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谢乡里选了个好村支书。在刘章顺书记的带
领下，村里不仅环境美了，还有了产业园。我在村里
的产业园里做事，每天收入有一百多块哩……”48岁
的九江市柴桑区涌泉乡黄洞村贫困户张海秀欣喜地
说道。

很难想象，2019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只有 5 万
元，还是脏、乱、穷的黄洞村，仅一年多便一跃成为干
净、整齐、富裕，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近30万元的“明星
村”。这只是涌泉乡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为破解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制约农村进一
步发展的问题，涌泉乡因地制宜，精准研判，找到了一
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金钥匙”：一方面选优人
才，通过群众推荐、组织考察、个别访谈等途径，把好
村支书选人关。建立实绩考核淘汰机制，形成了能者
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浓厚氛围，真正让有为者有位、
有位者有为；另一方面找准路子，借助本地农业产业
化成果优势，按照“一村一农业园”定位，通过开展生
态种植培训、加强农技推广指导、领导班子挂点包园
等，坚持让农产品走绿色、生态、无公害路线，产出的
农产品深受市场认可。

在“金钥匙”的撬动下，全乡7个行政村“70后”致
富能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从过去的 1 人增加到去年
的 4人；村级集体经济从前年仅 1个行政村突破 10万
元，到去年2个行政村突破20万元、2个行政村突破10
万元的良好成效，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
兴提供了保障。

选优人才 找准路子
黎曼娜 李仁鹏 本报记者 练 炼

寒冬时节，在萍乡市安源区五陂镇十里花溪景观
带，60岁的陈喜萍与她的姐妹正悉心养护花木，虽然
寒风刺骨，但是她们干劲十足。

陈喜萍是五陂镇册雷村农民，也是册雷村建筑劳
务公司员工。去年，村里成立由致富带头人谭洪军任
法人代表的劳务公司，通过培训，一批保洁员、花木养
护工等很快在区红领巾基地和区科技馆上岗就业。
目前，该劳务公司输送劳动就业务工人员 100 余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5人。

近年来，五陂镇以党建为引领，建立党政班子成
员对接村集体经济收入薄弱村制度；推行村民以资
金、土地、房屋及其他要素资源等入股农业经营主体，
变农民为股东，实现“三变”与精准扶贫、现代农业、乡
村旅游良性互动，让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多元发展、多
点开花；持续深化村级班子优化提升工程，深入推进
村支部书记、主任“一肩挑”，鼓励大学生到村任职，推
行全体村干部报酬统筹发放。

五陂镇林业分场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林业
分场党总支书记赖益明敏锐抓住时机，坚持支部带党
员、党员带群众，共同开发打造“山水田园+吃喝玩乐”
的诗画三湾旅游项目。三湾自然村村民自筹资金120
多万元，关闭占地 10 亩的养猪场，建成陶艺体验馆、
农家乐，推出精品徒步路线，建设生态河堤、游客码头
等设施，打造了一个集观光、休闲、体验、度假于一体
的旅游景区，仅 2020 年为林业分场集体经济增收 50
万元以上。

长潭村是五陂镇以蔬菜种植为主的城郊村，受制
于技术和资金，种植产业一直做不大。2017年，村党
总支部书记陶礼鹏领办的萍乡常兴生态农民专业合
作社，以“党建+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抱团打造高效
农业，重点发展特色种植业，吸纳30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业，销售收入达 10 万余元。该村还利用闲置场
地，打造蔬菜加工、包装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性场地。
目前，仓库物业已吸纳两家商户进驻。

多元发展 多点开花
汤 丹 本报记者 陈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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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正在紧张施工建设中的景德镇水利枢纽工程
现场一片繁忙。该工程计划总投资4.51亿元，预计今年3月
完成大坝主体工程建设。大坝坝线总长度310.10米，相应库
容2840万立方米。

该工程是一座以治山理水、显山露水为重点，以塑造良好
的山体、水系、河湖岸线的水生态景观为主，兼顾航运、发电等
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 特约通讯员 朱定文摄

本报黎川讯 （记者赵巧 通讯员吴细兰）帮企陶瓷完
成股份制改造、康舒陶瓷加快上市步伐、江西省振晖实业
有限公司的一种马桶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刚刚过去的
2020 年，黎川县陶瓷产业捷报频传。作为黎川的首位产
业，近年来，该县坚持以“惠企、助企、利企”为导向，通过完
善政策、搭建平台、创新金融等各项措施，加快陶瓷产业升
级，助推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去年1-11月，该县陶瓷产
值达62亿元，比上年同比增长9.8%。

完善惠企政策。该县推行“1+3”联点包干制度，即一
家陶瓷企业由一位县级领导、一个服务单位、一名驻企特
派员挂点帮扶，帮扶人员定期到企业走访调研，及时帮助
企业解决困难问题，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同时，制定《黎川
县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设立了5000万元产业
发展基金，大力支持陶瓷企业厂房建设、科技创新、设备升

级、人才培养、节能减排和设立研发机构、上市挂牌等。目
前，全县陶瓷企业新增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36条，8家陶
瓷企业建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该县还引导企业智能化
发展，制定《黎川县关于实施“陶瓷+小家电”战略的实施
方案》，大力推动黎川陶瓷企业与国内知名小家电企业开
展合作。

搭建助企平台。该县坚持“筑巢引凤、适度超前”的服
务理念，在完善陶瓷产业园区水电气路网及通信等基础设
施的同时，采取“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分企经营”的方式，
高标准建设陶瓷企业标准厂房。近两年累计建成陶瓷标
准厂房 30余万平方米，已有效承接 16个陶瓷项目集中落
户、集聚发展。投资4500万元，与江西陶大科技协同创新
公司合作共建陶瓷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引进景德镇陶瓷大
学研发团队、陶瓷产品质量检测检验室等服务主体，打造

出集材料研发、产品设计、质量检测、人才培训、智能制造、
成果转化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该县还
搭建陶瓷展示交易平台，建设了黎川陶瓷交易中心，并通
过电商直播开展线上交易。

创新利企模式。该县按照“专业企业做专业事”的原
则，进一步明确陶瓷产业链，清晰划分各个链点。将陶瓷产
业前端原材料、球磨、炼泥和中端压胚、上釉、素烧、贴花及
后端配送、销售等配套环节，从生产企业中逐渐剥离，引导
企业通过重组并购或入股成立新公司等方式，将相关人才、
资金流、技术、生产设备等要素资源加以整合，加快形成“专
业分工、前后配套、优势互补、链接紧密”的产业链发展模
式。同时，鼓励和引导驻县银行在陶瓷生产前端的原材料
采购方面先试先行，按照“政府搭平台+银行出资金”的运营
模式，为企业提供“配资代采”等供应链金融信贷服务。

完善惠企政策 搭建助企平台 创新利企模式

黎川精准帮扶助推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

21亿条，这是赣南山区偏远乡镇——定南县鹅公镇的
数据线年产量。初到此地，记者即被镇上星罗棋布的数据
线生产车间所震撼：大大小小的车间里，机器轰鸣运转，工
人正在对数据线进行合模、测试、包装……一包包捆扎整齐
的数据线等待装车运走。

“大家把我们镇叫做‘数据线生产第一镇’。”在鹅公镇
省级就业扶贫示范园区的龙达数据线加工厂车间里，42岁
的贫困户孙治海一边收检货物一边对记者说，“镇里生产的
数据线主要销往深圳华强北。依靠这些厂子，很多人有了
工作，我现在一个月有三千多元工资呢。”记者了解到，鹅公
镇现有数据线加工企业23家，为近千人提供了工作岗位。

一个小镇为何会聚集这么多数据线加工企业？龙达数
据线加工厂的负责人龙志平最有发言权。“以前我在沿海地
区打工，2013年6月回乡开办了这家数据线加工厂，是镇里
办得最早的数据线加工厂，开始时只有 30多个工人，厂房
400多平方米。”龙志平说，当初选择回来创业，是因为珠三
角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内迁，而鹅公镇具有良好的区
位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政府的帮扶支持。“现在光房
租补贴每年就有 4万多元，2019年政府给予的岗位补贴也
有2.3万余元，还有各种减负措施。”短短几年工夫，厂房面
积已扩大至1750平方米，还解决了30多个贫困户的就业。

看到龙志平的数据线加工厂办成了，不少在外打工的
鹅公镇人也开始返乡办厂。办厂要车间，镇里采用“政府统
一规划、村部统一租赁、企业拎包入驻”的方式，整合圩镇闲

置厂房、房屋店面，为企业提供优质的车间；车间建好了还
需要各种后勤服务，镇里就建立村企对接服务机制，按照

“哪个村的老板办企业，哪个村对接服务”的原则落实保障
服务。

渐渐地，本地人也开始开厂办企业，数据线产业蓬勃发
展。各种配件、原材料及小型生产机器，足不出镇便可买
到，数据线成品还有专线物流公司上门收件发货。不仅如
此，镇企联动落实技能培训、岗位开发、劳务协作、就业服
务，设立劳动保障服务站、就业扶贫示范园区联合基层工
会，为企业和工人提供全方位服务。

现在的鹅公镇，不光有数据线加工厂，扬声器、表带、插
花、制衣等扶贫车间和加工企业也是遍地开花。企业多了，
就业岗位就多了，还能与贫困户实行精准对接。在龙达数
据线加工厂的墙上，一张《贫困户信息一览表》格外引人注
目，冯洪娇的名字也在其中。冯洪娇上有老、下有小，日子
过得紧紧巴巴，2016 年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
年，冯洪娇进入龙达数据线加工厂上班，月收入有 2000 多
元。冯洪娇一盘算，在家门口打工，有钱赚，还能照顾家中
老人和小孩，于是劝说在外打工的丈夫回乡，一起来厂里上
班。2019年，冯洪娇家一举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产业的蓬勃发展让百姓尝到甜头，看到奔头。据了解，
目前鹅公镇扶贫产业园已有员工一千余人，其中贫困户达
350 余人。一条数据线，一头连市场，一头连就业，编织起
了群众致富梦。

小小数据线 编织致富梦
本报记者 李 芳

本报樟树讯 （记者邹海斌 通
讯员向斌）1月 12日，樟树市经楼镇
老店村村民孙冬梅吃过早饭，来到
村里的扶贫车间务工。半年不到，
她的务工收入有8000多元。孙冬梅
的儿子、儿媳都是残疾人，两个孙子
在上小学。去年，她家享受的低保、
教育扶贫、产业分红等政策性补助
有2万余元，加上务工、种田等收入，
全年收入近 5 万元，日子越过越红
火。目前，该市 6500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1.69万人全部脱贫，13个省定
贫困村、1个宜春市定贫困村全部脱
贫退出。

樟树市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
作，高位推进，层层压实政治责任，
派出 250个驻村工作队，选派 255名
第一书记和 488 名工作队员驻村帮
扶，安排 3300 多名市、乡、村党员干
部结对帮扶贫困户，着力破解脱贫
攻坚热点难点问题。同时，该市聚
焦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社会保
障等 5 个重点领域，全面筑牢扶贫
政策底线，确保贫困户学有所教、
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和
饮水安全。

“授鱼”不如“授渔”，“输血”更
需“造血”。为鼓励贫困群众摒弃

“等、靠、要”思想，激发他们的内生
动力，拓宽自主增收渠道，樟树市围
绕产业、就业、消费扶贫等方面打出

“组合拳”，助力贫困户持续增收、稳
定脱贫。近年来，该市中药材产业

“54321”工程助力 1.4万名贫困人口
脱贫。全市整合资金 1.04 亿元，因
地制宜建设中药材、果蔬种植、特色
养殖等 117 个产业扶贫项目，采取

“六个一批”方式和“两免一贴息”小
额信用贷款，帮助 7684 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就业创业。

为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樟树市主动应对，下好“先手棋”，力

保战贫战“疫”双战双捷。去年，该市积极协调有扶贫
功能的 353 个经营主体迅速复工复产，开发扶贫专岗
1505 个，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1473 人，确保疫情
期间贫困户收入不降。同时，持续推进消费扶贫“六
进”活动，42个经营主体116个扶贫产品被认定为全国
扶贫产品，并利用直播带货等线上线下平台，不断开拓
扶贫产品销售渠道。目前，该市扶贫产品累计销售额
达1.9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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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1月12日，分宜县恩达麻世纪科技公司现代化纺织车间，工人忙于生产麻纺产品。2020年，该公司实现产品出口3234万美元，外贸销售
实现稳定增长。新余市通过不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通过“一对一”精准服务，出台助企纾困政策，涉及光伏、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麻纺等企
业外贸销售逆势上扬。 特约通讯员 赵春亮摄

出口稳定增长

1 月 13 日，
新 干 县 麦 镇
玉峰村李冬梅
等正在采摘井
冈蜜橘。李冬
梅夫妇创办了
新干县红土地
水果专业合作
社，带动 160 余
名农民栽种水
果并实行统购
统销，吸纳 200
余名村民、贫困
户在水果基地
务工增收。

本报记者
李 劼摄

斜
土

本报永丰讯 （通讯员曾常金）为实现山场增绿、林场增
效、林农增收，近年来，永丰县官山林场积极推进场外造林工
作，把场外造林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有机融合起来，真正做
到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

近三年来，该场秉持“合作共享、互利共赢”原则，采取收
益分成、面积分成、租赁、托管等灵活多样的市场化方式，开展
合作造林 1.05 万亩，惠及全县 3 个乡镇、5 个村组 400 余户农
民。林农通过林地流转预计可分成 675万元，参与营造林劳
务施工可增收660万元，带动38户贫困户年增收1.2万元。

永丰官山林场市场化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