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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总有穿越时空的力量；时代，不会辜
负艰辛的努力。

今天，一个流光溢彩的萍乡，充满了繁荣
发展的活力，火热的奋斗图景激动人心。

5年间，对照省委“二十四字”工作思路，萍
乡市围绕“年年有变化，三年大变样，五年新跨
越”总体要求，在建设“五个新萍乡”奋斗征程
中，只争朝夕、主动作为，攻坚克难、锐意进取。

成功获评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第二批国
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首年度考评名列
第一，城市信用监测排名连续稳居全国前列、
全省第一，连续七届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连
续五年获评全省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综合
考评先进设区市，萍乡武功山跻身国家 5Ａ级
景区。这一系列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奋斗者的
报答，更是对实干者的褒奖。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处新者进。5年前，谙
熟市情的萍乡决策者们提出“年年有变化，三
年大变样，五年新跨越”总体要求。这一全新
施政之策，以重锤擂响鼓之势，成为此后萍乡
全市上下齐声同唱的“主打歌”。

以“变”促“变”，是萍乡在传统产业日渐式
微时的“突围”之战，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

“涅槃”之旅。
变，绝非萍乡决策者的一时心血来潮。事

实上，在“大变样”号令出炉之时，萍乡正面临严
峻考验。彼时，资源枯竭、产能过剩、安全生产
和环境保护压力，让萍乡步履维艰，进退维谷。

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萍乡决策
者们看来，传承着红色基因的萍乡，唯一的出

路，就一个字，“变”。正如萍乡市主要领导在
2016年 8月 11日召开的全市“年年有变化，三
年大变样”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所言：变出一片
新气象，使我们的事业薪火相传，才能不辱使
命、不负众望，无愧于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责
任。这次会上，他言辞恳切，用“不负历史、不
负现实、不负未来”，为全市党员干部生动注解
了求“变”的动机。同样在这次会上，萍乡各县
区及有关部门均签订了“军令状”，并被要求

“跳起来摘桃子”，只能快不能慢、只能高不能
低、只能好不能差。

在回答“怎么变”的同时，萍乡的决策者们
又“开良方”“下猛药”为全市指明“变”的方
向。他们清醒地看到，意识不到变化往往会

“刻舟求剑”，错误应对变化就可能“南辕北
辙”。他们追求的变，不是要小打小闹的变，而
是要翻天覆地的变。不仅要有量的变，更要有
质的变；既要局部突破的变，也要全方位提升
的变；既要注重有形的变，也要注重无形的
变。就现实考量而言，便是实现“五个明显”：
经济发展要明显加快，城市建设要明显提速，
干部作风要明显改善，民生事业要明显进步，
党的建设要明显加强。只有如此作为，萍乡才
能在新一轮全省改革发展的大潮中不再掉队、
不再落伍。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萍乡求变的底气从
何而来？萍乡决策者们运用“解剖麻雀”的方
法，对市情“把脉问诊”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
析。他们认为，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为萍乡
积淀了产业、人才、管理、技术等多方面的深厚

基础，传承了观念新、头脑活、敢闯市场的好传
统。“我们把这个好‘家底’发扬光大，沿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就一定能如虎添翼、事半功倍。”5
年前，萍乡市委主要领导这样鼓励全市党政领
导干部。

特别提振士气的是，萍乡在面对宏观经济
下行压力之下，仍然获得了来自国家、省级层
面给予的诸多政策支持。自2015年以来，萍乡
继跻身为全国海绵城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第二批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
后，又争取到国家专项建设资金近百亿元。此
外，还有中央继续支持的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
展政策、罗霄山脉集中连片脱贫致富政策，省
里支持的去产能、降成本、优环境以及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等政策。种种政策红利，个个真金
白银，为爬坡过坎的萍乡“雪中送炭”。手中有
粮，心中不慌。政策的东风，为萍乡展翅高飞
积蓄了强劲动力。

过去提起萍乡，人们对其区位普遍评价不
高，这个一不沿江、二不靠海的赣西小市，长期
默默无闻。随着沪昆高铁、杭南长高铁、沪昆
高速、萍洪高速的相继贯通，加上原来的319和
320国道，萍乡一举纳入珠三角、长三角的三小
时经济圈和长株潭半小时经济圈，其区位劣势
瞬间“反转”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发展目标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
令人欣慰的是，萍乡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人心
思变、人心思进，全市上下形成了求真务实争
创一流的发展态势。

一个好基础、一个好机遇、一个好区位、一

支好队伍，架构了萍乡求变和实现跨越的“四
梁八柱”。而为了凝心聚力、以干促变，萍乡市
还拿出“撒手锏”，坚决惩治得过且过的“撞钟
和尚”、不拨不转的“机械手表”向“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抛出了“必杀令”，并发出
郑重承诺：要做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
验的成绩来，让萍乡焕发新颜，齐心协力推动
萍乡“鲤鱼跃龙门”，实现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的“大变样”“新跨越”。

善变者恒通，勇变者自强。5 年间，对表
“年年有变化，三年大变样，五年新跨越”总体
要求，萍乡各县(区) 誓言铿锵、百舸争流，纷纷
确立了“求变”和“跨越”的时间表、路线图，其
求变之心切、求变之为实、求变之路新、求变之
效好，人民群众看在眼里，喜上眉梢。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环境卫生全
市“最堪忧”县区，一跃成为“最干净”县区，湘
东区的嬗变，已成为全市“年年有变化，三年大
变样，五年新跨越”的形象注脚。同样以“变”
为引领，芦溪县确立了支撑“年年有变化，三年
大变样，五年新跨越”的 5个类别、总投资数百
亿元的134个项目，并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责任落实体系，成为目前全市央企落户项
目最多的县(区)。作为萍乡市“年年有变化，三
年大变样，五年新跨越”的主战场，处于中心城
区的安源区被视为全市发展应当昂起的“龙
头”，其示范效应不言而喻。5年来，该区勇当

“排头兵”，致力打造为萍乡发展的核心增长
极，重新找回了发展的自信……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

知。”奔跑，是进取有为的常态，更是实现跨越
的前奏。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春华秋实，奔跑
的萍乡，让3802平方公里的土地昂扬着青春的
气息，让1400多个平常的日子变得充实而又厚
重，让 200万萍乡儿女一同见证自己在新时代
实现的新跨越。

修好百姓门前路，点亮市民窗前灯，建设
群众方便厕，打造城区菜市场；文化设施“破旧
立新”，老旧小区“除旧布新”，生态环境“辞旧
迎新”……沿着时间的逻辑线，当重新审视萍
乡，人们惊喜地发现：一座大美之城已悄然呈
现，并以持续迸发的生机，告别了过去“灰头土
脸”的形象。5年间，围绕经济之变、生态之变、
民生之变、作风之变，萍乡各县(区)并驾齐驱，
不用扬鞭自奋蹄，全市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呈
现出“小河有水大河满”的喜人景象。5年间，
萍乡市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
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
事；5年间，萍乡政治建设维系高度，发展步伐
迈开幅度，城市中心拉开宽度，改革攻坚持续
深度，文明创建永葆热度，民生事业饱含温
度。这5年，是萍乡人民获得感较丰实的5年，
也是萍城百姓幸福感较强烈的5年。如今的萍
乡，就像一颗擦去尘垢的明珠，其光如灼！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创业
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创造无止境。奔跑的萍
乡，正在“蜕变”中淬火，已锻造得更加瑰丽多
姿，呈现出别样的风骨。奔跑的萍乡，在跨越
中前行，必将抵达更加光明的未来、驶向更大
胜利的彼岸！ (刘泽丰 尹富岚)

“政府服务力度很大，企业反映的问题都
有着落，让我们在当地发展更有信心。”回乡创
业的陈红球对莲花县的创业环境很有感慨。
2016年陈红球从深圳回到家乡莲花县，创办了
江西红海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在家乡打
造空压机产业集群，树立空压机领域的“莲花
品牌”。

“打造空压机产业集群，产业工人是关键，
必须建立产业人才培育体系。”在萍乡市委、市
政府召开的政企双月恳谈会上，陈红球提出建
议，希望在莲花职校申请设立压缩机专业或直
接改为压缩机学校，并加大招生力度，为产业
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这个意见转交到莲花县后，该县高度重
视，积极推进，促成莲花县职校与西安交通大
学合作，开设了空压机专业，并招收学生130多
人。去年，江西红海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空压
机产量近 3.2 万台，产值约 3.8 亿元，纳税超过
1000万元。

萍乡民营经济活跃，全市有私营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 14.29 万户，2020 年非公有制经济增
加值达623.7亿元，占GDP比重达64.7％，贡献
了80%的税收和90%的就业，是名副其实的“顶
梁柱”。为民营企业服好务、解好忧、尽好责，
让民营企业办事能够“找到门”，发展能够“找
到路”，解困能够“找到家”，萍乡市做实“政企
双月恳谈”品牌，推动政、企、银三方“面对面”
话成绩、谈问题、谋发展工作机制常态化，督查
部门对政企双月恳谈会上企业提出的维权诉
求及时跟进，开展联合督查，一些久拖未决的
遗留问题在恳谈回访机制下得以圆满解决。
目前，政企双月恳谈会已举办 20期，收集问题
246个，办结率达 85%以上，赢得了萍乡企业界
的交口称赞。

聚焦点、解痛点、疏堵点。近年来，萍乡市
多形式、广覆盖开展惠企暖企行动，当好民营
企业“护航人”，织牢市场主体“保护网”。在加
强政企沟通协商、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上，打出

“政企双月恳谈会”“成立非公维权服务中心”
“市领导挂点联系工业园、企业、商会”等“组合
拳”，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让民营企业
有了更多的获得感，不断提振企业战胜困难、
转危为机、创新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萍乡市还依托非公经济领导小组工作平
台，通过整合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资源，维
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联合成功调解各类涉民
营企业矛盾诉求案件 600余件，进一步增强当
地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吸引了更多客商落户本
地。去年，全市新增注册企业 1.2万余家，增长
45.6%，引进“5020”项目18个。

去年，在省政府通报的全省营商环境评价
中，萍乡市位居全省第二；在省工商联公布的
全省第四届十佳优化营商环境县（市、区）活动
中，萍乡五个县（区）有三个县区进入十佳；在
全省第一届十佳优化营商环境工业园区中，萍
乡也占有两席，其中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荣登
榜首。 (梁永明 杨 钊)

春早绘蓝图，聚力开新局。走进安源
工业园，江西天佑半导体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内，200多名员工正在生产线上聚精
会神地赶制订单，凭借技术、规模、渠道等
优势，虽受疫情影响，但企业依然实现了
逆势突围，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 7 月；在
艾特传质科技有限公司占地 53亩的厂区
内，AGV 无人搬运车将生产的 CPVC 新
材料搬运进全自动的立体仓库，智能机器
人沿设定路线在车间巡逻，5G和创新成
为这里的主旋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安源
区谋定发展方向，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
打造新能源“动力谷”和芯片“硅谷”为目
标，大力推进新能源产业和以人工智能创

造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努力打造智
能制造全产业链。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
研发经费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
让老树发新芽；一方面瞄准“智造”项目，
在延伸产业链、创新链上下功夫，加速推
动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市场竞争力的企业
向园区聚集，去年引进“5020”项目 7 个，
艾特传质、铭悦科技、宏均光电等 18个新
进项目相继建成投产，逐渐形成了以龙头
企业带动、多点支撑、由“点”到“圈”的发
展态势。同时，加强安源区创新创业基地
复襄公社等公共创新平台建设，加大校企
联建，培养和聚集一批创新型人才和技术
创新团队，为创新创造注入源泉。

(尚 健)

一城好景君须记
——萍乡市实现大变样新跨越述评

聚焦点 解痛点 疏堵点

萍乡亲清政商关系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安源区创新驱动开新局

高速达科技、利峰电瓷、鹏宇管业等
项目顺利投产；维邦智能、百纳德电气、
誉鹏电瓷等重点工业项目有序推进；在 2
月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共签约项目 12
个，总投资金额 117.5 亿元；同时积极跟
踪对接西电集团、大连电瓷等行业领军
企业……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跟踪、签约、
动工、投产，为芦溪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芦溪县将招商引资作为推进项目建
设的突破口，不断创新招商方式，拓宽招
商渠道，吸引企业来芦溪投资。专门出台
相关招商办法，聘请招商引资工作顾问，
加大与证券公司、科研院所，以及在外知
名人士、企业家的对接。围绕产业定位和
发展方向，瞄准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区域
及央企、行业龙头精准招商，采取“走出

去”与“请进来”的方式，积极推行“环境招
商”“项目招商”“产业招商”“以商招商”。
不断优化项目服务，坚持项目走到哪里、
服务跟到哪里。大力实施项目建设挂图
作战、观摩倒逼、动态督查等工作机制。
坚持领导干部挂点联系制度，及时了解掌
握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主动协调解决项
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力落实
国家、省、市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尽可
能为企业用电、用水、用气等争取优惠政
策。专门制订县级领导联系规上企业的
帮扶方案，积极开展对企业的上门服务工
作，指导企业做好人员管控、复工复产等
工作。坚持项目建设周调度、月通报、季
度检查推进机制，促进签约项目加快落
地、落地项目加快建设、在建项目加快投
产。 （易伟刚 何 越）

抓好招商引资 优化项目服务

芦溪县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节后开工忙

春节假期过后，萍乡市各企业抢占新一年发展先机，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
加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力争实现开门红。

① 上栗彭高工业园内的江西鑫
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大批矿山机械
在调试后即将交付客户。

何 凯摄

② 2 月 22 日，莲花县丝路科技
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智
能手表和手机主板，一派繁忙景象。

贺治斌 邬 思摄

③ 位于湘东区的江西天涯种业
有限公司充分发挥稻种研发及南繁
制种优势，先后建立萍乡湘东和海南
三亚两大育种科研基地，2020年繁育
面积达 1.8 万余亩，生产优质稻种近
300万公斤，为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
重要作用。图为种子封装出库。

何 凯摄

春节期间，芦溪县积极开展“情系留守老人、儿童”走访慰问活动，组织力量
为老人和儿童送年货、送祝福。图为县纪委监委和上埠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中埠
村走访看望留守老人和儿童。 邓建萍摄

①①

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