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广昌讯（记者龚艳平 通讯
员曾恒贵）广昌县是“中国白莲之
乡”，全县种莲面积 11 万多亩，年产
通心白莲 9000 余吨，产值达 7 亿多
元。为增加白莲综合收益，实现绿色
低碳发展，该县充分利用白莲产业资
源，引导莲农开展荷叶回收再利用，
使昔日田间废弃物的荷叶成为农民
增收的“香饽饽”。

8月28日，行走在广昌县驿前镇
姚西村，田野上仍旧碧荷荡漾，莲农
正在田间采摘莲子、采收荷叶，农家
院落里随处可见晾晒的荷叶。莲农
廖桂香告诉记者，她家种植了 8亩白
莲，除采收莲子外，还将田间的荷叶
采收回来，晾晒干燥后等人上门收
购，每公斤荷叶收购价达5至6元，一
年可增收2000元左右。

荷叶中含有莲碱、荷叶碱等多种
生物碱，气味芳香，具有保健、减肥等
功能，可用于酒店蒸煮包烤、酒坊包
酒缸等绿色食品包装，也可用于生产
降血脂药品，还能制成荷叶茶饮料。

目前，该县农村活跃着一批荷叶农产
品经纪人，专门从事荷叶交易，上门
采购农户采摘的干荷叶，销往广东、
福建、山东、上海、安徽、湖南等地，每
年外销荷叶上千吨。

同时，该县利用本地丰富的荷
叶资源，积极引进龙头生产企业，
开发出荷叶深加工产品，延伸白莲
产业链。该县致纯食品、广莲珍食
品等白莲深加工企业已成功研发荷
叶茶生产工艺，将鲜荷叶加工制成
荷叶茶，并实现规模化生产，产品
受到消费者欢迎。致纯食品公司引
进了先进的荷叶茶生产线，以“企
业+合作社+莲农”的模式，在该县
设立了数千亩种植基地，企业每年
可收购莲农鲜荷叶上千吨，辐射带
动周边 3000 余户莲农增收致富。
广莲珍食品在旴江镇白田村设立了
200 多亩的荷叶生产基地，年收购
鲜荷叶上百吨，年生产荷叶茶饮料
等 500 多吨，为该村 26 户农户每年
增收上万元。

昔日田间废弃物 今朝农家致富宝

广昌白莲荷叶生“金”

▶8 月 31 日，靖安
县雷公尖乡虎山村农民
正在采收高山有机蔬
菜。近年来，该县扬高
山生态资源优势，采取

“龙头企业+合作社+标
准基地+农户”模式，帮
助农民发展高山有机蔬
菜、有机白茶、有机大米
等，有效拓宽了山区农
民增收致富的小康路。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8月27日，瑞昌市夏畈镇农民在扶贫产业基地采摘秀珍菇。2018年4
月，该镇建立扶贫产业基地发展特色产业，目前栽培秀珍菇22万袋，为贫困群
众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 本报记者 何深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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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城讯 （记者鄢朝晖 通讯员魏小霞）“时下
正是白莲采收旺季，我们这里的白莲颗大粒圆、皮薄肉
厚、清香甜润，既可做糕点配料，也可以清炖成莲子汤，
是良好的药用滋补品，具有清热去火、滋补养颜等功
效。”近日，在石城县大由坪文明实践站的“村红”直播
间，50多岁的种植大户曾荣发对着镜头热情推介白莲
特产。据了解，这位已有 3 年多网销经验的农民“网
红”，往外促销产品，往内巧引游客，还将 35 亩种有早
熟脐橙、鹰嘴桃等品种的果园，打造成一年四季都有果
可摘的乡村旅游景点。

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
动力，石城县把实施“新农人培育工程”和“创富致富带
头人培育工程”作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主抓手，积极
策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切实加强农村“网红”乡土
人才培育。该县在麒麟山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建了县创
业致富带头人实训基地，专门设立“村红”直播培训中

心，开通助农直播间，重点围绕网络时代直播卖货、引
流、推介等网络营销方式，以及淘宝、抖音、快手直播实
操经验等进行详细讲解，采取线上直播授课，培养出具
备独立策划直播内容能力、熟练掌握直播带货技能的
农村“网红”300多人。

同时，围绕白莲、脐橙、翻秋花生、薏仁等特色产
业，建立农产品溯源体系，完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加
速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在电商孵
化园基础上建成中国白莲产业网重点项目线下运营中
心，重点培植了中国白莲产业网和石城特色产品O2O
馆两大龙头，石城白莲还被中国品牌网列为“一县一
品”重点推广农产品。通过“直播带货+电商平台+合
作社（企业）+农户”的运营模式，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
台，探索“农超对接”经营模式，快速畅通农特优产品的
销售渠道，实现网络直销和产品配送。据了解，全县规
划建设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站 131 个，其中高田岩岭等

70多个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站已正式投入运营。“村红”
直播带货使白莲、脐橙、薏仁、山茶油、翻秋花生等七成
以上的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外销。

该县还将“村红”直播经济模式引入农旅产业发
展，助推乡村旅游与“网红”直播的深度融合。珠坑乡
麒麟山庄现代农业产业园开通“村红”直播间后，农业
观光、农耕体验、田园采摘、休闲垂钓等乡村旅游功能
得到显现，并将麒麟山打造成省4A级乡村旅游点。“村
红”直播推介乡村旅游项目，也使琴江大畲旅游新村、
龙岗旺龙湖风景区和木兰兰溪谷、高田九叠泉、大由堰
塘岩等乡村旅游点的知名度得到大幅提升。目前，该
县已打造出省5A级乡村旅游点1个、4A级乡村旅游点
2个、3A级乡村旅游点多个。全县乡村旅游得到迅速
回暖。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总人数
305.8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7.59 亿元，同比均
有所增长。

往外促销产品 往内巧引游客
石城“村红”直播经济模式助力产业振兴

增收产业

抚州市重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竣工
本报抚州讯（记者李耀文）8月31日，“奋战四个月、狠抓

大项目、夺取双胜利”暨 2020年抚州市重大重点项目集中竣
工和集中开工动员会在抚州市高新区举行。据悉，今年以来，
抚州全市共签约亿元以上招商引资项目 115个，项目总投资
869.73 亿元。本次集中竣工的重大重点项目共 126 个，总投
资323.8亿元；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5个，总投资1060.8亿元。

今年以来，抚州市上下树牢“项目为王”的理念，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有力促进了全市经济快速恢
复。1至7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

本次集中开工竣工重大重点项目，呈现出单个项目投资
规模较大、以产业项目为主导、新兴产业项目多三个特点。其
中，总投资100亿元以上项目2个；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制造等新兴产业项目 21个，总投资 340亿元。这些项目的开
工竣工将为抚州稳定经济增长、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
能和有力支撑。

赣江新区最大安置房项目启动
本报南昌讯（记者姚文滨）日前，随着十几辆挖掘机和推

土机开进赣江新区金桥片区安置房工地进行场地平整，标志
着赣江新区最大的安置房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占地99亩，
总投资 7 亿元，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可满足新区 1300 户
居民的搬迁安置。

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建设全面铺开，一批标准厂房、道
路、桥梁和园林绿化项目同步推进，涉及一大批居民的搬迁。
赣江新区提前在桑海外环北路以南、时珍北大道以北一带规
划、建设安置房，住宅楼将按商品房标准建设，还将配备老年
人活动中心、地下车库以及健身公园等。

铜鼓首座220千伏变电站投运
本报铜鼓讯 （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柒巧）8月 27日，铜鼓

县 220 千伏温泉变电站 1#主变压器第 5 次受电冲击合闸成
功，标志着该县首座220千伏变电站正式建成投运。

铜鼓县电网处于宜春北部电网末端，长期通过 110 千伏
变电站长距离供电，运行网损高，电网结构薄弱，供电可靠性
及供电质量较差。随着铜鼓县永宁化工、东浒生态园区、万铜
高速、蒙华铁路等项目相继建设或投入使用，全县用电负荷快
速增长，原有供电能力无法满足需求。

据悉，220千伏温泉变电站位于铜鼓县城西南 3公里处，
由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投资 2.29亿元建设，其中建设主
变压器 1 台，新建线路总长 158.35 千米。该变电站的建成投
运，提高了铜鼓县电网的供电能力，保障了铜鼓经济社会发展
的用电需求。

扶贫“百果园”迎来丰收时
胡明乾 本报记者 余 燕

初秋时节，百果飘香。
玉山县各大扶贫果园内，葡萄、西瓜、

猕猴桃、柑橘、马家柚长满藤蔓枝头，鲜嫩
欲滴、格外诱人，贫困户脸上挂满笑容，游
客们迎着烈日享受采摘乐趣，一片欣欣向
荣的景象。

在樟村镇百果村汪氏农产品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 130 亩果园里，葡萄、猕猴桃
已成熟，游客们三五成群而来，逛园采
摘。“今年葡萄、猕猴桃产量有 1.25 万公
斤，预计增收 20 多万元。”种植户汪新武
说，葡萄产业结对帮扶了 30 户贫困户。
该果园还以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和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为目标，走“合作社+基地+农
户”经营模式，辐射带动贫困户种植销售
绿色有机纯天然蔬菜水果。

文成街道乌鹰村“邹超家庭农场”，则
直接带动50户贫困户就业增收。为了变

“输血”为“造血”，彻底拔除贫困户的“穷
根”，该基地将树苗和技术送到有发展意
愿的贫困户家门口，让贫困户当起庄园
主。“扶贫干部指导我种了5亩马家柚，我
现在也有自己的果园了。”47岁的贫困户
邹泉原乐呵呵地说，今年是柚子树第三年
挂果，产量预计在3000公斤左右，可增收
2万余元。

位于下镇镇赛头社区岩山底、李家村
200亩的兴旺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40余
亩的猕猴桃已经开采，70 亩“红美人”柑
橘长势喜人，预计年底上市。几个贫困户
正在果园里除草灌溉，挥汗如雨。“在这里
干得很开心，收入也稳定。”贫困户占益林
已在基地帮工三四年，授粉、除草、剪枝、
施肥样样拿得出手。除了扶贫产业分红，
他每年平均从基地赚取2万元务工费，早
早脱了贫，正在努力奔小康。

据悉，以四股桥、双明、紫湖为轴的三
清山旅游沿线，草莓、火龙果、西瓜、桑葚
等扶贫果园打开休闲旅游市场，拓宽贫困
群众增收门路。据统计，玉山分布着 30
多家观光休闲式的扶贫产业果园，种植面
积达 3300 亩。“田园汇”正成为该县乡村
振兴和脱贫攻坚的动力源泉。

“玉山县主动发挥农业产业在脱贫攻
坚中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培育规模化产
业化农业产业，扶贫果园组成的‘田园汇’
不仅是一道亮丽风景线，更增加脱贫攻坚
的新动能。”该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秉持“壮产业、助脱贫”理念，玉山持
续加强扶贫产业的培育、引进、带动力度，
深入巩固扶贫成果，助力贫困群体脱贫
致富。

本报新余讯（记者徐国平 见习记者
邹宇波）8 月 28 日，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
洞头村 11 户边缘贫困户，与九江银行渝
水支行签订了“肉牛贷”合同。从去年 6
月开始，珠珊镇14个村以127户边缘贫困
户为主体，用2333头肉牛活体为抵押物，
从九江银行渝水支行获取贷款3149.55万
元。这种以肉牛活体抵押贷款模式，推动
了该市肉牛养殖业发展，有助于当地农民
增收、边缘贫困户稳定脱贫。

新余市洪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集
肉牛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是我省农
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近年来，该公
司建立牛肉产业扶贫基地，采取“公司+
农户”模式，帮助农户增收创收。目前，

该 公 司 已 带 动 附 近 1200 余 名 农 民 就
业。眼看周边村民逐渐致富，那些处于
刚脱贫，但有可能返贫的边缘贫困户也
想加入进来，然而高额的购牛款项让他们
犯了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九江银行新
余分行与新余市国信担保有限公司、洪
泰公司通过调研，决定扩展抵押物范
围，以肉牛活体为抵押物，为边缘贫困
户这一特殊群体提供专项扶贫贷款。
边缘贫困户获取“肉牛贷”后，把购买的
牛崽寄养在洪泰公司的养殖场，由公司
统一养殖，育肥之后统一销售，并按边
缘贫困户寄养肉牛活体数量进行收益
分配，解决了边缘贫困户没有抵押物，
无法顺利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题。

新余“肉牛贷”助边缘贫困户增收

8月28日，萍乡市安源区一智慧菜市场，工作人员在检测
室对蔬菜农药残留进行检测。日前，萍乡市改造提升了流万、
矿区等一批标准化农贸市场，让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拎越舒
心。 特约通讯员 李桂东摄

◀8月27日，安福县洲湖镇汶源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王三传在养鸭。近年来，安福县
通过产业扶贫资金扶持贫困户从事畜禽、水产养殖，1200余户养殖户稳定脱贫。

特约通讯员 刘丽强摄

民航暑运落下帷幕，恢复至去年同期八成

昌北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195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钟金平 实习生冯阿芳）9月1日，记者从江

西机场集团获悉，为期两个月（7月1日至8月31日）的民航暑
运正式落下帷幕，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 195万
人次，恢复至去年同期八成。暑运期间，旅客吞吐量高峰日为
8 月 21 日，单日旅客吞吐量达 41287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42人次，实现疫情后首次单日旅客吞吐量超上年同期。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相比，今年暑运出行热点集中在国内
市场。出港热门城市分别为：北京、广州、深圳、成都、重庆、青
岛、西安、昆明、海南、珠海。

进入暑期以来，昌北国际机场创新营销模式，抢抓暑运
市场需求，积极争取各航空公司增开暑期热门旅游线路航
班，同时组织各航空公司针对省内大学生暑假推出了专属学
生票优惠政策。充分借助微博等线上媒体平台开展营销活
动，多重加持催热旅游市场消费回补、释放潜力，刺激航空市
场出行需求。

黎川解难题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本报黎川讯（记者陈青峰 通讯员吴细兰）今年面对疫情

带来的影响，黎川县以“领导挂片区，干部挂企业”方式，深入
企业讲解政策内容，帮助企业申请相应政策并积极推动政策
兑现，确保各项政策红利转化成企业产能效益。今年上半年，
该县规上企业主营业收入24.948亿元，同比增长2.8%。

为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黎川县积极落实减税降费等
各项扶持政策。目前，已对中小创业园内5家承租企业减免1
至6月份租金，按规定兑现2月底前复工或新开工的企业实际
生产所缴纳税收地方留成部分 50%补贴。自 2020年 2月起，
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目前，
所有参保企业均已享受免征三项保险单位缴纳部分优惠。同
时，发放一次性复工奖补、稳岗就业补贴、天然气补助，实行用
电优惠。对2月底前复工的规上工业企业实行一次性复工奖
补，奖励资金 120.42 万元。此外，黎川县还通过畅通对接渠
道、开辟绿色通道等措施，为企业复工注入“金融活水”，解决
企业资金难题。今年以来，新增“财园信贷通”贷款1.2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