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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挖掘医院深厚的文化底蕴，弘扬“但
福德”人精神，全面展现 120多年来妇保人
艰苦创业、科学发展的伟大历程，市妇幼保
健将筹建院史馆，并向社会各界征集图片、
影像及有关历史实物。

一、征集内容：
1、各个时期上级领导、社会知名人士及

重要来宾来院视察、参观访问、演讲时的照
片、影像、题词、纪念品等；

2、医院制发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
义的各类院徽、工作证、纪念章、票证等；

3、反映医院不同时期风貌的老照片、匾
额及医院文化建设史料；

4、医院各时期重大事件、活动中形成的资
料、实物，各类重大活动中收到的重要贺信、贺电；

5、医院各个时期具有历史价值或代表意
义代表性的教具、仪器设备、模型、服装等；

6、其它以上尚未列及、但能够反映医院

历史和发展的有关材料和实物。
二、征集时间：
即日起——2019年10月31日
三、征集方式：
1、接受捐赠。对愿意将个人收藏的医

院院史资料、实物捐赠给医院者，医院将颁
发荣誉证书；

2、代管、复制。对特别珍贵的资料、实
物，本人有保存意愿的，医院可代为保管，或
复制（翻拍）后将原件归还本人。

3、实物和老照片所有人均需留下详细
的个人信息，所有物品均请附上说明（包括
物品年代、主人公、背后的故事等）。医院将
详细登记，院史馆陈列时将标注实物来源。

四、联系方式：
此次征集活动由医院办公室统一负责。
联系电话：0792-8119509

九江市妇幼保健院

关于向社会各界征集院史资料及实物的启事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余纯桃 李超
铭 文/摄）55岁的曾庆银是柴桑区新合镇
人，1986年退伍回到家乡，没向政府提出
过任何要求，靠打散工维持生计。去年12
月 3日，他看到《浔阳晚报》关于深化殡葬
改革的报道，便萌发了创办殡仪服务中心
的想法，助力殡葬改革。

军人出身的他，退伍不褪色。柴桑区
政府自 2019年 5月 1日零时起，启动殡葬
改革“零点行动”，全区实行火葬。曾庆银
随即联合三名战友到台湾等地观摩学习
了现代殡葬和传统殡仪文化以及先进经
验和服务理念，自筹资金 40万元，购买了
4辆殡仪车等设备，在柴桑区开办了一家
殡仪服务中心。该中心主动与周边县
（市）殡仪机构建立良好协作关系，得到九
江市殡葬管理处的悉心指导和支持。

殡仪服务是社会服务的一个窗口。
其功能是通过人们在丧葬活动中举行的
一系列追悼活动，起到移风易俗、弘扬中
华孝德文化的作用。殡仪服务让整个丧
葬过程变得更加文明、节俭、庄重、健康。

曾庆银说：“我们的服务理念是‘倡导
文明、节约环保、服务百姓、服务社会’。”
中心实行有偿无偿服务相结合，提供优
质、高效、便捷的殡仪服务，协助丧户办理
好殡葬相关手续。

“一定要做好服务，让家属满意。”曾
庆银说：“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服务空间，不
断完善治丧设施，提倡科技治丧，认真执
行殡仪规范，加强管理，提供高效、便捷的
殡仪服务，解决群众办丧难、办丧贵的问
题”。中心建立了殡仪服务信息反馈机
制，殡仪服务结束后，工作人员会征询对
殡仪服务的满意度并填写满意度测评表，
目前反馈的测评满意度 100%。今年 5月
3日，刚办理完丧事的江洲九洲村某姓家
属感慨地说道：“政府成立了殡仪中心是

为江洲老百姓解决了多年来办丧难的问
题，真正是为民办实事！”。

由于殡葬改革滞后，陈规陋习大面积
存在，铺张浪费，污染祭祀用品大面积使
用等，导致了殡仪服务市场不规范。另
外，因迷信思想作祟，办丧用车（特别是遗
体接送）难找，有人在办理丧事时，甚至联
系货车甚至农用三轮车来运送遗体，造成
很大的安全隐患，也让逝者得不到尊重。

曾庆银和他的殡仪服务中心拟牵头
成立以殡仪服务行业人员为主的柴桑区
殡仪服务协会，将积极倡导文明简朴的丧
葬礼俗，倡导文明科学的丧葬礼仪。并树
立厚养薄葬的孝德理念，树立文明意识、
公德意识，积极推进绿色生态安葬方式，
约束不文明丧葬行为。协会还将加强行
业自律，尊重优秀文化传统，维护市场秩
序，维护行业形象，并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为推动全区殡葬事业全面健康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曾庆银和他的殡仪服务中心在开展
殡仪服务，为群众提供方便、快捷和高效
的服务时，也大力宣传了殡葬政策。带动
了市民传统思想的转变。得到了社会的
认可，服务理念也逐步被接受。

“曾庆银和他的殡仪服务中心是第一
家在柴桑区注册的社会殡仪服务机构，填
补了柴桑区的殡仪社会服务的‘空白’，在
一定程度上算是‘帮了政府大忙’”。业界
人士表示，在相关政策允许社会资本参与
殡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提供服务的同
时，民政部门在加强对其监管时也可以通
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补齐短板，不仅减
少了人力物力财力支出，还能把殡仪服务
做得更加细致，两者相得益彰，做到政府
保基本，社会供增量，市场做选择，以便更
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殡葬殡仪服务需求，促
进殡葬殡仪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退伍军人创办殡仪服务中心
助力殡葬改革

一甲村现任支书说，老支书不仅扭转
了宴席陋习，还带动了其他的新风新尚，特
别是后来通过村民理事会缓解村民矛盾消
减祠堂，减少土地浪费。

以前，在一甲周村还有个怪现象。一
个自然村有4个祠堂，而4个祠堂的族姓是
一个。据介绍，这因为其祖上分户，各自建
本房祠堂。因4个祠堂都在一村，各房之间
为此产生不少矛盾。

为此，村民理事会决定四祠合一。期
间，理事会提出建议后，遭到各房村民的反

对。理事会耐心解释、调解，最终得到大家
同意，但如何建、如何出资又成了矛盾焦
点。理事会听取众人意见，议决按人均
资。最终，四座祠堂合为一处，四房村民也
入一祠祭奠先祖。

在村民理事会的牵头下，2017年，村民
决议形成全村新规，在红白事、村务、文化、
习俗等方面都有涉及，以简事简办为原则，
在全村掀起树新风、尚新俗的氛围。一甲村
现任书记说，经过持续不断的易风移俗，如
今全村新风新气象，村民和谐共处新生活。

四个祠堂并一处

自制村规护农田 支书带头移风俗
湖口一甲村村民新规倡新风

□周清喜 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红/文 欧阳海员/摄

在湖口县付垅乡一甲村，有个饶林山自然村。20世纪70年代末，为保护耕地，饶林山
自然村村民自约一户一宅。村规实施至今，虽然户数翻了近一倍，耕地却不曾减少多少，
护住了全村的口粮田。进入21世纪，一甲村原村支书又带头简办喜事，扭转大操大办的陋
习，倡导新风新尚，减轻了农民负担。

本报讯（桂孝树）近日，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进一步密切税企联系，
推动减税降费工作更加顺畅地落实落地，中
共国家税务总局九江市柴桑区税务局机关
二支部联合九江礼涞农业集团企业党支部
共同开展了“不忘初心担使命，减税降费助
发展”主题党日活动。

柴桑区税务局二支部一行20余名党员
在礼涞集团党支部的带领下，走进九江礼涞
农业集团参观虾稻科普馆、小龙虾生产车
间、农产品展示厅等，认真了解集团生产经
营情况。对税企支部联建的新思路、新内
容、新目标和新要求，两个支部进行了深入
交流。在二楼会议厅，柴桑区税务局二支部
向礼涞农业司党支部书记刘建赠送了减税
降费有关材料，鼓励大家学以致用，不断提
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本领。

在座谈会上，礼涞集团党支部书记提出，
做好税企党建共建是加强税企联系的重要途

径。区税务局二支部书记表示：“税企联建党
支部，能让税务机关更贴近企业需求，落实税
收政策、优化税收服务，将党支部党课活动结
合税收政策辅导与宣传同时开展，一方面加
强了党员同志政治理论学习，另一方面又更
好地帮助企业解决涉税难题，从而为企业经
济建设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税企党建共建，不仅为税企建立了学习
和交流的平台，促进税企文化交融，又为税企
之间搭建了服务的桥梁，丰富了税收服务活
动，更便于税务部门倾听企业诉求，了解企业
经营情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助力企业
走得更高更远。通过党建共建活动，使税企
干部职工的思想进一步统一，把税收工作、企
业发展二者有效的统一起来，实现共赢。

税企双方表示，要以此次党建共建为起
点，不断丰富共建的形式和内容，交流工作
经验、加强全面合作，打造税企共建品牌，为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柴桑区税务局联合礼涞公司开展党建活动

一纸村规护耕田
随着经济的发展，饶林山村有建房需

求的村民日益增多，但全村集体用地有
限。1977年夏，全村28户户主聚集在一起，
商议约定本村居民申请宅基地建的规定。
时任饶林山村民兵排长的70岁老人饶茂松
说，这份村规得到每户家主认同，并签名留
记，成为全村人共同遵守的约定。

这份村规也由饶茂松老人保留至
今。村规用毛笔书写，共有六条，约定了
一户一宅的原则、村民申请的手续，住宅
面积、房屋建造等。饶茂松当上一甲村主
任后，这份合约依旧在执行，等他退休回
家，合约还在发挥作用。他说，改革开放
后，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前的约定房屋
面积不能满足需求，后来全村又开了一次
会，约定住宅面积，由原来的一房 70平方
米扩展至 120 平方米。尽管房屋面积扩
大，人口增加，但全村的耕地并没减少多
少。目前，全村有户50，人均6分田。 原村主任展示原村主任展示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的村规年代的村规。。

除陋习尚新风
一甲村现任支书介绍说，全村有 10个

自然村，除饶林山村这个特色新风村外，一
甲周自然村也很突出，特别是在转变大操
大办宴席尤为明显。

一甲周村有130余户居民，随着生活水
平提高，婚丧嫁娶大肆操办的陋习逐渐抬
头。按照村里操办喜事的规矩，一家婚嫁，
全村喝酒，席续三日。不仅如此，一桌酒
席，碗碟十八，少一数都要被人鄙视。所
以，村民迎亲嫁女仅操办酒席的花费就有2
万余元，再加上彩礼、五金等首饰，条件一

般的家庭办一次婚宴就得负债。
所以不少村民找老支书周义华说操办

酒席的两难“不办村里人瞧不起，办又负担
不起。”周义华发现竟有三分之一的村民找
他说过此事。为了不让这股攀比之风继续
下去。借着给小儿子办婚礼的机会，他将
规矩改了。结婚当日，他只宴请了本房亲
族和帮工吃酒，也不再宴席三日，并要求以
后村民办酒席以此为例。借助在村里的威
望和以身作则，村里的宴席风气逐步改变，
大大减轻了宴席带来的负担。

曾庆银（左）与客户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