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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龙地
赣州市融媒体中心
赣州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

新风荡漾 文明花开
——全南县深入推进婚俗改革纪事

□见习记者刘晓慧 通讯员廖莹君

近日，章贡区沙石镇龙埠村的果农正在采摘水蜜桃。近年来，章贡

区围绕乡村振兴，积极引导农民发展果蔬种植，目前已形成以葡萄、无

籽西瓜、蓝莓、水蜜桃为主的水果产业。

曾正东 摄

本报讯（记者张惠婷）近日，第八批国家级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公布，我市章源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凭借“钨粉末”产品榜上有名，该

公司以研发生产高性能钨制品为发展方向，打

造了高效、优质、安全、低能耗的智能制造生产

线，钨粉末生产工艺数字化水平、设备利用率、

产品品质等综合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成为

全球最大的钨粉供应商之一，对国外超高纯钨

粉形成了替代。

我市积极推动钨新材料及应用产业发展，

按照“育龙头、补链条、强集群”工作思路，着力

打造赣州经开区、赣县区钨精深加工及应用领

域研发生产主要承载地，重点培育大余县、崇义

县、上犹县、章贡区、定南县等钨原料及特色深

加工产业基地，建强“钨矿采选—钨冶炼—钨

丝、硬质合金—刀钻具、光伏用钨丝及军工产品

等”产业链，巩固提升高纯APT、高纯钨粉和碳化

钨粉、钨靶材等优势基础材料，发展钨基新材

料、硬质合金涂层刀片、数控刀片、整体刀具等

应用产品，进一步提高钨精深加工水平，着力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钨新材料及应用先进制造

业集群。

着眼将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我市

不断优政策、强服务，汇集各类资源要素。与江

西理工大学共建的赣州市钨产业技术研究院，

采用“开放合作”和“平台共享”的机制培育和引

进高层次人才，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合作。崇

义发挥钨产业服务专班和钨产业招商团作用，

紧扣产业链持续招大引强。大余打造了占地面

积 230亩的钨精深加工产业园，金上精密、赣钨

新材料等一批硬质合金刀钻具企业在这里“拎

包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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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中 通讯员孙瑞）为进一步推进地方

戏曲传承发展，发掘培养优秀青年戏曲人才，在近日举行

的江西省第五届优秀青年戏曲演员展演赣州市初选赛

中，52名优秀选手脱颖而出，将代表赣州参加 6月在会昌

举办的省级展演，集中展现新时代赣州青年戏曲演员人

才建设成果。

此次初选赛主题为“梨园赣韵 礼赞祖国”，由赣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共有来自全市各专业文艺院团、赣州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的128名选手参加角逐，旨在发掘和培养一

批优秀青年戏曲人才，推动艺术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地方戏

曲传承发展。

初选赛中，主办方还特别设置了“致良知+文化创新”讲

座，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崇德尚艺、立德树人，做真善美的

传播者、先进文化的践行者、时代风尚的引领者，为加快建

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贡献文艺力量。

赣州52名青年戏曲
人才将参加省级展演

本报讯（记者曾艳 通讯员邓诗怡）近日，由瑞金市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瑞

金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苏区精神永放光芒”情景故事讲

演校园巡讲活动走进华融瑞金希望小学。

在历史文物故事展览现场，摆放着不少瑞金市历史

文物和景点故事展板，吸引众多学生驻足观看。在华

融瑞金希望小学报告厅内，“苏区精神永放光芒”情景

故事讲演正在进行。讲演者们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个

个感人至深的苏区故事，同学们听得认真，不时报以热

烈的掌声。

近年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充分发挥红色

资源优势，把社会教育功能摆在首位，着力构建受孩子们

欢迎的“第二课堂”。同时，该馆精心策划创排了“苏区精

神永放光芒”情景故事讲演，在城区各中小学校开展巡

讲，孩子们可一同参与演绎，通过自己讲、演、唱来学习红

色文化，感悟苏区精神。“今后，我们将通过更加丰富多彩

的教育形式，让红色文化融入校园、深入人心，让同学们

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坚定理想信念，培养爱国情怀。”瑞

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说。

瑞金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肖秀节 陈淑婷）结对帮扶、暖心走访、游戏

互动、共读绘本、赠送精美图书……近日，信丰县妇联在

正平镇球狮村举办信丰县“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留守困境

儿童启动仪式暨“书香飘万家”家庭阅读活动，动员社会

力量关注、关爱留守困境儿童。

据了解，“爱心妈妈”是该县为推动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成长环境进一步改善、安全环境更有保障，而建立的常

态化结对帮扶机制。“爱心妈妈”志愿者主要来自有一定

关爱帮扶儿童经历的申请人和有心理咨询、社区服务工

作经历的志愿者，包括妇联干部、妇联执委、巾帼志愿者、

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最美家庭”成员以及各行各

业有爱心的女性。她们积极帮助链接资源，协调解决困

难问题，定期开展情感抚慰支持、心理健康引导、人身安

全教育、爱心资助、节日慰问、社会保障等各类关爱帮扶

服务。截至目前，该县已招募 392名“爱心妈妈”志愿者

与留守困境儿童结成“一对一”关爱对子。

信丰“爱心妈妈”呵护留守困境儿童

本报讯（特约记者叶功富 通讯员林世荣 叶相发）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这是陈毅当年被围困在梅山时写下的

《梅岭三章》中的一首，字里行间充满着他对革命必胜的

信心……”近日，在大余县南安镇梅山村斋坑陈毅隐蔽

处，村党支部书记罗利聪正向游客讲述那段峥嵘岁月。

梅山村以打造红色名村为契机，充分利用辖区内的

梅关古驿道、陈毅隐蔽处、梅花大观园等“红古绿”资源，

精心打造“教育培训+红色旅游+文化”乡村旅游综合体，

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旅游村。这是大余县打造红色名

村，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

近年来，大余县坚持红色引领、古色传承、绿色致富

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红色名村建设，推动“红、古、绿”资

源深度融合，实现红色“圈粉”、古色“焕新”、绿色“增流”。

挖掘红色资源，建好“红色基因库”。大余县投入

6000余万元修缮池江整编遗址、梅岭南方红军三年游击

战争遗址，建设以“陈毅旧居”“陈丕显旧居”“新四军地下

交通站”为核心的红色文化旅游区，打造了兰溪陈毅旧

居、梅岭战斗红色遗址、长岭会议旧址等红色旅游精品路

线。邀请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沂蒙干部学院等优秀教

师实地指导，开发了《梅山上的信念》等 6部红色精品课

程。挖掘整理红色故事20余篇，拍摄电教片3个，开发微

党课 1门，目前已承办活动 300多场，接待县内外党员群

众近3万人次。

激活人文古迹，深耕“古色文化库”。大余县坚持做

强“古、旧”特色，发挥传统文化特色影响力，推动红色名

村彰显文化魅力。投入资金300余万元，修缮保护赣粤湘

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旧址等古祠堂、古民居6处。梅山

村推出红色教学、民宿、农家乐、穿越古代等特色文旅项

目。兰溪村不断加大古色资源保护力度，推动小汾青石

桥列入《赣州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

培育特色产业，壮大“绿色项目库”。大余县以基层

党建“三化”建设提质增效和质量过硬行动为引领，以红

色名村建设为抓手，推进红色名村“红古绿”三色融合，以

“红”促“绿”，以“红”带“古”。梅山村采取“公司+合作社+
村集体”模式，入股大余县大坪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每

年获得租金和蔬菜销售收入超3万元，2023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超150万元；兰溪村以“党支部+致富带头人+合作社”

的方式，设立水稻、甜玉米种植合作社，培育脐橙种植园，

发展建设甘蔗（红糖）基地，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0
多万元；长岭村立足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优势，通过“党

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党员）”模式，大力发展香

菇、高山梯田香米、林下经济三大主导产业，2023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突破 30万元。目前，大余县入选省级红色名

村2个、市级红色名村1个。

如今，一条串联红色、绿色、古色的活化利用之路正

在庾岭大地绵延，一座座经历了枪林弹雨洗礼的红色村

庄，正上演着一场美丽蝶变。

红色引领 古色传承 绿色致富

大余用好“红古绿”资源助力乡村振兴

结婚流程由原来的 13项缩减为 5项；嫁娶费用平均

下降2.8万元；全县“低彩礼、零彩礼”占比达73%……

近年来，全南县以被列为全省婚俗改革示范县为契

机，不断深化“低彩礼、零彩礼、不收礼”婚俗改革，通过

“喜事管家”服务、“婚俗改革宣讲团”巡回宣讲、“零彩礼”

礼遇机制等创新举措，倡导文明风尚，让婚俗新风吹进千

家万户。

强引领 单个升级为群体

前不久，家住龙源坝镇的新婚夫妻罗连华、曹莉夫妇

因为低彩礼事迹成了村里的“名人”，他们喜事简办，婚礼

上没有繁琐的仪式，只有简朴而温馨的承诺。

“彩礼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共同经营这个小

家庭，我们一起奋斗定能过上好生活。”曹莉说。

如今，喜事新办简办在全南正成为一种婚俗新风

尚。该县积极营造“学有榜样、行有楷模、赶有目标”的社

会氛围，选树培育了婚事新办“好公婆”、不要彩礼“好岳

父母”等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村（社

区）“两委”干部示范作用，全县8000多名党员干部严格执

行“两报告一承诺”规定，落实婚丧嫁娶新办、简办、廉办，

以点带面，引领文明新风。

为推进婚俗改革落地生效，全南县将红白喜事操办

标准纳入村规民约，对礼金、桌数、程序流程等清单化“限

高”，红白理事会提前介入，“喜事管家”做好“软性”监督，

对发现的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进行劝导，引导群众

树立文明健康的婚嫁新观念。2023年，该县连续四个季

度在省民政厅组织的第三方彩礼监测中位居全省最低行

列，全县“低彩礼”“零彩礼”占比73%。

建机制 单链升级为全链

“整个婚礼过程十分简约，少了很多繁琐的流程，不

攀比、不浪费，办得好啊！”日前，中寨乡筠竹村村民陈忠

泽参加完同村村民的婚礼后感慨地说，没有大酒店的奢

华和排场，却办得喜庆而温馨。

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该县创新工作机制，

成立了由县乡党政正职为双组长的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

组，建立县级联席会议制度，将婚俗改革工作纳入年度综

合考核，有效推动婚俗改革走深走实。

该县健全“村党支部+理事会+农户”机制，依托乡村祠

堂打造86个“讲法堂”“乡贤评理堂”，探索出一条“以事明

理、以理服人、以法促治”的基层治理新路，引导群众在移风

易俗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建立全县彩礼动态

监测制度，强化信息联动共享，实现婚嫁彩礼动态管控。

转观念 被动升级为主动

近日，在全南县陂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婚俗新

风尚”妈妈宣讲队队长林英正结合女儿“零彩礼”出嫁的

故事，向村民宣传婚事新办。

这是全南县通过婚俗主题宣讲引导群众抵制高额彩礼

的一个缩影。该县依托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搭建宣传

教育平台，将“低彩礼、零彩礼、不收礼”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首席品牌打造，开展大众化、互动化、分众化、典型化宣传教

育，引导群众转变婚俗观念，实现“小氛围”滋润“大气候”。

为推动移风易俗观念入脑入心，全南县将客家文化、

瑶族文化、军垦文化等本土文化内涵融入该县 38个婚俗

示范点建设，成立婚俗改革宣讲团，到各乡镇开展巡回宣

讲；建立“特邀嘉宾”证婚制度，邀请 39名各级领导、道德

模范、金婚老人现场颁证、见证，让群众学有榜样、行有示

范。同时，该县出台“零彩礼”家庭礼遇机制，激励大家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转变陈旧观念，

焕发文明新气象。

一场场简约而有仪式感的婚礼、一个个主动践行婚嫁

新风的家庭、一次次入情入理的移风易俗宣讲……如今的

全南，喜事简办、婚事新办蔚然成风，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