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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初心R

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长冈村，一间土坯房引

得游客纷至沓来。

这间土坯房，承载着历史记忆。1933 年春，

贫农马荣海的茅草屋失火。乡苏维埃政府发动群

众捐钱、帮工、找料，3 天就帮他建起一间新房。

如今，当年盖房的场景，通过“苏区干部帮助贫农

马荣海盖房子”实景展，在兴国县苏区干部好作风

陈列馆再度重现。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

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传唱 80 多

年的红色歌谣，是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真实

写照。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

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2019 年 5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井冈山精神和

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

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

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

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

代。近年来，江西大力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改革发展实现新跨越，

在红土地上续写新故事。

访民情，广纳民意

“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

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

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

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

任务与计划。”1933 年 11 月，毛泽东同志经过实地

调查，形成了 3 万多字的《长冈乡调查》一文。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弘扬苏区干部好作

风，江西始终紧抓调查研究这一党的传家宝。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开展了 20 万名机关干

部下基层等一系列活动，在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

中听民声、访民情、纳民意。

今年初，兴国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大

走访、大调研、大落实”活动。县四套班子负责同

志带头靠前，各级党组织广泛发动党员干部，深入

走访社区、挂点村及结对帮扶企业。

20 个村民小组、79 名合作社入股成员、109 户

427 名已摘帽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这是李良

写在调研笔记中的一个片段，对象是他走村入户

访民情的重点人群。作为兴国县委组织部驻长冈

乡园塘村第一书记，李良脱鞋下田、上门问需，全面

摸排园塘村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情况，积攒了厚

厚一沓调研笔记。记者随李良进村走访时,他一路

和群众打招呼,每个老乡的名字都能脱口而出。

用脚丈量民情，用心化解民忧。截至 4 月底，

兴国县已收集群众诉求 821 件，按反馈程序形成

责任清单，由分管县领导牵头分析研判并制定解

决方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目前已完

成办理 450 件。

实践中，江西各地摸索出一套符合实际、行之

有效的做法。

从 2014 年开始，上犹县将每周四、五晚上确

定为全县干部夜访民情时间。广大党员干部与群

众“同照一盏灯、同坐一条凳、同谈一席话”，了解

群众的“急难愁盼”。

7 年多来，上犹县累计开展夜访民情活动逾

千场，参与群众 5.3 万人次。仅 2020 年，上犹县就

开展县级领导夜访民情专场 195 场次，覆盖全县

131 个行政村。

办实事，纾难解困

头一次到阳光社区夜访，上犹县城市社区党

工委书记陈荣春就遇上了难题。在水南农贸市场

经营近 10 年的杂货摊主方宣梅，把一箱湿漉漉的

干果撂在陈荣春面前，“瞧，顶棚漏雨，地面积水，

货都泡坏了！”

水南农贸市场建于 2006 年，排水不畅，商户

意见大。问题线索上报后，上犹县委书记赖晓岚

随即挂牌督办。4 个月后，投资 400 万元改造的新

水南农贸市场竣工落成。

从路边摊搬进门面房，方宣梅脸上的笑容多

了起来，“现在市场环境好了，人气旺了，生意好做

多了。”

“对群众的‘急难愁盼’，要多‘解决’少‘解

释’。”江西各地不断完善办理机制，促进工作落实

落 细 。“ 十 三 五 ”期 间 ，江 西 共 筹 集 财 政 性 资 金

8000 亿元，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未解决的实

事、难事，努力补齐民生短板。

驱车驶入园塘村，占地面积 60亩的水果黄瓜特

色种植基地初具规模，将于 6月竣工。

园 塘 村 曾 是 贫 困 村 ，近 年 来 通 过 劳 务 输 出

等举措实现脱贫摘帽，但产业基础仍然相对薄

弱，脱贫攻坚成果尚需巩固拓展。去年，县城投

公 司 在 园 塘 村 投 资 270 万 元 建 设 特 色 种 植

基地。

李良挨家挨户上门引导村民入股，同时协调

施工单位、紧盯工期进度，忙得脚不沾地。为解决

技术问题，他还想方设法从山东寿光请来蔬菜种

植专家。种植基地一期工程建成后，将带动 30 多

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预计每年产生工资性收入

150 万元。

在脱贫攻坚战中，江西各地都有像李良这样

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全省累计选派 12256 名

驻村第一书记、39775 名驻村工作队员，有 30.2 万

名结对帮扶干部奋战在扶贫一线。

正风纪，优化环境

翻开萍乡亚鹏冷库的食堂用餐记录本，隔几

页就能看到甘军的签名和一行小字：交伙食费

10元。

甘军是萍乡市安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后埠分

局副局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仅有 8 名工作

人员的后埠分局人手紧缺，驻企加班查验进口食

品成了寻常事。

亚鹏冷库是萍乡最大的冷链食品仓储企业之

一，日均入库货物 100 批次以上，是疫情防控重点。

有时忙过了饭点，甘军就在亚鹏冷库的员工食堂吃

两口。企业曾婉拒收取伙食费，但他一再坚持。

“不能‘张口’‘伸手’，不能给企业添负担。”每

次进入零下 18 摄氏度的冷库，甘军都要裹上厚厚

的军大衣，逐一核查进口食品的报关单、消毒记

录、核酸检测报告等。

“物流仓储讲究快进快出，提高周转效率才能

降低成本。”亚鹏冷库负责人黄祖鹏坦言，面对严格

的疫情防控要求，起初也担心影响物流效率，但即

便深夜来货入库，甘军都会第一时间到现场核

查，货物通行时间较疫情前基本相同。

“ 抓 发 展 必 先 抓 环 境 ，抓 环 境 必 先 抓

作 风 。”2018 年 ，江 西 省 委 、省 政 府 出 台

《关 于 加 强 作 风 建 设 优 化 发 展 环 境 的

意见》，深入整治“怕、慢、假、庸、散”

作风顽疾，深化“放管服”改革，着

力优化营商环境。

如今，“赣服通”“赣政通”服务

功能持续优化提升，江西省本级

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

次不跑”或“只跑一次”比例

达 95.3%，“掌上办”事项数

量、证照种类、跨省数据

居 全 国 前 列 。 2020
年，全省新登记各

类 市 场 主 体

63.6万户。

传承好作风 续写新故事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朱 磊 戴林峰

在江西，说起重大原创

成果引领新兴产业发展，常

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江风

益和他的团队“逐光”追梦

的故事。

江 风 益 ，全 国 优 秀 共

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昌大学副校长，长期从

事半导体材料和发光器件

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他牵

头研究的“硅衬底蓝色发

光 二 极 管 ”项 目 ，获 得

2015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发 光 二 极 管 即 LED，

是 一 种 节 能 环 保 的 冷 光

源，具有发光效率高、寿命

长、体积小、可靠性高等特

点，是电子信息产业基础性

元器件，市场应用广泛。但

长期以来，国际上 LED 技术

主要由国外公司主导。

“不 蒸 馒 头 争 口 气 。”江

风益决定另辟蹊径，期望为我

国 LED 技术自立自强、解决短

板 、打 造 长 板 作 贡 献 。 他 说 ：

“我是一名农家子弟，靠着党的

好政策，读完了大学本科和研究

生，如今成为一名老师、一名党

员，我有责任有义务为党和人民

多做点有益的事。”

江风益和他的团队从零开始，

创新的道路充满艰辛。2003 年底，

在追踪蓝宝石衬底技术 7 年后，江

风 益 团 队 把 目 光 对 准 了 硅 衬 底

LED 技术。为了科研，他经常一个

星期都吃住在实验室。

从设计到实验、从实验到中试、

从中试到规模生产、从产品到产业、

从产业到产业链……经过研发和产

业团队近 20 年数千次实验，江风益

团队创造性地发展了新的 LED 照

明技术路线，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

产权。目前，江风益团队已推出近

百种发光芯片、器件和应用高科技

产品，其中绿光和黄光 LED 技术具

有独特优势。

“打破了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

形成了蓝宝石、碳化硅、硅衬底半导

体 照 明 技 术 方 案 的 三 足 鼎 立 局

面”——国家“863”计划专家组曾对

江风益团队研发的硅基蓝光 LED
项目给出这样的评价。

紧 紧 抓 住 硅 衬 底 LED 技 术 成

功研发与产业化的优势，江西大力

扶持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技术优势

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将南昌打造

成全国的 LED“光谷”。目前，南昌

以 LED 及通信为代表的电子信息

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达 172 家，集硅

衬底、芯片、测试、封装、应用照明于

一 体 的 LED 全 产 业 链 已 经 形 成 。

2020 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完成营

业收入 1509.9 亿元，同比增长 10%。

创新LED照明技术路线

江风益:胸怀祖国敢为人先
本报记者 郑少忠

75 岁的邱娥国已退休多年，依

旧闲不下来，每天坚持到原工作单

位筷子巷派出所辖区里转一转。“一

条条街巷、一幢幢房舍、一张张面

孔，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心永

远牵挂着辖区。”邱娥国说。

1979 年，在部队服役 16 年后，

邱娥国转业到南昌市公安局广外派

出所，后又调任筷子巷派出所担任

户籍警。“串百家门，认百家人，知百

家情，办百家事”，凭着热心、细心、

耐心，他很快成了辖区群众熟悉的

“老邱”。

资 助 孤 儿 、奉 养 孤 寡 老 人 、为

下 岗 职 工 介 绍 工 作 …… 邱 娥 国 做

的好事，数不过来。在他家中，有

一本特殊的帮扶记录本，上面记载

着辖区孤寡老人的情况，详细到他

们爱吃什么、爱好什么。

“走街串小巷，和蔼态度亲，婆

婆如在家，坐下拉拉呱，见人多询

问，见事多观察，热心办民事，温暖

送到家。”这是邱娥国自己编的顺

口溜。对工作，他有热情，更有办

法。摸索户籍民警“一图二诀三本

四勤”工作法，创立“警民联系卡”

“警民联系牌”等便民措施……从

警 27 年 ，邱 娥 国 总 结 出 的 一 系 列

群众工作方法被推广至全国公安

系统。他荣获改革先锋、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道德模范、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

模范等称号。

2007 年，邱娥国光荣退休。“虽

然不再上班了，但我一颗服务人民

群众的心永不退休。”每次有新民警

入职，筷子巷派出所都会请他来上

入警第一课。邱娥国还加入了南昌

市西湖区组织的未成年人帮教小

组，和区里的老劳模、老教师一起到

中小学给孩子们讲课。

“群众是根我是叶，我们都是邱

娥国。”邱娥国服务群众的工作方法，

在筷子巷派出所一任一任传下来。

摸索出的群众工作方法全国推广

邱娥国：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本报记者 杨颜菲

图图①①：：鄱阳县鄱阳县凰岗镇凰岗镇程家村第一书记程家村第一书记

唐大勇唐大勇（（左左））在田间了解农情在田间了解农情。。

汪汪 湧湧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寻乌县晨光镇高布村第一书记寻乌县晨光镇高布村第一书记

吉志雄吉志雄（（右一右一））在与群众交流在与群众交流。。

汪汪 湧湧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井冈山市茨坪景区俯瞰井冈山市茨坪景区俯瞰。。

梁振堂梁振堂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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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被俘时，敌人搜遍他全

身，十分惊讶，他身上除了一支钢笔

和一块旧表外，竟然什么值钱的东

西也没有。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

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

方！”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清贫》一

文，至今读来依然感人至深，依然有

着深刻启发。

在 文 中 ，方 志 敏 写 道 ：“ 经 手

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

而 筹 集 的 金 钱 ，是 一 点 一 滴 地 用

之 于 革 命 事 业 ……”他 细 数 自 己

的“财产”：“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

旧 的 汗 褂 裤 ，与 几 双 缝 上 底 的 线

袜 ，已 交 给 我 的 妻 放 在 深 山 坞 里

保 藏 着 …… 那 些 就 算 是 我 唯 一 的

财产了。”

是什么让方志敏甘于清贫、乐

于艰苦？江西上饶境内的怀玉山，

方志敏被俘的地方，立着一方清贫

丰碑，上刻方志敏手书的《清贫》。

“……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

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仰望方

志敏用人格和情操铸就的清贫丰

碑，就能读懂清贫是一种信念、一种

“大有”，诚如他所言：“我们革命不

是为着发财！”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只

有把党的初心使命铭刻于心，人生

奋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

竭的精神动力。

我们应以先辈先烈为镜，不断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

思想之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

对党的赤诚忠心，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

其节。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洪懋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