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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至7日，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赣菜进京”工
程、景德镇入选第二批文化出口基地等，
都是本届服贸会上的“江西元素”与江西
亮点。而商务部近日新增的 16个国家电
商示范基地，其中江西就有2个。

赣菜大“出圈”
“江西展区以赣菜为主题，设计非常

有新意。江西米粉的预包装和品牌化，很
值得我们学习。”来自贵州省贵阳市商务
局的参展代表刘俐莎说。

在2021年服贸会上，赣菜美食集体亮
相。江西省形象展区通过艺术布景的方
式，在江西地图上集中呈现“十大名菜”

“十大名小吃”，采取文字、图片、影像、实
物等多种形式，宣传赣菜特色、讲好赣菜
故事，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美食风光
图”，并通过茶艺表演、美食机器人互动等
环节，全方位、多视角展现赣菜文化魅力。

借助服贸会这一国际性平台，赣菜品
牌扬名“出圈”。据不完全统计，赣菜展示
区吸引观众超 2万人次，成为服贸会上的

一处网红打卡点。浙江、江苏、湖北、贵
州、辽宁、天津等 10余个省、市代表团，先
后“组团”到场参观，并进行深入交流。

不只是会场。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推
动“赣菜进京”工程，通过打造赣菜品牌，
全方位助力赣菜“走出去”，扎实推进赣菜
品牌推广三年行动计划。

赣菜主题餐厅——沁庐·江西菜落户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打瓦罐汤和赣菜
的映庐江西餐厅，因新炊具、新技法、新工
艺而备受年轻人青睐，已经在北京开了 5
家餐饮连锁店。

“‘赣菜进京’，不仅仅要让在外的江
西人吃到家乡菜，更要让全国各地的人都
能品尝到江西菜。”北京江西企业商会会
长刘经纶说。下一步，北京江西企业商会
将在省商务厅等部门的支持下，推动赣菜
服务中心筹建、北京赣菜 Logo设计、赣菜
食材供应链建立、赣菜形象店打造、赣菜
品牌推广行动计划等一揽子计划，以美
食、美景、美器、赣菜、赣酒、赣茶充分展示
赣菜及江西米粉的历史文化、绿色生态、
传承技艺。

踏上“彩虹桥”
一年一度的服贸会由商务部和北京

市政府共同主办，被誉为一座与世界互惠
共享服贸红利的“彩虹桥”，也是一座助力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互通的“彩虹桥”。
今年，江西企业踊跃报名线上线下参展，
踏上服贸会“彩虹桥”，吸引了不少参会代
表关注。

走出去，引进来。本届服贸会上关于
跨境物流、数字经济、电信服务、智慧工地、
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最新展示，同样刷新了
江西交易团的认知。在赣菜“飘香”服贸会
的同时，我省以数字经济为媒，携手做大并
参与分享服务贸易这块大“蛋糕”。

通过精准对接，积极促成线上线下交
易成果。省商务厅组织了 22家预包装食
品、名优特产品、景德镇陶瓷等企业参加
线下展览，吸引了万达集团、山东德赛帮
餐饮等众多知名企业洽谈合作。同时，充
分发挥服贸会线上平台作用，组织江西科
骏实业有限公司、江西金轩企业咨询集团
有限公司、用友产业园（南昌）等33家服务

贸易企业线上参展，促成项目合作，签订
意向订单。展会期间，共达成意向合作近
1200万元。

江西参展商姚奇瑞说：“我们有幸来
参加这次服贸会，与行业内优秀的企业同
台亮相。今后我们也要坚持创新，坚持品
质，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这一平台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
平台，我们要充分借助服贸会，积极展示
我省服务贸易最新发展成果，深化国际服
务贸易交流合作，擦亮江西服务品牌，做
大江西服务产业。”省商务厅服贸处处长
廖玲敏表示。

在本届服贸会召开之际，千年瓷都景
德镇成功获批第二批国家文化出口基
地。下一步，景德镇将通过举办陶瓷博览
会、文化交流活动等举措，一方面促进更
多文化项目来景投资合作，另一方面推动
陶瓷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努力把景
德镇建设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和国际影响
力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放眼看世界，聚力谋发展。江西服务
贸易，未来可期。

共享新机遇 推动新发展
——江西交易团参加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综述

本报记者 刘佳惠子

前8月省重点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3039亿元

本报讯（记者郑荣林）9月10日，省发改委公布省重点项
目建设计划执行情况：8月份，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19.68亿
元；1至 8月，累计完成投资 3039亿元，占年计划 90.2%，同比
提高9个百分点。

1至8月，我省计划建成投产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594.61
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1594.93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
资849.46亿元。总投资50亿元以上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247.39
亿元。按行业分，产业转型升级项目建设进展最快。1至8月，
326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126.69亿元，占该计划101.4%。
其中，44个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已建成17个，136个新开工项目
已开工114个。95个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4.79亿元，
兴泉铁路江西段8月26日开始动态检测验收，安九客专江西段
9月1日正式开始铺轨，建成上饶县槠溪河综合治理项目。29
个社会民生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4.28亿元。11个生态环保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43.24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开工率100%。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珊珊）9月 9日，江铃
汽车富山工厂全面投产，这意味着江铃汽车最
节能、环保、智能的新工厂正式全面投入使
用。它将与小蓝工厂组成强劲的“双翼”，驱动
江铃汽车加速“驶”入“智造”新跑道。目前，富
山工厂已建成 28万平方米厂房，设有冲压、总
装、电池装配等生产车间，每年可下线 30万台
整车。

没有智能制造，就没有高产高效。通过在
新产线中大面积实施“机器换人”，引用前沿技
术和智能化设备，富山工厂优势显现：焊装自
动化率在小蓝工厂 55.2％的基础上提升至
98％，并且可在12秒内实现四种车型的快速切
换生产。

当日，记者在富山工厂焊装车间看到，

近 300 台机器人设备投用后，工人告别了焊
枪手工操作，只需在屏前实时监控，大大减
轻了工作强度；同时，机器人点焊可以把传
统点焊 10 毫米的误差范围控制在 1 毫米以
内，有效提升了产品质量。

不仅是焊接，生产的每个环节，几乎都能看
到智能化的元素，包括涂装、总装、物流环节
等。尤其是在质量把控上，通过智能感知和控
制系统，遇到产品总装扭矩不达标、车身油漆没
烤干等情况，生产线会自动互锁停机，并将产品
保留在隔离区，以此来保证每一台车的质量。

据介绍，富山工厂自今年上半年实现量产
以来，目前已投产福特领界、福特领裕、JMC品
牌轻卡产品，涵盖了传统燃油和新能源汽车，
可实现每小时下线60台整车的生产能力。

每小时下线 60台整车

江铃“智造”再加速

▶ 9 月 8 日，在吉安市
吉州区江西住电电装有限
公司，一线工人正在赶制订
单。今年以来，该企业持续
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忙技
改、扩产能的同时，车间满
负荷生产，确保市场供应。

通讯员 李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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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着力缓解
异地就医报销难问题

本报讯（记者朱华）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全省深化
“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点任务分工
方案》。《方案》中涉及民生领域的利好政策不少，其中提出要
着力缓解异地就医报销难问题，推动高血压等 5个门诊慢特
病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在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方面，《方案》要求，持续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着力推进涉企审批减环节、减材料、减证
明、减跑动、减时间、减费用，严格落实行政许可设定审查机
制。抓紧发布确需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办理依申请政务服
务事项行政机关不得索要清单之外的证明。深化“证照分
离”改革，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理，着力推进
照后减证并证；扩大简易注销范围，将公示时间由 45天压减
为20天，建立简易注销登记容错机制。

在打造便利化营商环境方面，《方案》要求，增加车检服
务供给，探索允许具备资质、信用良好的汽车品牌服务企业
提供非营运小型车辆维修、保养、检测“一站式”服务，降低车
辆检测收费。优化公证服务，推动降低偏高的公证事项收费
标准，推进人口基本信息、婚姻、收养、不动产登记等办理公
证所需数据共享和在线查询核验。2021年底前实现60%以上
的县至少有 1家普通门诊费用跨省联网医疗机构，各统筹地
区基本实现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对于高血压、糖尿
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
治疗5个群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至少有1
个统筹地区实现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优化提升公
共服务，明确水、电、气、热、通信、有线电视等接入标准，简化
接入审批流程，加快推进报装、查询、缴费等业务全程网办。
优化办电服务，2021年底前实现城市地区用电报装容量 160
千瓦及以下、农村地区 100千瓦及以下的小微企业用电报装

“零投资”，实行“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的低压非居民
用户全过程办电时间压减至 20个工作日以内。重点整治基
础电信企业通过擅自添加业务限制用户携号转网等违规行
为，推动实现携号转网异地办、网上办。

我省建立县域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协同推进机制

本报讯（记者李芳）近日，记者从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获悉，为充分发挥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以下简称成员单
位）职能作用，推动《江西省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推
进计划（2020-2035年）》顺利实施，我省于日前建立成员单位协同推
进机制，制定工作方案，推动相关县（市、区）按期通过国家督导评估
认定。

方案要求，各成员单位要充分立足自身职能优势，督促指导对
口协作县（市、区）政府对照评估指标，补短板、强弱项，重点解决突
出难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支持与帮扶，给予相关县（市、
区）每年不少于 2次实地调研指导，有效推动县（市、区）解决优质均
衡发展深层次问题，有效推动设区市解决市直学校优质均衡发展问
题，督促、帮助、指导对口协作县域单位如期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国家评估认定。

方案明确，相关设区市政府按照“一县一案”的原则，推动所辖
县（市、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协调解决推进过
程中的有关问题，及时与成员单位沟通工作进展情况，共同协商解
决存在的问题；建立市、县两级工作调度和协调机制，协同研究解决
问题，做到整体推进，校校达标。各相关县（市、区）政府要立足本地
实际，加大投入力度，对照评估标准，科学制定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强化薄弱环节、切实落实整改。

助学贷款提额 助力学子圆梦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今年秋季学期始，在江西辖内

农商银行申请助学贷款，本专科生申请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
1.2万元，研究生提高至1.6万元，财政对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
利息实行全额补贴。这家发放了全省近50%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的银行，自9月3日起实现助学贷款提额。

自 2009 年以来，江西农商银行与省教育厅合作承办九
江、上饶、景德镇、鹰潭、萍乡、吉安等地 50个县（市、区）的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难问
题。截至今年 8 月末，累计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3 亿
元、45.4万笔，帮助21.4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圆梦。

除了提高贷款额度之外，新助学贷款系统的上线，进一
步简化了办贷流程，减轻了学生负担。实现首贷学生“只跑
一次”，续贷学生“一次不跑”，全流程通过“e百福”APP线上
办理，真正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首批“完整居住社区”
建设样本城市启动申报

本报讯（记者杨碧玉）9月7日，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获悉，我省启动首批“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样本城市申报
工作，将选取一批举措扎实、亮点纷呈、成效明显的典型案
例，由点及面向全省推广工作经验，以引领全省“完整居住社
区”建设，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2020年11月，省住建厅会同13个省直部门印发了《江西
省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全面摸清
既有居住社区基本情况、落实“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标准、补
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确保新建住宅项
目同步配建设施、健全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各地结合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绿色社区创建等工作，统
筹开展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取得积极成效。

据悉，此次申报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首批申报
成功的“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样本城市，将获省住建厅政策支
持和奖补支持。

本报讯 （记者童梦宁）9月 8日，经国
务院批准，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正式向社会公布。《名录》共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455种和 40类，
其中野生兰科植物首次被列入，涉及我省
的野生兰花有 29种。本报曾数次报道的
大黄花虾脊兰、霍山石斛为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植物，金线兰、建兰、蕙兰、春兰、寒
兰、铁皮石斛、天麻等 27种为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植物。

据了解，在 1999 年公布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野生兰科
植物并未列入。时隔22年后，新《名录》弥
补了这一“缺憾”，正式将野生兰科植物列
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不仅有利于拯
救濒危野生兰花，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平衡，还为地方政府制订相关保护法规提
供法律依据。

我省系兰花资源大省，历史上就以产
“赣兰”闻名。目前全省记录在册的野生兰

花有 180种左右，主要分布在我省境内的
南岭山脉、罗霄山脉、武夷山脉、九岭山脉
及其他山区，在中东部地区名列前茅。近
年来，各地通过开展就地和迁地保护等方
式，不断加强野生兰花保护。但由于海内
外对野生兰花过度利用及市场畸形需求，
我省野生兰花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江西省植物资源重点实验室主任、南
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柏云表示，以
铁皮石斛为例，这种野生兰科植物生长在

悬崖峭壁间和密林深处，往年江西全境（指
山区）均有分布。而近几年来，我省科研人
员走遍山山水水，难觅其踪影。

多名植物学专家呼吁，各级监管部门
应加大打击非法采挖及贩卖野生兰花的力
度，组织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保护野生兰科
植物，共同抵制乱采滥挖，让兰花在山野间
自由绽放。同时，我省各地还应创新发展
符合时代的兰花文化和兰花鉴赏文化，倡
导养兰爱兰新风尚。

◀ 9月 8日，在余干县德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紧张有序地赶制订单。该公司是
余干县引进本地乡贤回乡创办的乡村振兴企业，年产值达2000万元。今年以来，该县数字经济、光电加
工等新型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产业聚集效应明显。 通讯员 韩海建摄

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正式公布，野生兰科植物首次被列入其中

我省29种野生兰花被列入“国家级”保护植物

江西获批筹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林雍）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准“广
昌白莲”和“狗牯脑茶”两个特色农产品品牌筹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江西获批筹建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将极大促进我省地理标志事业的发展，对提升
江西地理标志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增强市场竞争力起到积极
作用。

筹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是以“区域品牌”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尝试，也是推动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模式的一种创新。近年来，广昌县和遂川县积极推动完善地
理标志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引导符合条件的
生产企业使用专用标志，通过引导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广
大农户等多方力量，共同建立“公司+合作社+农户”产业模
式，拓展地理标志产品产业链和电商销售渠道，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双提升，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