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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有两个属性：一是“区域”，二
是“观察”。“区域”划定了该版报道的宽度，
即聚焦我省县（市区）层面，涵盖区域性合
作区及乡镇（街道）、村（社区），辐射我省
边界地域；“观察”则界定了该版报道的深
度和力度，即以观察性的深度报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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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县区采访，常会发现这
样一个现象：但凡一个县区围
绕某个产业深耕发力，这个产
业便枝繁叶茂，县域经济也有
声有色。相反，若是一个县区
缺乏主导产业，四面出击、聚焦
不足，则县域经济体量既小，亦
无可观之处。诸如此类的现象
看得多了，自然而然便想起一
个词——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是教育或科研领
域常用而不鲜的一个旧词，一
般指的是大脑呈现的一种扩散
状态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从

“一”到“多”的放射性和从“平”
到“奇”的创造性。

有感于县域经济发展中诸
多正反两面的生动案例，笔者
认为，考虑到县区土地、财力等
生产要素相对有限的实际，发
展县域经济既不可能“处处着
笔竞风流”，也不能“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而应立足自身产业
基础和国内外产业趋势，紧盯
一两个重点产业的重点环节，
精耕细作，再逐步向上下游发
散、向关联产业创新。一言以
蔽之，发展县域经济亦当用好

“发散思维”。
如何用好“发散思维”？笔

者认为，近年来吉安市多个县
区的成功实践，便给出了现成
的答案。

2019 年，在省、市、县党委
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电子信息
企业安福“海能实业”在深交所
上市，实现了吉安企业A股上市

“零”的突破。以此为契机，安
福县进一步将各项优质资源聚
焦龙头企业，2020年，一举推动
总投资58亿元的海能科创园落
地动工，在疫情肆虐之际，迎来
全县首个投资50亿元以上的工
业项目，并由此引入近 10 家电
子信息相关企业，迅速组建起
了实力强劲的电子信息“产业
军团”。安福县将一个龙头企
业发展成一个“产业军团”的案
例告诉我们，用好“发散思维”，
首先是要找到有一个具有强大
潜力和发射力的“原点”，“原
点”定下后，再整合一切优势资
源，聚焦它、催化它，让“原点”放射出源源不断的
新能量，从而让“一”快速变成“多”。

与安福县不同，峡江县的“发散思维”，呈现的
是另一番景象。峡江境内有药用植物 89 科、137
属、259种，早在上世纪便拥有多家知名生物医药
企业。在将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
基础上，2016 年，峡江县进一步将其提升为首位
产业，聚焦“首位政策”，实现全域推进。如今，在
山间、河畔，已种植各类中药材6万余亩；在园区，
已聚集生物医药企业111家；投资5亿元的玉笥养
生谷正在兴建，金坪民族乡热敏灸小镇也已成为
游客休闲养生的新去处。2020年，生物医药大健
康产业产值超过 132 亿元，税收占全县总税收的
34.5%。不难看出，峡江的“发散路径”，用的是以
一个传统优势产业作为“核心原点”，在一二三产

“散点”“强链”，实现三产融合、全产业链互动的大
协同之法。

安福、峡江两县，展现的是“发散思维”中以
“一”生“多”的独特妙处，而近年来万安县休闲旅
游产业的异军突起，则处处显现着“平”中出“奇”
的神来之笔。在万安，一片 3000 亩的荒芜丘陵，
通过引入观赏性花木，书写“大地的艺术”，变身为
花海主题乡村旅游景区“花花世界”，每年吸引游
客36万人次；夏木塘，一个破败的空心村，经过创
意化设计，化身为“村在林中、房在园中、人在画
中”的中华民间传统游戏村，成为国家 3A级旅游
景区，年旅游人数达32万余人次；佩溪，赣江之畔
的一个小渔村，通过做足亲水体验文章，不到一年
便吸引游客21万人次。以“旅游兴县”为战略“原
点”，短短三五年时间，万安县先后打造出田北农
民画村、花花世界、夏木塘、万安美食园、贵澳农旅
鲜花小镇、潞田红豆杉养生谷、高岭银杏村等一个
又一个“网红”景区，探索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

“万安路径”。
安福、峡江、万安三地，发展的基础各有不

同，但近年来县域经济的发展均势头强劲、备受
关注。由是观之，聚焦重点产业或龙头企业，整
合一切力量，将“一”化为“多”、让“平”生出“奇”，
或是用“发散思维”撬动县域经济裂变发展的“实
战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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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与鹰潭新城区仅一江之隔的
江西余江沃德尔科技产业园内，已建成的智
能化车间里，工人们正专注地忙碌着，周边几
栋钢结构厂房还在紧张地施工，有的工程人
员在忙着安装设备，有的在忙着装修、植树造
绿。外人很难想象，三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
荒芜的黄土高坡。短短三年时间，这里仅仅
依靠引进了一家名叫沃德尔的企业，由此延
展裂变，铸就了全新的产业链，发展成今天一
座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园。

企业：因效率而扎根

江西沃德尔科技有限公司是余江区引进
的一家浙商企业。该公司从事经营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研发、制造、销售等业务，系目前国
内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正向开发汽车
动力总成霍尔传感器的企业，已与奔驰、大
众、奥迪、保时捷、宾利等国内外 40多家著名
汽车厂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并占有国
内汽车霍尔传感器领域 80%以上的份额。目
前已申请专利100余项，其中有多项技术填补
了国内空白。

2017年以前，沃德尔的发展与鹰潭、余江
并没有任何交集。但就在这一年，公司因为
产能扩张亟须新建厂房扩大规模，而摆在他
们面前的首要现实问题就是：厂房在哪里
建？生产线往哪里搬？企业向哪里扩张？

这时，一名已在余江投资兴业的浙商朋
友向企业推荐了鹰潭，理由很简单，“鹰潭投
资环境好。”也就从那时开始，鹰潭、余江的党
政领导便成了沃德尔的常客，双方开始了频
繁地接洽。

余江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李海东没少跑
浙江。他告诉记者，那段时间，区领导几乎每
个星期都要去沃德尔，而且每次都是带着专
人、带着规划图纸去。满满的诚意终于打动
了公司，公司觉得可以试一试。这原本是一
次“试探性”的投资，朋友口中的“好环境”究
竟有多好，公司其实心里也没有底。

对沃德尔而言，看的还是效率。2017 年
10 月，江西沃德尔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2018 年 1 月，厂房正式动工建设。“按照以往
经验，从动工到投产需要24个月的时间，但我
们的订单等不起呀，我们必须在一年之内实
现投产，不然没法向客户按时交货。”谈起当
时的情景，江西沃德尔科技有限公司崔雪娇
说。

2018年 9月，厂房建起来了，定制的机器
设备也刚好到货，两头的时间完美衔接。当
年11月，企业开始试生产。2019年1月，企业
正式量产，当年便实现营业收入 1.38 亿元。
企业的建设进度和效率，赢得了前来现场审
核的客户们纷纷点赞。

产业：因服务而裂变

正因为沃德尔在短短一年间便顺利实现
了投产，企业被园区的工作效率深深折服，更
对园区的倾情服务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海东
坦言：“我们调度工期比他们企业自己调度工
期还要积极。”其实，不光是工期，从企业落地
之初，余江区委、区政府就高度重视，还为企
业发展提供产业扶持基金等，帮助解除企业
的后顾之忧。

“企业刚落地时，我们就派出了特派员，
专门负责与企业对接，提供定制化的服务。”
孙智栋是这家企业的挂点干部，他说：“比如，
企业需要办证，我们特派员就会告诉企业需
要提供什么材料，然后及时拿着材料帮着跑

相关部门。”
“我虽然只是挂点干部，但如果企业有需

要，我们可以调动整个园区的力量去服务。”孙
智栋告诉记者，由于沃德尔正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企业总希望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那他们
就会替企业把“围墙外”的事务全部搞定。

园区干部的倾情服务，企业自然看在眼
里。崔雪娇感慨地告诉记者：“说实话，我们
原本只是想把余江作为一个普通的生产基
地。但经过一年多的合作，我们真的被余江
的投资环境彻底‘说服’了。”

服务绝不是一时的，更需要持之以恒地
跟踪、对接，李海东表示，正是对企业长期持
续地跟踪服务，园区及时了解到了沃德尔扩
大产能的每一步需求。2020 年，双方在首期

生产汽车控制器 (车身控制器及车联网系
统)、执行器(点火线圈、电子油泵、电子水泵)
项目的基础上，又开始了第二期的合作，沃德
尔公司依托鹰潭国家 03专项试点示范优势，
将传感器(霍尔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影像传
感器等)项目正式落户余江，并于当年实现了
投产。

随后，三期铝压铸(汽车发动机/变速器/
减速器/电子油/水泵/新能源电池包等铝外
壳)项目、四期汽车天窗项目、五期变速器换
挡执行器(hca、ssa)项目、六期汽车连接器端子
项目接连签约。崔雪娇告诉记者，三期、四期
今年便可投产，五期明年可以投产，六期也将
于今年开工建设。

一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的产业链，由此
在这里不断延展，一个占地800多亩的沃德尔
科技产业园，也由此在这里快速崛起。

园区：因希望而升腾

3 月 2 日，李海东和往常一样，又来到沃
德尔。这次，他是来找企业商谈他们在余江
的总部大楼选址问题。李海东告诉记者，
2017 年以来，沃德尔公司在余江投资扩能呈
几何式爆发增长，投资额从 20 亿元猛增到
150 亿元，涉及项目从一个到六个，所有项目
投产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70亿元，提供
就业岗位超过 9000个，每年实现利税可超 17
亿元。

漫步在这个信江边上新兴产业园，眼前
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站在沃德尔一
期展厅内，各条生产线火热的生产场面通过
大屏幕直观地映入眼帘。听着各种充满科技
感的产品介绍，愈发让人感受到了企业生机
勃发的希望所在。

李海东告诉记者，就在今年 2月初，沃德
尔公司已把企业原有的一条水温传感器生产
线也搬到了余江。“这可是他们企业在浙江创
业之初的第一条生产线，对他们来说的确具
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李海东说，今后，企业
所有的新扩展产能都将放到园区，以后的发
展重点也注定会在这里了。

从引进一个项目到形成一个产业，从形
成一个产业到崛起一个园区，这样的裂变，这
样的愿景，释放出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巨
大活力和信心。李海东向记者透露，伴随企
业滚雪球般的快速发展，园区与沃德尔商谈
的第七期项目，目前已经接近签约了。

“当时刚来余江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地，
但你现在来看，已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现代产
业园，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虽然在异地他
乡创业已有3年多时间了，但崔雪娇还是不无
自豪地说：“这不仅让我心生很大的成就感，
更让我对企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从一家企业
到一个园区

解码江西沃德尔科技产业园的发展之道
本报记者 张 弛 钟海华

三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荒芜的黄土高坡。短
短三年后，这里仅仅依靠引进了一家名叫沃德尔的
企业，由此延展裂变，铸就了全新的产业链，发展成
今天一座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园

▶江西沃德尔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
(余江工业园区提供)

机耕水平达到 99.6%、机收水平达到
98.9%，全市农机总动力达 52 万千瓦，工厂化
育秧中心建设如火如荼……近年来，乐平市
高度重视科技兴农工作，持续打好科技兴农
牌，成功带动了农民致富增收，促进了乡村振
兴。春耕伊始，该市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洋溢
着科技兴农带来的蓬勃气息。

农业机械化让种田有钱赚

放空秧盘和底层土、浇灌、播种、覆盖
土……3 月4日上午，在位于乐平市后港镇高
桥村的吴国标水稻种植家庭农场内，随着工
作人员的有序操作，一个个秧盘不断在全自
动水稻育秧播种流水线上成形。正在一旁进
行技术指导的吴国标乐呵呵地对记者说：“走
农业机械化生产之路，种田就一定会越来越
有钱赚！”

从 2009 年就跟随父亲种田的吴国标，见
证了乐平农业生产从传统向现代生产方式的
转变。吴国标告诉记者，以前请人插秧，一天
插一亩田，人工费要250元；请人喷洒农药，一

天喷洒20亩，人工费要240元，而且有时还很
难请到人。由于生产成本太高等原因，原来
种田的利润很薄，吴国标曾一度对种田致富
失去信心。后来，在当地政府的引导、支持
下，吴国标先后购买了插秧机、无人机等设
备，开始逐步迈上机械化生产之路。吴国标
掰着指头介绍：“机械化水平提高后，利用插
秧机插秧的成本是 30元一亩；利用无人机喷
洒农药，20亩田 10分钟完成，而且喷洒均匀，
人工操作费和机器损耗费加起来也才每亩 8
元……现在种田种子好、产量高、种植成本
低，单季每亩平均利润已达到400元。”

购置农机设备政府给补贴，提供病虫害综
合防治（飞防）社会化服务也有补贴，国家政策
越来越好，让吴国标种田致富的信心也越来越
足。2020年，他和另外 5名农民朋友一合计，
投资500多万元购置了4台收割机、10台插秧
机、2台育秧机、12台烘干机等农业机械化生
产设备。吴国标自豪地说：“从种子到育秧、机
插、飞防、施肥、收割、烘干，如今我们自己种的
田，已成功实现了全程一体机械化生产。今
年，我们还将着力服务更多其他农户。”

“要提升乐平市的农业机械化生产水平，
政策扶持和服务引导是关键。近年来，我们
建设了乐平市农机大市场、成立了乐平劲松
农机培训驾驶学校、组建了乐平市农机综合
保养维修服务队、出台了农机购置贴息贷款
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并将农机‘一站式’服务

大厅从城区搬迁到了位于城郊的农机大市场
靠前服务。”乐平市农业和机械化管理局局长
汪文明告诉记者，2020年，乐平市的农机购置
补贴总额首次突破3000万元。

推广新技术让产业有潜力

修道路、搭大棚、调试新购置的农机……3
月4日中午，位于乐平市乐港镇里首村的王香
平育秧中心，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近年
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转移现象突出，集中
育秧，为农户直接供秧苗，并配套开展机械化
服务成为发展趋势。作为乐平市与华南农大
开展技术合作的工厂化育秧中心，王香平育秧
中心是乐平农业发展的又一次新尝试。

人到中年的王香平，是乐平市的种植大
户。2015 年，王香平曾在礼林镇建了一个 40
亩的育秧大棚，因为技术失误和偶发事件，亏
了 20多万元，这让王香平的育秧事业戛然而
止。2021 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鼓励下，王
香平引进华南农大的技术和资金，着力打造
占地110余亩的工厂化育秧中心。王香平说：

“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前景广阔。今年，我们能
够为1万多亩农田提供秧苗和机械化服务，预
计年纯利润将达到100万元。”

因势利导，支持、引导农民利用新技术、
引进新品种，是乐平市发展壮大农业产业的
又一有力抓手。乐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

春发告诉记者，在引进江苏淮安柴米河公司
基质化育秧技术，并与华南农大开展技术合
作的同时，乐平市还创建了众埠镇、礼林镇、
后港镇、浯口镇等4个万亩粮食优质高产核心
示范区，打造了 30 多个蔬菜、养殖等示范基
地，以点带面促进了全市农业种养水平的提
高，成功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保姆式”服务让农企有前景

“农技专家每个月至少会主动上门服务
五六次，没有农业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公司
就没有今天良好的发展势头。”3月4日下午，
在位于乐平市镇桥镇的花正红农业生产基
地，一和记者聊起科技兴农等话题，乐平市花
正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华东辉就有许
多话要说。

要打好农业科技牌，农业科技培训和服
务也是重要一环。2020 年以来，乐平市通过
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培养了2000多名理念新、
善管理、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复合型人才。
同时，还有数十名产业指导员和科技特派员
长期活跃在田间地头，为农户和农企提供技
术指导和服务。

华东辉至今记得，2020年 9月，基地种植
的中草药发生了病虫害，处理不了，向农业主
管部门求助后，农技专家立即赶到现场，帮忙
迅速消除了病虫害隐患。华东辉告诉记者，
正是因为有了农业部门在技术方面提供的

“保姆式”服务，公司一直都发展得很好。去
年年产值逾千万元，为周边在基地务工的村
民发放的工资都达到了300多万元。

“家里的土地流转后，每年都有流转费收
入；经过农业部门培训后，我在基地做技术
员，一个月又有7000多元工资。”农业有智慧，
农民有奔头。今年53岁的镇桥镇高埂村村民
华美林高兴地说：“我是现代农民，我骄傲！”

农业有智慧 农民有奔头
——乐平市科技兴农勾画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记者 王景萍

本报余干讯（记者吕玉玺）三月花香游人醉，位于余干县大溪乡的九寨坡生
态观光园内，玉兰花、梨花相继盛开，千亩桃园基地的桃花竞相绽放，吸引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沐浴着春日暖阳，踏青赏花，亲近自然，感受春天的气息。

大溪乡千亩桃园种植基地从2016年开始种植，2018年成立专业合作社，去
年第一次大面积挂果丰收，挂果“春蜜桃”“突围桃”“春美桃”三个品种，产量达
50万公斤，产值超200万元。五年来，大溪乡先后建起了万亩脐橙、万亩油茶以
及 6000 亩苗木、3000 亩马家柚和西柚、蜜柚等基地，林果种植总面积达 3 万余
亩，2500多名村民在基地挣薪金、分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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