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春天的气息热烈而浓
郁。18 日，在黎川，作家张恨水早
年生活过的这个浪漫老城，迎来了
一场文学盛会——第八届“井冈山
文学奖”颁奖活动。这一日，大咖云
集，盛友如云，他们共同见证了江西
日报多年耕耘之下的文学品牌“井
冈山文学奖”的荣光。

●亮点一：成果丰
10篇获奖作品反映时代之声

2019、2020 年，“脱贫”和“抗疫”
是大事件。恰逢其时，这一届的“井冈
山文学奖”作品现实感强，亮点多。就
作品而言，10篇获奖作品《购物记》《百
岁老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祝你平安》《穿越严寒 寻找春
天》《斗室之中遇见苍穹》《米斗雪，扑簌
簌》《珍贵的声音》《颧还巢》《“土博士”育
苗记》都真实反映了时代之声；10篇获奖
作品的作者，有来自一线的铁路职工、社
区干部，也有新闻记者，他们有着敏锐的
触觉和悲悯之心，在不同寻常的年份，写下
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用“小切口反映时代
的大波澜”。

它们是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细致而又深情，作者们跋山涉水，沿
着扶贫英雄们的足迹，行程 5000多公里，采访
了他们的同事、亲属和村民等100多人，打磨稿
子 20 遍，绘就了一幅江西扶贫英雄群像；《米斗

雪，扑簌簌》抓住“米斗雪”这个意象，用轻灵的笔
触，让人物立起来，用一篇访贫记让读者看到世界

的低处与普通人的生命印记。
它们是火。“意象清新，用词洗练，抒情真挚且蕴

藉。”这是获奖作品《祝你平安》，它用诗歌呈现抗疫现
场普通人群的奉献与互助；“在普通人的大爱与担当
中，昭示战胜灾难的希望和力量。”这是《穿越严寒 寻
找春天》，它用报告文学的体裁记录列车乘务员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抗疫行动。作者彭文宾说，写作的过程
是一次心灵洗礼的过程，到时代中去，到生活中去，将
文字的触角伸入普通劳动者的酸甜苦辣中去，这既是
写作者的土壤，也是写作者的使命。

“让文字长在生活的沃土上，让能量不断聚集成
形。”获得新锐作家奖的赖韵如是来自基层的作者，她
说，“井冈山文学奖”的光芒照耀着她，她会放在心上，
在关爱的目光中持续走下去。

…………
从内容立意到体裁，再到文字表达的多样性，这10

篇作品无疑都是沉甸甸而又闪闪发亮的。

●亮点二：颁奖礼
让作者收获幸福感仪式感

“井冈山文学奖”始于2013年，是江西日报打造的一
个文化品牌，今年是第八届。在大疫之后，春天早早来
到，江西日报把对作者最大的敬意与尊重表达出来——
不仅邀请重量级评委进行无差别“盲评”，找出最好的作
品，还给作者们一个仪式，举行盛大的现场颁奖典礼。

这是一个高规格的颁奖大会。由江西日报社（江
西报业传媒集团），江西报纸副刊研究会，抚州市委宣
传部，黎川县委、县人民政府主办，江报传媒抚州事业
部、黎川县委宣传部承办。颁奖会上，两名重量级嘉
宾——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郭
运德，北京新闻学会会长初小玲的肯定，更是让获奖作
者仪式感、获得感满满。

前人执火，照亮来路，也播下火种。在颁奖现场，活
动承办单位精心策划，每一个环节都呈现了对获奖作品
及获奖者的敬意。每一篇获奖作品的颁奖环节，都摘取
了精彩片段让小读者朗诵。“请向一辆蓝色大货车说：祝
你平安/今夜，它装着十万只口罩/跟随两个忐忑不安的
卡车司机/从一个省穿过另一个省/从一个故乡抵达另
一个故乡”（作者林莉），“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实干书写
担当，用真情拉近距离，扶贫干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用炽热的真情带领贫困群众一起实现脱贫梦想。一批
批贫困群众搬出深山，住进新房，有了产业，摘掉穷帽”
（作者李旭、曹诚平、龚莉芹）……一声声稚嫩的童音回
响在颁奖现场，这些厚实的文字，也变得动听起来，就像
春风拂过脸庞，就像饮酒微醺，一切刚刚好。

形式新，也让文坛前辈看到了江西文学创作的活
力。郭运德寄语广大作家艺术家，要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牢记初心使命、坚
守艺术理想，用生动的笔触描绘光明宽广的中国道路，
用饱满的热情书写顽强奋斗的中国精神，创作推出更
多精品力作，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会上，获奖作者林莉表达了谢意。她说，《井冈山》
副刊所展现的品质和格局，朴素温暖、宽阔深邃，它亦
是一种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亮点三：采风行
让文学创作更接地气

台前的高光让获得荣誉的作者感受到主办方的
诚意，而颁奖典礼之外的“名编辑名作家江西采风行”
则让与会人员扎根到基层，从另一个侧面领略黎川的
风土人情。

采风队伍先后来到洲湖船屋，黎川古城，湖坊乡
中共闽赣省委、省革委、省军区旧址，德胜农垦特色
小镇和该县油画陶瓷交易中心等地，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和采风创作活动。

一路行走。黎川之美，是在弯弯曲曲的山路尽头
大山拥抱中古老船屋的神秘，是入夜后古城的温柔和
张恨水足迹所过之处的浪漫，更是潺潺河水中百年
风雨廊桥的守望与凝视，是德胜农垦小镇记录的知
青岁月……这里不仅有美的风情，也有厚实的红色
革命历史，为作家们提供了扎实的写作素材。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江西日报《井冈
山》副刊创刊于 1973年 1月 1日，已出版 2189 期，
在时间的长河中走过了 48 年。
作为涵养本土作者的“文化氧
吧”，《井冈山》副刊也在默
默承担着历史使命。怎样把
文学的火种传承下去？怎样
与作者亲近、与读者亲近更
接地气？此次的采风活动让
人印象深刻，收获颇多。作家
们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用
手中的笔和镜头展现基层的发
展变化，写出更多讴歌生活、讴歌
祖国变化的文学作品，向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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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开局之年，江西辖内农商银
行业务发展实现首季“开门红”。数据显
示，今年一季度，全省农商银行资产总额
突破1.1万亿元，存贷款总量超过1.6万亿
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较年初净增890亿
元，各项贷款余额较年初净增405亿元，主
要业务实现两位数增长，业务规模持续领
跑“金融赣军”，在全国农信社系统排位进
一步前移……

这份“成绩单”提劲提气，是在江西一
季度经济增速18.4%的背景下交出的精彩
答卷，也是自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04年成立以来，全省农商银行取得的最
好首季“开门红”，反映出金融与经济共生
共荣、同频共振，体现了全省农商银行支
持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成效。

深耕“三农”
加大乡村振兴金融供给

金溪县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明清时期
风格的古建筑群。金溪县陆坊村村民陆学
辉一直想把自家的一栋清朝古建筑改造成
民宿，但苦于缺少资金未能实施。了解到
他的资金需求后，金溪农商银行及时上门
对接，以其古建筑经营权为抵押，在3天内
发放了一笔期限3年、金额50万元的“古村
落金融贷”，帮陆学辉解了资金难题。

陆学辉的转型发展是全省农商银行

坚定服务“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的一个缩
影。“‘十四五’时期，全省农商银行将持续
加大乡村振兴金融供给，计划五年累计发
放1万亿元乡村振兴贷款，全面满足高标
准农田建设、打好种业翻身仗、开展乡村
建设行动、打造农业全产业链等农业农村
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做到资源优先安
排、贷款优先发放、服务优先满足。”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有关负责人说。

今 年 ，我 国 明 确 粮 食 产 量 稳 定 在
13000亿斤以上，江西是中国粮食主产区
之一。为保障全省粮食安全生产，全省农
商银行早谋划、早部署、早安排，单列信贷
计划，加大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种植的涉
农信贷投放，累计投放了255亿元春耕备
耕贷款，支持了 94.4 万户涉农主体，全力
保障了春季农业生产。

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农商银行涉农
贷款余额3382亿元，其中，普惠型涉农贷
款余额 218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54.7
亿元，增幅7.6%。

坚守本分
更多信贷资源流向实体经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金融机构要
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作为“金融赣
军”龙头银行，全省农商银行回归金融本
源，强化支农支小，一季度累计发放各项

贷款 1911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354 亿
元，更多信贷资源流向了乡村振兴、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体经营者、创新创业
群体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一边做“加法”，一边做“减法”。在增
加信贷供给的同时，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积极引导全省农商银行，全力抓好央行两
项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的落实，合理推
进减费让利，助力融资环境改善，有力支
持了“六稳”“六保”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减融资链条。按照“能延尽延、
能信尽信、能长尽长”的原则，积极落实延
续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
划，清理不必要“通道”环节。截至3月末，
全省农商银行实施延期还本付息5786户，
涉及贷款金额 115.5 亿元；信用贷款余额
1456 亿元、占比 20.9%，中长期贷款余额
2691.6亿元、占比38.6%。

——减融资成本。降低贷款利率，为
企业提供低成本、普惠性的资金支持，今
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去
年同期下降0.13个百分点，为普惠型小微
企业节约融资成本7500万元。

创新驱动
金融服务让市场主体更有获得感

全省农商银行业务稳健快速发展的
背后，创新是最大的驱动力。

近年来，全省农商银行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以金融科技创新为
引领，主动跟进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快产品、服务、渠
道创新升级，上线推广了线上“云服务”平
台、智能客服平台，并广泛应用人脸识别、
电子凭证等新技术，实现了柜面业务全流
程无纸化办理，智能柜台网点覆盖率达
91%，电子业务替代率达94%，切实提高了
服务效率，增强了用户体验。

金融服务好不好，市场主体最有感
受。以往，客户到农商银行贷款都要去营
业网点，交资料、填表格等审批。如今，客
户办理小额贷款不用跑、不用等，只需要
下载农商银行手机银行APP，自助选择办
理“百福快贷”“百福个商e贷”“百福财园
个商e贷”等贷款产品，无需抵押和担保，
系统自动审批授信额度，资金快速到账，
有效满足了家庭消费、个体创业等资金需
求。目前，近九成个人贷款通过线上渠道
发放。

据了解，今年，全省农商银行正在积
极推动供应链融资业务，一体推进百福
生活圈、“村村通”便民服务站和移动支
付便民服务，大力支持赣州、吉安普惠金
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
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致力为客户提
供更加安全、便捷、优质、高效的现代金融
服务。 （江商航）

奋战开局季 实现“开门红”
——一季度全省农商银行主要业务实现两位数增长

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掩映
在山林之中……4 月 6 日，记者
走进铅山县葛仙山脚下的葛仙
村，一个颇具汉唐风韵的村落在
眼前呈现。

说起江西这两年的网红景
区，葛仙村度假区理应榜上有
名。葛仙村去年 5月开园，虽然
受到疫情影响，2020 年累计接
待游客仍超 90万人次。今年势
头更强劲，截至4月5日，葛仙村
已累计接待游客59万人次。

从游客中心出发，记者坐上
观光车，一路所见，“仙”气十
足。据工作人员介绍，葛仙村以
仙道文化为灵魂，以葛玄修行的
事迹为线索，以水、竹、村为载
体，打造出一个主题文化景区。

站在村里仰视村后的高
山，缆车通向的地方就是葛仙
山。记者搭乘缆车来到天镜
台，拾阶而上，步行不久，一座
巍峨的道观就出现在眼前。这
便是位于葛仙山最高峰香炉峰
的葛仙祠。

登罢葛仙山，回到山脚下的
葛仙村。漫步于青石板路，灵宝
仙街上一家家茶道、香道、手工
艺品等店铺，一店一品，独具特
色，游客悠闲漫步其中。圆方、
众妙阁、仙音坪、无何有居……
可逛的地方很多。不仅如此，葛仙村正在建设一座泳池，泳
池坐落于半山腰，透过透明的池壁可欣赏山下景色。葛仙
村度假区品牌经理李艳东告诉记者：“泳池将于 6月开放，
届时有望成为景区新的网红打卡点。”

众妙阁是葛仙村的地标，登上众妙阁，葛仙村景色尽收
眼底。入夜，记者站在阁上俯瞰葛仙村，灯火璀璨，烟波水
幕，一派仙园之景。夜游，无疑是葛仙村的重头戏，梦幻般
的夜景让这里成为热门的夜游打卡地。

4 月的葛仙村，夜晚有些凉意，但没有影响游客的热
情。18时40分许，夜幕下众妙阁前看台上已坐满游客。19
时，伴随着音乐响起，众妙阁披上七彩流光，在光影的变幻
中呈现万千姿态。灯光秀结束时，水幕电影《归真纪》登
场。这场实景水幕演出，以东汉葛玄来葛仙山修道成仙的
故事为题材，用激光特效呈现，观者甚多，水幕舞台周边围
满了人。

除了灯光秀和水幕电影，夜游葛仙村还有很多选择。
村中还有缘生池、太虚幻境、太极道场、灵芝台等19个夜游
景点，如果仅停留一晚，只能走马观花。葛仙村主打逛仙
街、游仙境、享仙乐、观仙景、品仙食、住仙宿等六大夜游产
品，当前还在不断丰富夜游业态，计划引进夜间无人机
表演。

想来一次沉浸式的夜游，不妨先去汉服店换个装。灵
宝仙街虽不长，但有三四家汉服店。“松湖烟雨”汉服店店主
表示：“每晚都忙得不可开交。”20时20分许，灵宝仙街华灯
齐放、古韵十足，不时有穿着汉服的游客从记者身旁经过。
这里是村中拍提灯夜游“网红照”的最佳场景之一，各路“仙
子仙女”都会在这条街拍照。

葛仙村的白天和夜晚，是两种形式的美丽。来自浙江
衢州的游客陈嘉林说：“葛仙村有白天和夜晚两种旅游模
式，都非常吸引我。特别是夜游葛仙村，如入仙境，别有风
味。”

夜游之后，选择在葛仙村住一晚的人很多。葛仙村的
各式主题酒店依山而建，拥有700余间客房，但每逢节假日
还是一房难求。去年国庆假期，游客接待人次超 10 万，酒
店入住率达90.76%。据介绍，葛仙村今年将再开设一家酒
店，增加400间客房，届时将大大提升接待能力。

2021 年春节正月初一至初十，共计接待游客 22 万人
次，清明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近 2万人次。葛仙村通过文化
融入、夜游引爆、名人引流等措施，在短时间内催生了超高
人气，这也让葛仙村的经营者雄心勃勃。李艳东说：“‘五一’
假期即将到来，我们正按照日均流量 2万人次的预案全力
备战。”

出道即红火，“来葛仙村过几天神仙日子”声名鹊
起。葛仙村的走红，引发旅游界的关注。江西财经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邹勇文认为，葛仙村的成功缘
于其打出的“三板斧”：以传统文化为灵魂打造多元产品，
以夜游项目为爆点引燃度假市场，以引流明星为利器集
聚人气流量。

7日9时20分，记者离开葛仙村时，游客中心已有不少
游客，闸机入口处大家鱼贯而入，一辆摆渡观光车载满游客
正准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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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穿着汉服游园。本报记者 龚艳平摄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井冈山文学奖”颁奖典礼的台前幕后

本报记者 钟秋兰

获奖作者在大屏幕上展示。

小读者现场朗诵《百岁老兵》。

颁奖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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