好
评。

方便快捷 无人车“开工”送快递

“无人车一次就能把快递带回，通过手
机就可以操作，特别方便！”九江职业大学大
三学生李怡娟取完快递说道。9 月 9 日上
午，记者在九江职业大学校园内看到，一辆
菜鸟无人车自动在宿舍楼下停下，预约取快
递的同学，用手机扫二维码，在屏幕上按下

“取包裹”按钮，网格自动打开，包裹顺利取
出。

记者看到，顺利配送完所有的快递后，
无人车自动返回学校内的菜鸟驿站站点。
只见工作人员将快递包裹装进无人车，并在
后台设置好程序，小车又稳稳地走向预先设
计好的指定地点。从开学起，这辆无人车将
校区的路线和楼栋等分布位置“熟记于心”。

“无人车工作模式是提前预约，按时送
货。每个整点会从菜鸟驿站出发，依据货物
的配送地址计算行动路线。之后，按学生预
约信息将包裹配送每栋学生宿舍楼下。”九
江职业大学菜鸟驿站负责人徐勇光告诉记
者，出发前，无人车会给学生们发短信，到宿
舍楼下前 3 分钟会打电话通知学生下楼，到
达宿舍楼下时还会等候 3 分钟，方便取件。

“ 无人车上配备多个视觉传感器和雷
达，行进中如果遇到行人，它会自动停步，如
果碰到障碍物，会选择绕行。”徐勇光说，无
人车减轻快递站点配送压力，提高校园快递
配送效率，有效减少取错件、丢失包裹的情

况。连日来，无人车平均每天要派送快递
400 多件。

“很方便，下课回到寝室就能立马收到快
递。接到无人车的短信和电话通知，我们会
提前在宿舍门前等它来。”大三学生李灵慧说
道。“这几天都是在无人车取快递，不用走到
快递点取快递了。”大三学生吴淑霞说道。

解决难题“无人配送”助力疫情防控

“萌萌哒、可爱无人车派送包裹、给我们
送快递的不是小哥了、我们学校就是那么高
级……”学校出现了快递无人车，一时间引
来 同 学 们 的 讨 论，不 少 同 学 还 会 跟 它“ 互
动”。

谈及选择无人车进校园派送的原因，九
江职业大学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副处长江鸿
波告诉记者，近年来，学生们快递量不断增
加，快递点都在校外，路程较远，学生们收、
寄快递很麻烦。每年新生入学是快递量高

峰期，尤其到了下课“取件”高峰，经常可以
看到学生们排长队取快递，校园快递问题一
直无法解决。如何切实解决学生们取快递
难题和校园防疫秩序，学校也在不断推出暖
心“招式”。

江鸿波表示，九江职业大学是九江首个
投入无人车的高校，目前校园内先投入了一
辆无人车进行试运营。无人车开进校园，包
裹可以从配送中心直接运达宿舍楼或指定的
地点，解决学生收快递的难题，还实现无接触
收派件，在疫情防控期间能够提供更安全、安
心、高效的服务，降低了因人员聚集而带来的
疫情防控风险，优化师生的快递服务体验。

接下来，学校还将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落到实处，继续
为学生们解决实际难题。同时针对学生返
校后，从严从紧从实做好校园疫情防控。让

“招式”新意不断，使校园生活更安全，更智
能化，也更便捷。

减少人员相互接触 解决学生取件难题

首个快递无人车在九江高校“上岗”
严小钧 本报记者 金 璐

严查涉水产品 保障饮水安全

本报讯（钟一粟 缪平 记者陈芳）饮用水的卫生标准关
系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自来水管和净水器等涉水产品也
成了现代家庭必不可少配备。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的饮水安
全和身体健康，今年 7 月份以来，德安县卫生健康监督执法
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涉水产品卫生专
项监督检查行动。

为了摸清全县涉水产品卫生质量情况，查处违法经营
现象，该县以拉网式对各生产企业、经销实体店进行排查。
经核实，该县共有输配水设备经营单位 95 家、生产企业 2
家、水质处理器经营单位 20 家，生产企业 1 家。

据悉，通过广泛宣传和排查，该局已查处一起生产销售
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案。该
案当事人生产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 PPR 给水管材
已经多年，卫生监督员对经营者依法立案查处，并责令当事
人对库存无批件的给水管材进行自行切割粉碎处理。

目前，结合国家随机监督监测计划，德安县已完成商
场、超市、建材批发市场、建材专卖店、五金店等输配设备、
水质处理器产品相关规格对应的卫生许可批件索取备案、
官网查询、函询等工作，经核查，该县上述输配设备、水质处
理器产品均为品牌，都能出示有效卫生许可批件，符合有关
法规。

据了解，德安县将以此次专项检查为契机，常态化加强
涉水产品卫生法律法规普法教育与监督执法工作，增强生
产企业和销售单位卫生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进一步推动全
县涉水产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今年首批候鸟南迁鄱阳湖

本报讯（王小龙 记者谈思宏）9 月 11 日上午，江西鄱阳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都昌保护监测站巡护员在当地
马影湖开展日常巡护监测时，惊喜监测到 4 只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白琵鹭正在水中与今夏留守马影湖的几只大雁相互
嬉戏问候，给人一幅久别重逢的画面。根据最新监测记录
显示，这是鄱阳湖保护区今秋以来在鄱阳湖范围内监测到
的首批越冬候鸟。

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大批珍禽候鸟已从内蒙古草原、
东北沼泽和西伯利亚原野飞抵鄱阳湖，开始了它们在此地
长达近半年的越冬栖息生活。据了解，今冬新一轮鸟类迁
徙大潮即将来临，数以万计的珍禽将从四面八方聚集到鄱
阳湖，鄱阳湖越冬的候鸟种类、数量将不断增加。

每年秋冬，鄱阳湖水落滩出，各种形状的湖泊星罗棋
布，鱼虾螺蚌丰富，水草野花飘香，吸引了大批来自内蒙古
大草原，东北沼泽和西伯利亚荒野的 60 万余只珍禽候鸟来
此越冬。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徐志文表示，他
们正采取多项措施，举全局之力，保护鄱阳湖区越冬候鸟和
湿地资源，确保珍禽候鸟安全越冬。

第二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周活动主会场正在永修县吴城
镇筹备中，届时将以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海内外游客来到
江西，感受美丽中国的“江西样板”，欣赏鄱阳湖候鸟齐飞、
渔歌唱晚的绝美风景，尽览江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画卷。

白琵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型涉禽，嘴长而直，上
下扁平，前端扩大呈匙状，黑色，端部黄色；脚亦较长，黑色，
胫下部裸出。夏羽全身白色，头后枕部具长的发丝状羽冠、
橙黄色，前额下部具橙黄色颈环，颏和上喉裸露无羽、橙黄
色。冬羽和夏羽相似，全身白色，头后枕部无羽冠，前颈下
部亦无橙黄色颈环。常成群活动，偶尔见单只。休息时常
在水边成“一”字形散开，长时间站立不动。白琵鹭在鄱阳
湖最高峰数量达万只以上。

濂溪区五里街道组织全街干部
助力疫苗接种提速提效

本报讯（余国栋 记者汪良红）为快速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全覆盖，构建全民免疫屏障，濂溪区五里街道组织全街干部
全力以赴做好疫苗接种的服务工作，以“三用”工作法助力疫
苗接种提速提效。截至 9 月 10 日，已完成接种 147122 剂。

濂溪区五里街道多次组织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专题部署
会，及时传达贯彻上级对疫苗接种工作的新要求、新指示，
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优化接种工作流程，每天对疫苗接种数
据进行汇总，梳理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并及时调整措施，
确保疫苗接种工作高效、精准、有序推进。

该街道 14 名领导班子带队组织全街 61 名机关干部下
沉到 15 个村、社区，划分一级网格 15 个和二级网格 100 个，
全员不休地以多种宣传方式开展广泛动员，帮助辖区群众
充分了解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科学认知接种疫苗的必要性
和安全性，让辖区居民群众安心主动进行疫苗接种。

通过组织覆盖式摸排、干部专车接送、指导预约登记
等方式有序组织群众进行接种，特别是重点关注老年人
等群体的疫苗接种工作，从接种宣传、报名注册、现场接
种等环节做好针对性服务，照顾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切实
做好接种工作的每个环节、每处细节，确保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顺利进行。

本报讯（记者张新红）9 月 11 日，一个晴
朗的周末，来自不同学校的小记者自组编
队，在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联盛快乐城挑战

“极限”生存。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经历了
陌生、相识、磨合、协作、互助等一系列挑战
后，小记者们自豪地说：“我们完成了任务！”

上午 9 时，联盛快乐城广场上，三支分
别着粉红、天蓝和明黄色背心的小记者队伍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开始自选队长。才站到
一队的小记者们有些放不开。在工作人员
的鼓励下，他们最后一个个鼓起勇气，站在
全队面前，自我介绍，发表参选感言。紧张
和陌生在一次次的面对面交流中逐渐消失，
大家的距离也拉近了许多。最后，经过评
选，三支参与当天上午极限生存挑战赛的队
伍选出了各自的队长和副队长。随后，各队
又开始为队伍取名。众议之后，着明黄背心
的队伍取名为学生队，着天蓝色背心的队伍
取名为天蓝队，着粉红色背心的队伍取名为
天仙队。

9 时 30 分，各队队长抽取了任务卡后，
带着队伍进入联盛快乐城。

天仙队获得的任务是观察纠正 10 起不
文明现象，但随着九江文明城市创建的持续
深入，队员们发现这个任务太难了。他们在
商场内四处寻找，但所见叔叔、阿姨没有一
人有出格行为。时间一点点流逝，他们心里
着急起来，最后有眼尖的队员发现有名家长
后面跟着一个四处乱跑的孩子。几名队员
眼神一交流：在商场四处乱跑应该是不文明
行为。于是，他们“抓”住小孩，对前面的大
人说：“不能让小弟弟乱跑，这样不文明。”大
人闻言站住，看到自己孩子落在后面，也感
到这样危险，便虚心接受了“批评”。

天蓝队的任务是队员背诵 3 首古诗，在
商场中找 3 人背诵任务卡上的 3 首古诗。队
员们碰头商量了一下，但大家都没有底气一
口气连续背诵出 3 首古诗。正当队长万黄
安有些愁眉不展时，队员王清颖站了出来，
一口气背诵出《蝉》《乞巧》《题临安邸》3 首
诗，让大家目瞪口呆，原来这名说话有些文
弱的小姑娘这么有才学。此时，不知是谁喊
了一句：“时间不多了，还剩 10 多分钟了。”
天蓝队的队员们立即奔跑起来，在商场内四

处寻找嘉宾，但面对一个个擦身而过的叔叔
阿姨们，队员们有些拿捏不准。这时，又有
人在催促：“赶快，时间快到了。”一名队员突
然说去找猫店老板，因为她与老板很熟，肯
定会帮这个忙的。在这名队员带领下，天蓝
队向着猫店突进。商场西侧的猫店里，老板
在 得 知 孩 子 们 的 意 图 后 表 示 只 能 背 出 一
首。大家赶紧说能背一首也行。老板清清
嗓子，在小记者们关切的目光下，背诵出《悯
农》。“耶——”欢呼声四起。“快，快，快——
快找下一个……”在谢谢老板后，队员们又
一阵风跑出猫店，寻找下一名嘉宾。很快，
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在 10 时前，到达指定地
点。结果，等待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
任务完成的时间为 10 时 30 分。大家很高
兴，原来不经意间超前完成任务，而且还是
第一名。

就在天蓝队完成任务的时候，学生队
却陷入了危机。他们的任务是用 5 个鸡蛋
和一盒水彩笔换得 20 根棒棒糖。一开始，
队员们就陷入了死胡同，大家想着将这些
东西都卖了，换来的钱再买棒棒糖。但两

样东西的售价根本买不了 9.6 元/盒的棒棒
糖，而且工作人员也提醒他们，水彩笔是不
能卖的。另外，让大家陷入焦虑的是，每当
他们提着鸡蛋向儿童城的家长们推销时，
不仅大人们表示不愿意买，老板也不让他
们在儿童城推销。陷入困境的队员们有些
茫然，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过，一
名叔叔提醒他们，5 个鸡蛋不好一起卖，就
一个个地卖，在鸡蛋上绘画卖 2 元一个，这
样就能凑足买棒棒糖的钱了。队员根据这
个提示，分工协作，5 名队员拿着水彩笔，在
鸡蛋上小心作画，画完后，全队兵分两路，
在 商 场 内 卖 蛋 。 队 长 孙 艺 桐 主 动 承 担 责
任，积极推销，最后卖出 3 个鸡蛋，在其他
队员的协作下，最终用销售 5 个鸡蛋的钱
买到了 20 根棒棒糖。

最后，小记者们在一楼集合，相互交流
比赛心得体会，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制作
完成沙漏小实验。一个上午的快乐时光很
快过去，小记者们恋恋不舍地离去，但同时
也表达了希望下次能再参与这样有趣、有内
容的活动的心愿。

9 月 11 日是第 22 个“世界急救日”，今
年的主题为“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当
天上午，由市文明办主办、市红十字会，濂
溪区红十字会承办的“提高自救互救技能，
做学校社区的急救英雄”——急救日主题
宣传走进赣北商城社区，市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中心老师、红十字志愿者一起向社
区居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上午 9 时许，在濂溪区赣北商城社区广
场上，来自市红十字会的急救老师们正在
向大家讲授心肺复苏、外伤包扎、气道异物
梗阻、紧急避险等方面的知识，来自市区各
地的志愿者和市民学习得非常仔细。

近 年 来，我 市 围 绕 这 一 主 题，组 织 开
展活动，传播救护知识与理念，普及救护
知识和技能，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推
动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有序开展，全市目前
有 6 万 余 名 干 部 群 众 参 加 了 红 十 字 救 护
培训，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自全国文明城
市 创 建 工 作 开 展 以 来 ，市 直 机 关 有 1200
多名党员干部踊跃参加救护培训，学习急
救知识、掌握急救技能。市红十字会应急
救护培训中心主任钱逢鑫表示，今年是全
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年，市红十字会将继续
推进救护培训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
行业“五进”活动有序开展，希望全社会共
同参与，大家行动起来，学习应急救护知
识，提高自救互救技能。

（本报记者 洪永林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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