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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莲花讯 （记者尹晓军、刘启红）

今 年 以 来 ，莲 花 县 稳 步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战

略，以培育和发展产业为先导，通过就业

创业服务促稳岗增收，依托独特的红色资

源，打造红色培训产业链，激活了乡村振

兴一池春水。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要先行。莲花

县整合财政各类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提高用于产业发展比例，加大对产业发

展的扶持力度。通过大力推广“公司+基

地+农户”模式，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

能力强的农业开发龙头企业，着力延伸产

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其中，依托胜龙

牛业，该县支持全县 33 个村集体发展肉牛

养 殖 ，带 动 1100 多 户 脱 贫 户 增 收 。 2021
年，该县共整合资金 1.81 亿元用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项目，整合资金用于产业发展

占比达 53.68%。截至目前，全县衔接资金

项目批复共计 526 个，侧重于产业振兴、农

田水利、安全饮水、交通优化等方面。

乡村要振兴，就业创业不可少。莲花

县加大对脱贫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务输

出组织力度，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大力推

广以工代赈，畅通就业渠道，多措并举促进

稳岗就业，提升农村群众工资性收入水平，

不断拓展农村低收入群众增收渠道。同

时，从加大补贴力度、优化资金保障、减免

税费、加大技术培训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在创业致富、产业发展等方面，对脱贫群众

“扶上马，再送一程”。此外，积极引导外出

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致富能手等返乡创

业，在资金、技术、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

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该县超 2 万名脱贫劳

动力外出务工就业，公益性岗位安排脱贫

劳动力 1800 余人，全县 81 家就业帮扶车间

吸纳在岗脱贫劳动力 690 余人。已举办 7
期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培训致富带头

人 300 余人次。

乡村要振兴，找准动力是关键。莲花

县推动“旅游+”发展，继续深挖甘祖昌干

部学院、刘仁堪故居、一支枪纪念馆等红

色资源，充分发挥沿背村龙头作用，通过

发展红色培训，带动民宿、土特产销售、农

业特色种养等脱贫产业，积极探索构建红

色培训产业链，打造推动乡村振兴的“红

色引擎”。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该县依托

红色培训发展民宿 98 家，仅沿背村就有民

宿 58 家 ，其 中 脱 贫 户 9 家 ，户 均 月 收 入

2600 余元，村级集体经济每年增收达 160
余万元；带动江山村、田垅村等村发展民

宿 40 家，辐射效应显著。在此基础上，该

县还充分发挥历史古村、红色名村、生态

乡村的独特优势，挖掘“农业+乡村旅游”

的 休 闲 观 光 功 能 ，促 进 农 旅 文 一 体 化 发

展、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推动全县乡村生

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

产业兴 就业稳 红色培训火

莲花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中药制剂是中药现代化中的重要环

节，中药制剂创新是为了让中药更好地被

更多人接受。”江西中医药大学高等研究院

院长刘红宁告诉记者。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江西中医药大学

的创新药物与高效节能降耗制药设备国家

重 点 实 验 室 ，中 草 药 的 独 特 香 味 扑 面 而

来。实验室内，团队负责人刘红宁正在指

导研究员们分析实验数据。除了上课，他

的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中药制剂创新助推中药现代化

“过去中药制造的技术较为简单，大部

分 药 品 不 仅 外 形 上‘ 粗 大 黑 ’，口 感 上 的

‘苦涩酸辛’也是很多人不愿服中药的原因

之一。”刘红宁深刻感受到，要让更多人接

受中药、提升患者服药的顺应性，在保持中

药传统疗效的前提下，创新中药制剂制造

技术，改善人们对中药药剂“剂量大、服用

不便、口感差”的刻板印象很重要。

2002 年，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正式

成立。研究中心汇聚了一批中药制剂人

才，组建中药制剂创新团队，致力于新药创

制与中药现代化发展。

随着对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研究的

不断深入，团队成员们认识到，要做好制剂，

不仅要对制剂技术进行创新，还要对制剂装

备进行改进。但是，中药片剂制造从普通压

片到大片压制、高速压片，再到包衣成型，国

内没有基础，国外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要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自主创新，研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装备。

2015年，团队申请成立创新药物与高效

节能降耗制药设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中药

制剂装备的制造进行研究和创新。目前，团

队首创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格中药片

剂高速压片技术、大容量大规格中药片剂包

衣技术等核心技术和装备 8 台（套），实现了

高效节能降耗中药制药装备国产化。其中，

团队首创的大容量包衣与高速压片技术和装

备制造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已推广应用到

国内 20 多个省市 265 家企业，占有率国内第

一，并出口美国、德国、英国等12个国家。

为疫情防控贡献江西中医药力量

2020 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严峻。团队成员冯育林敏锐地察觉到，他

研究多年的中药白头翁栓剂或许可以为新

冠肺炎的治疗提供帮助。

为了将药物的研究资料尽快送到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从正月初二开始，冯育林带

领新药研究小组成员迎难而上，严格按照

新药申报要求，用一周时间完成了数万页

的研究材料打印和装箱。“当时只想着能尽

快送过去，早日通过审批投入生产，用于疫

情防控工作。”冯育林说。在团队的努力

下，白头翁清肺栓在疫情暴发期间获得临

床研究批件。同时，由江西中医药大学党

委委员、副校长杨明主编，江西中医药大学

承担编撰的《面向国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COVID-19）诊疗建

议方案（1.0）》，得到多国顶级专家的热议和

好评，这也是江西首次向世界分享中西医

结合抗疫经验。

多年来，刘红宁领衔的中药制剂创新

团队始终坚持创新，团结奋进，以传帮带的

形式帮助青年科研人员尽快成长，让中医

药事业薪火相传。为了让中药被更多人接

受，团队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制造设备

研发方面取得了重要创新成果，“中药制剂

现代化——固体制剂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获得 2019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2021 年 10 月 28 日，团队荣获“第六

届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下

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传承中药制剂精华，研

制一批自动化、智能化的中药制剂设备，让

中药制剂更加绿色环保、高效低耗，让药品

疗效更好、使用更方便、口感更舒适，满足

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刘红宁说。

守正创新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记江西中医药大学中药制剂创新团队

陈 晖 本报记者 刘佳惠子

本报寻乌讯 （曹章保 通讯员陈星亮）2021 年 12 月 28
日，寻乌县罗福嶂会议学习园开园。该园是深圳市对口支

援寻乌县高标准打造红色文旅新标杆的特色帮扶项目。

据了解，罗福嶂会议学习园项目总规划面积约 1.4 万平

方米，园内有罗福嶂会议旧址、十大政纲标语旧址、毛泽东同

志旧居、红军小道等。该项目的建成开放，进一步彰显了罗

福嶂会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擦亮了寻乌的红色名片，

对寻乌发展红色旅游、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重要作用。

寻乌罗福嶂会议学习园开园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珊珊）2021 年 12 月 28 日，第三届

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大展在南昌高新区美术馆开展。此次

展览为期两个月，将持续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据了解，这

是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大展首次走出北京办展。

本届展览参展的 220 件作品是从全国征集的 1563 件作

品中，经过两轮评审精心筛选而出，其风格迥异、精妙绝

伦，充分展现了中国现代陶艺的创作风貌，以及中国在现

当代陶艺创作领域的成就与变化。

作为南昌新晋的文化打卡点，南昌高新区美术馆自

2021 年 4 月开馆以来，已举办鱼尾洲西岸油画展、“云梦

泽——王大朋雕塑展”、张慧雕塑绘画个展等一系列展览。

陶瓷艺术大展亮相南昌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2021 年 12 月 30 日，记者从省红

十字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开展的推选红十字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活动，经过择优推荐、集中评审、网上公示，

320 名红十字志愿者入选，我省王诚臣等 12 人榜上有名。

此项活动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推进红十字志愿服务

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充分发挥志愿者在红十字

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志愿者参与和支持红十字事业

的积极性。

12人入选全国红十字
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你
好
，2 0 2 2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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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通讯员

邓建刚摄

1 月 1 日，赣江南昌段水面热闹非凡，水上运动爱好者们划着桨板畅游

赣江，迎接新年。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2021

年 12 月 28

日 ，靖 安 县

双溪镇曹山

安置小区集

中 安 置 的

64 户 、267

名易地搬迁

群 众 ，陆 续

搬入新居。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1 月 1 日，在南丰县白舍镇白舍村，村民正在观看开窑

前的傩舞表演。当天，白舍窑工坊开窑，数百件柴窑烧制

的精美瓷器引人关注。傩舞、瓷器、茶道、窑宴等，让人们

现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没想到新年第一天能收到

这么多生活物品，真的非常感谢街道和社区对我们的关

心，让我们过上一个温暖的节日。”1 月 1 日一大早，南昌市

青山湖区上海路街道锦纶社区黄大爷家里来了街道和社

区的干部，他们将棉被、大米、油和牛奶一一交给黄大爷的

老伴。

黄大爷今年 69 岁，是一名有 48 年党龄的老党员和退役

军人，多年前因为中风瘫痪，生活无法自理，靠老伴照料。

儿女以打零工为生，收入较低，家庭困难。今年元旦前，上

海路街道针对辖区内的残疾人、失独老人、低保户等困难

家庭展开重点帮扶工作，并确定了对包括黄大爷在内的近

百户困难家庭进行慰问，确保他们过上一个温暖的新年。

在看望老年困难群体的同时，上海路街道也积极关爱

未成年困难群体。在连续多年帮助新世纪小学困难学生

完成新年“微心愿”的基础上，街道今年又联合南昌市第十

四中学展开更广泛的送温暖活动。

“我们在元旦前已经收集到了 20 多名困难学生的‘微

心愿’，元旦假期过后就会帮助他们实现。”上海路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王婷拿出孩子们的心愿卡，上面写着“我想要

一件羽绒服”“我想要一双球鞋“我想吃蛋糕”……简单而

淳朴的心愿令人感慨。

“街道将联合辖区爱心人士、人大代表、党员等共同为

孩子们准备好心愿物品，让他们更好地感受党和政府以及

社会各界的温暖，好好学习，健康成长。”王婷说。

让“一老一小”困难群体
过上温暖新年

日前，进贤县第二初级中学利用课后延时服务开展

“助力冬奥陆地冰壶体验”活动，来自该校和县幼儿园的

120 余名学生和幼儿参加体验活动。 通讯员 樊哲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