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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命之源，生存之本。一部治水史，折射出中华

民族的奋斗史、中国自古而今的发展史。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为新时代治水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战胜一次次洪涝灾害，河湖长制全面建立，江河水

质全面改善，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建成

通水，国家水网加快建设……全国上下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治水的各项决策部署，治水

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驯水：生命至上

50年前，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在其长篇通讯《驯水记》

中写道：为了取得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同水展开年

复一年的战斗。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暴雨和洪

涝灾害的突发性、极端性、反常性越来越明显。

2021年，黄河中下游发生1949年以来最严重秋汛；

2022年，珠江流域北江发生1915年以来最大洪水；

2023年，海河流域发生 1963年以来最大流域性特

大洪水；

2024 年，我国大江大河发生 26 次编号洪水，刷新

1998年有资料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面对洪涝灾害的新特点、新挑战，各级党委政府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殷殷嘱托，立

足于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共同构筑起了守护家园的坚固防线。 （下转2版）

万千清流润民生
——谱写新时代治水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沈虹冰 刘诗平 张京品

11月25日，石城县珠坑乡珠鑫社区，一场别开生面的

生日宴在这里举行。这一天是居民张菊英的90大寿，家人

们以客家传统米茶宴招待亲朋好友，在喜庆热烈的氛围中

陪老人度过了一个清新简朴而又不失仪式感的生日。

近年来，石城大力移风易俗，推进乡村善治。该县

推动“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席”蔚然成风的特色经验做

法，曾获中央宣传部《宣传工作》和全国众多媒体推介，

并在今年11月下旬举办的全国乡镇（街道）党委宣传委

员示范培训班上作为创新案例进行了分享。

“来来来，食碗米茶来……”这是石城人的日常待客

方式。米茶是石城的传统特色美食，由大米、豆角、花

生、豆制品等制成。“赤伢落地，茶砵开花”，米茶在石城

客家人的各种人生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生娃到

结婚，从升学、乔迁到庆寿等，主人都会邀请亲朋好友喝

碗米茶。“满月茶”、“周岁茶”、成年走亲的“新客茶”、结

婚后与邻里相融的“婆太客茶”……米茶宴，在石城有着

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群众基础。

在石城，请客不收礼，已蔚成风气、深入人心。如何

进一步做好“免礼”的“后半篇文章”——节俭办宴席，成

为全县干部群众面临的“同题共答”考卷。为此，该县顺

应民意、因势利导，在积极挖掘当地米茶饮食文化的基

础上，探索“以茶代宴”新做法，找到节俭办宴好抓手，并

出台方案予以大力推广。

说起“以茶代宴”的好，老党员邱炳根颇有感触。他

说，以200人左右的宴席为例，农村“流水席”的均价为每

桌500元，一场宴席办下来得花费大约1万元，而以米茶

待客，成本不过三五百元。他为妻子举办的70岁生日宴

就选择了“以茶代宴”。“现在生活条件更好了，大家都喜

欢吃绿色、健康的东西，正好老太婆也爱喝米茶，煮个米

茶给她过生日，节俭又喜庆，大家都高兴。”邱炳根说。

组建“一碗米茶”志愿服务队，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

领作用，引导乡亲算好经济、人情、健康“三本账”，并通

过实施积分激励，石城实现“以茶代宴”从“做给群众看”

到“群众跟着干”的悄然转变。

该县珠坑乡党委书记毕程俊告诉记者，米茶宴经济

实惠、绿色生态，主客轻松自在，减少了经济负担和人情

负担。“以茶代宴”既体现了热情待客，又浓郁了节俭风

气，一经推开，深受群众欢迎。2022年以来，仅珠坑乡就

有700余场乡亲喜事“以茶代宴”，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宴

席负担。

与此同时，石城县以米茶为媒介，以网格为基本单元，

组织乡村干部、党员、网格员、小组长广泛开展“米茶夜话”，

在全县推行“米茶宣讲”“米茶议事”“米茶帮办”“米茶调解”

等活动，蹚出了一条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管用路子。

——“米茶宣讲”传递好声音。一碗米茶，融洽了党

群关系，拉近了干群距离。干部和群众围坐在一起，通

过讲政策理论、说身边故事、谈生活感受、话时代发展，

宣讲党的惠民德政、决策部署，让深奥的理论有了“人间

烟火气”。同时，对交通安全、民生保障、扫黑除恶、防溺

水、反电诈等重点工作进行面对面宣传，推动各项惠民

利民举措有效落实。

——“米茶议事”切实解民忧。“这条便桥修好之后，

我们的生产生活都方便多了！”珠坑乡三和村庙背小组，

村民们通过“米茶夜话”，商议解决了沙公坝至下西坑垄

因河流阻隔造成通行和耕作不便的难题。该乡充分发

挥党员、乡贤能人的示范带动作用，聚焦环境卫生、雨污

分流、道路拓宽、路灯安装等开展议事活动，广泛征集群

众意见，促成了一批民生实事的落地落实。

——“米茶帮办”办好利民事。该县重点聚焦“一老

一小”及困难群体，利用群众喝米茶间隙，帮助群众办理

社保认证、社保缴费等事宜，现场解答群众政策咨询，“零

距离”服务群众；建设“乡村随身办”便民服务点，推进建

设“365天不打烊”村居便民服务站，将村居帮办代办事项

作为党建服务群众的一个重要内容，让群众“少跑腿”。

——“米茶调解”解开邻里结。“米茶一端，心胸放

宽。”该县从“五老”人员中选择有调解经验的人担任调

解委员会成员，组建米茶调解员队伍，利用喝米茶的契

机，对矛盾双方进行释法说理、劝和促谐，使一些之前未

解开的邻里心结，在米茶下肚后就烟消云散了，有效实

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食米茶、听乡音’乡贤座谈会”“米茶相亲对对碰”

“米茶话变化”……一系列“以茶代宴”“米茶夜话”活动

如火如荼地开展，“米茶红娘帮帮团”“米茶文旅推介官”

等与群众需求同频、与群众期盼共情的特色志愿服务队

次第涌现，成为石城大地一道道淳朴而亮丽的风景。从

请客不收礼到节俭办宴席，从“以茶代宴”的推广到各项

“以茶为媒＋文明实践”活动的开展，石城的乡风民风变

得更加淳朴、清新。

石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钟慧敏表示：“‘以茶代

宴’，新风拂面。它不仅仅是办宴形式的简单替换，更是

思想观念转变的有力彰显，有效促进了社会风气持续向

好，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我

们将持续完善相关机制，让‘以茶代宴’成为石城人引以

为荣的新风尚。”

“以茶代宴”新风拂面
——石城进一步做好请客不收礼“后半篇文章”纪事

□记者傅志群 胡怀军 李善财 特约记者温京燕

近日，中央储

备粮宁都直属库

有限公司石上分

公司 10 万吨浅圆

仓及附属设施项

目建设现场，建设

者在进行施工作

业。该项目设计

总仓容量10万吨，

共计12座浅圆仓，

进仓采用300吨每

小时的固定式生产

作业线，出仓、清仓

采用100吨每小时

的移动式生产作业

线。项目建成后将

助力该公司有效提

升粮食仓储的智能

化、自动化水平，增

强粮食应急供应

和调控能力。

特约记者曾
嵘峰 摄

近日，围绕“大力实施‘7510’行动计划，加快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这一主题，赣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

了于都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育军。

王育军表示，近年来，于都县抢抓政策机遇，紧扣

省“1269”、市“7510”和县“5313”行动计划，不断推动企

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智改数转”赋能企业降本提质、节

能增效，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该县成立由县长任组长的“产业数字化”工作专

班，由县领导挂帅重点企业，统筹全县力量服务推进制

造业“智改数转”。引进江西省数字集团、工信部电子

一所等服务商，为全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全周期

的专业服务。聚焦5条重点产业链，加快自动化、智能

化推广应用，引导企业实施设备换芯、机器换人、生产

换线，推动生产装备从人工到智能化的更新迭代，培育

了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成了一批数字化转型

示范项目。为 219家规上工业企业“把脉问诊”，开展

“数字画像”诊断服务，并组织技术服务商组成专家团

队，制定整体改造升级方案。此外，将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及应用作为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指

导龙头企业搭建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企业生

产、管理、销售等各关键业务环节深度融合，实现企业

降本增效。

截至目前，于都县共培育建成智能工厂5个、数字

化车间 6个、数字化生产线 26条，打造国家智能制造

成熟度项目 3个、省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2家、省两化

融合示范企业 6家、省工业互联网示范企业 6家、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8家。于都工业园区先后获评

全国纺织行业数字化转型先进产业园区、省级数字经

济集聚区。

“我县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强

化数字化示范引领、转型服务和提质升级，不断激发

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需求，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智能化水平，为于都高质量发展持续聚势赋能。”王

育军说。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访于都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育军

□记者刘晓慧

大力实施“7510”行动计划
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 （记者张惠婷）近日，赣州市新型

蛋白研究院揭牌。该研究院由江西山形环保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和以及

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合作组建，是国内首家专注

于昆虫蛋白和微生物蛋白技术与研发的新型研

究机构，其首个成果转化项目将落地章贡区。

我市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将更多科研力

量汇聚赣州，将更多资源下沉到企业，让各类人

才创新有平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赛道上

跑出“赣州节奏”。

今年5月，通用人工智能（赣州）研究院在南

康揭牌成立。这一新型研发机构由电子科技大

学（深圳）高等研究院深思实验室与赣州市合作

共建，目标是集聚科技创新资源，加快打造一批

应用场景，推动我市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

发展。

赣州市工业数字研究院聚焦面向产业集群

的“链群配+产业大脑+共享智造”的技术方向，

发挥9000平方米实体化院士专家成果转化平台

作用，与 4个院士专家团队开展合作，引进海内

外、长三角、粤港澳高端数字产业人才，大力推进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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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水莲
通讯员曾传浩天 廖俊）12月
5 日至 6 日，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主任王国生率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一

行，在我市开展“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专题调研。全国政

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

建堂，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

主席谢茹等参加调研。省委副

书记、市委书记吴忠琼出席相

关活动。省政协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陈俊卿，省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主任杨贵平，市委

副书记、市长李克坚，市政协

主席徐兵，市领导何琦、何善

锦、朱敏分别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南

康区赣港产城一体化合作

区、赣州国际陆港、家具新中

心，赣县区中国科学院赣江

创新研究院、中国稀土集团

产业促进中心，章贡区福寿

沟博物馆等地调研，详细了

解我市对外贸易、口岸建设、

产业发展、智能制造、重要平

台建设、稀土产业发展等情

况，并对我市在经济社会发

展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予

以充分肯定。

王国生指出，相关部门

和企业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

讲话精神，抓住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战略机遇，立足市情

实际、扬长避短，坚定走好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

王国生强调，要紧扣国

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聚焦稀

土领域关键核心科学与技术

问题开展协同创新，发挥各

类平台创新资源聚集、技术密

集、人才富集的优势，不断优

化学科布局、深化产教融合，

促进稀土科技创新成果加快

向重大产业应用和高技术应

用转移转化；要抢抓发展机遇，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人才链、

资金链深度融合；要依托重要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任务，大

力培养和引进高水平人才，加快抢占稀土领域科技制高点；

要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加强创新驱动，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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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12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防范

外卖餐饮浪费规范营销行为指引》，进一步规范外卖商家

营销行为，落实网络餐饮平台主体责任，防范外卖餐饮浪

费，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作为引导外卖餐饮行业落实反食品浪费责任的重要举

措，指引结合网络餐饮行业特点，紧紧围绕

防范外卖餐饮浪费的重点、痛点、难点问题，

从规范外卖餐饮行业的营销行为入手，将反

食品浪费举措落实到业务全流程的各环节。

防范外卖餐饮浪费
新规出台

扫
码
看
指
引
全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