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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春光，踏青而来。龙勾乡

冷杉良田花海的千亩彩色油菜花，吸

引游客竞相打卡；上堡梯田满山艾

草，引来游客采摘制作艾米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

年来，崇义县大力实施生态富民和

文 旅 融 合 战 略 ，走 出 一 条 生 态 优

先、绿色富民的发展新路，一幅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

画卷徐徐展开。

从种绿到增彩

县城至过埠公路沿线，一棵棵

笔直的银杏和红枫在道路两旁“安

家落户”；各乡镇干群齐心协力运

送树苗、铲土培实，为家乡添彩增

绿……

去年年底，崇义县启动“共建

多彩崇义 共享美好家园”公益树

苗认养活动，营造了全民捐绿、造

绿、添彩的新风尚。截至目前，公

益树苗认养参与人数 7382 人，认养

金额达 568 万元。

今年开春以来，该县将认养树

木分批次种植，一条条绿道铺就成

“生态绿网”，用实际行动建设宜居

宜业宜游的生态花园之城。公益

树苗认养活动开展以来，该县种植

银杏和红枫共 4893 棵。

从荒山到“宝”地

“春橙是晚熟脐橙品种，属于

春季水果。种植春橙正好错开柑

橘销售高峰，填补市场空缺。”关田

镇四季橙园基地负责人林端贵说。

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农户”

等模式，崇义县不少昔日的荒山变

成致富产业基地，闲置硒资源变成

乡村振兴新“硒”望。

该县大力实施“硒资源变硒产

业”发展战略，走“富硒富民富乡村”

的生态绿色发展新路。目前，该县培育万长山茶场等 8 个高标准

富硒产业示范基地，积极培育富硒农业示范龙头企业，引进富硒

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力争富硒产业总产值达到 10 亿元以上。

从增点到扩面

“乘着竹筏，畅游‘小漓江’，坐看山花烂漫，呼吸清新空气，

体验客家文化，心情格外愉悦。”游客何祖彪告诉记者，他在上

堡看完油菜花后，又特意来体验过埠镇的竹筏观光项目。

“赣州小漓江”项目位于过埠—上堡旅游线的起点，集水上

交通和旅游观光功能于一体。通过串联过埠镇秀美山水、湿地公

园、客家民俗等景观，让游客可以泛舟而下一览秀美风光、客家风

情。这是崇义县通过生态资源打造全域旅游观光景点的缩影。

依托优越自然环境，崇义县将全域旅游作为生态富民和文

旅融合的重要抓手，通过全区域规划、全产业发展、全要素配

套，形成了“一城三镇、一廊四区、多点支撑”的全域旅游格局。

2021 年年底，该县被评定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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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鹰潭讯 （陈旻 通讯员饶圣荣）3 月 18 日，鹰

潭市余江区潢溪镇朝阳村村民彭小石走进甘蔗地，欣

喜地看到甘蔗长势良好，正如手机 APP 软件显示一切

正常。在这里，农情监测站、土壤墒情仪、智能虫情监

测、水肥一体机、滴灌网络等数字农业设备保证了基地

耕种高效运转，而这正是余江数字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发展的缩影。

强化数字基建，手机变成“新农具”，农民耕作从看

天地转为“看屏幕”。该区通过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指挥

调度中心、农业物联网管理平台、示范基地农业物联网

设备建设系统等，实现农机作业与田间农情监控精准

化、智能化、自动化，农机调度管理高效化、便携化水平

显著提高。截至目前，全区行政村光纤宽带覆盖率、4G

网络信号覆盖率达 100%；中心镇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

116 个行政村的 5G 基站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试点乡

镇实施“数字种植”，农民耕作通过手机查看种植现场

的实时画面，智能灌溉系统根据种植地环境可实现智

能、自动化灌溉，劳动力用工减少 30%以上，作物农药

使用量减少 20%以上，肥料利用率提高 15%以上。

搭建电商平台，直播成为“新农活”，通过整合线上

线下销售渠道推动农业智慧化发展。该区先后出台

《余江区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规划》《关于促进余江区电

子商务发展的暂行扶持办法》等文件，为数字农业发展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以电子商务为抓手，整合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通过电商直播促进农产品销售，推

动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 1 个区

级农产品运营中心、113 个村级益农信息社，基本实现

益农信息社行政村全覆盖，区乡村三级信息服务网络

全面建成。去年，全区益农电商运营中心及村级益农

信息社实现线上线下销售农产品 1000 余万元。

完善政策保障，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营造良好的

政务环境。该区出台《鹰潭市余江区农业数字经济发

展助推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推进农业产业数字化

转型，重点招大引强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产业，推进农村

数字化发展，促进智慧乡村建设。为了保障政策实施，

成立信息进村入户领导小组，制订深入推进信息进村

入户工作实施方案，与余江区益农电商运营中心签订

村级益农信息社建设合同书，对村级益农信息社开展

网格化管理。

手机变“新农具” 直播成“新农活”

余江区数字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为春耕打基础

本报永丰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

曹美连、李兰兰）近 期 ，为 保 证 粮 食 生

产、提高群众春耕备耕意识，永丰县古

县镇坚持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两手抓，

抓住春季播种、翻耕等有利时机，着力

高位推进 7100 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收尾。

为了不影响群众春耕备耕，该镇紧

抓晴朗天气，每周调度，倒排工期，收尾

工作正快速推进，预计项目 4 月初将全

面建成。建成后的项目区基本形成田

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

的稳定高产良田，为该镇稳步提升粮食

产量提供坚强保障。

3 月 23 日，广昌县长桥乡长桥村农机手正操作履带式拖拉机翻耕

农田。据了解，目前该县投入春耕生产的农机具 3000 多台，已完成机

耕面积 12 万亩。 特约通讯员 曾恒贵摄

南昌查处两起哄抬价格违法行为
本报南昌讯 （记者林雍）近日，为保障民生维护疫情期间

物价稳定，南昌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价格执法检查行动，严厉打

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新建区市场监管局对两起

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查处。

3 月 19 日，有群众举报新建区大顺发超市正荣店在疫情期

间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经查，该店销售的白条猪肉在进货

价格未发生明显变化情况下，自行每公斤加价 4 元至 6 元，所售

商品毛利率超规 20.62%（疫情管控 16 日前毛利率是 28.41%，管

控后 16 日后达到了 49.03%），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公司价格违法行为

从严从重进行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3217.61 元，并按违法所得

5 倍上限罚款 16088.05 元。

3 月 19 日，新建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

新建区零点生鲜店销售的白萝卜进货价为每公斤 3 元，销售价

格为每公斤 7.96 元，销进差价率达到 62%，远超有关规定。执法

人员立即对该生鲜店哄抬价格行为进行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314.56 元，并按违法所得 5 倍上限罚款 1572.8 元。

下一步，南昌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大对市场价格

行为的监督检查、巡查力度，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查

处并公开曝光。

助力地铁运营防疫“两不误”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胡微、吴军平）为保障南昌地铁运营、

防疫“两不误”，近日，南昌轨道交通集团纪委迅速行动、靠前监

督，组织纪检监察干部成立 3 个督查组，深入地铁站点、列车车

厢、施工现场和办公场所等地，开展疫情防控情况监督检查。

此次督查紧盯疫情防控重要领域、关键环节、薄弱项目，采

取谈话了解、查阅资料、现场核查等方式，重点围绕进出口管控

情况、人员疫苗接种、健康码行程码“两码”查验、防疫物资保障

与管理、环境消杀等方面进行再监督再检查。督查组针对发现

的个别项目部防疫宣传标识不醒目、物资台账不规范、个别单位

接种疫苗未全部到位等问题，现场要求立即整改，进一步督促有

关单位主动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来昌返昌人员迅速严格落实管

控措施，实行全流程闭环管理，紧绷疫情防控“责任弦”，确保南

昌地铁疫情防控安全稳定。

全员上岗 全天轮岗
本报南昌讯 （记者林雍）3 月 23 日 6 时，南昌市青云谱区城

管执法大队 50 余名党员干部，抵达全区 11 个路面管控点位，协

助公安交警等部门进行交通管制。

“疫情防控，前方交通管制，请绕行”……城管队员一遍遍

耐心解释群众疑问，做好交通管制。此次交通管制为 24 小时白

夜班全天轮岗，城管队员们在寒风中驻守多日，刚结束核酸检测

点的秩序维护工作，又接着执行交通管制任务。据了解，青云谱

区共有核酸检测点位 189 个，该区城管执法大队全员上岗，保证

了每个核酸检测点位至少有 1 名城管队员协助维护秩序。

临川“百姓说事室”解心结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邓水贤、章晋辉）“多亏了‘百姓说事

室’，快速消除了我们小区的安全隐患。”日前，说起抚州市临川

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思梦社区的“百姓说事室”，颐园小区的居

民都赞不绝口。原来，颐园小区一些楼栋外墙挂砖经常脱落，

很不安全，居民为此准备到市、区信访部门上访解决。思梦社

区“百姓说事室”的信访调解员得知情况后，立即召集物业、开

发商、房管和业主代表协商，启动房屋维修基金应急机制，在一

个星期内就解决了问题。

临川区在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过程中，把“百姓说事室”作为

一项重要内容，本着“大事小事你来说，急事难事我来帮”的原

则，大力提倡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决事多商量、做事多商

量，真正让群众“话有地方说，苦有地方诉，事有地方做，理有地

方讲”。自去年“百姓说事室”建立以来，共帮助群众解决政策

咨询、矛盾调解、信访难题 1289 件，群众满意率达 98％以上。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邱西颖 通讯员徐锋）“在

手机上进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网上办事大

厅，不仅可以查看工程审批进度，还能直接下载施工

许可证，真是太方便了。”日前，景德镇市在全省率先

实现工程建设领域全部证照电子化，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了极大便利。

为 深 入 推 进 营 商 环 境 优 化 升 级“ 一 号 改 革 工

程”，提升工程建设领域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今年

以来，景德镇市政务数据管理部门联合住建部门在

工程建设领域全面推广电子证照应用，对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房地产开发资质、建筑企业资质等一批

常用证照实行电子化，让企业自行下载、打印和使

用。记者从该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住建局窗口了

解到，截至 3 月 16 日，该窗口通过全程网办共计完成

了 1118 个电子证照的制作发证，真正用“速度”与“温

度”实现让数据多跑腿、企业群众少跑路。

据悉，该市今年组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就是

为了打破数据壁垒、打通部门界限，进一步提升政务

服务效率。下一步，该局将不断扩大政务服务事项

及领域，大力推广电子证照制证和应用范围，推行政

府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转变，努力做实“景

快办”服务品牌。

春风又绿江南岸，又是一年好春光。

气温逐渐回暖，赏花踏青正当时。趁

周末闲暇，赣州市章江新区的温女士带上

家人，径直向蓉江新区滨江公园出发，赴

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春天一到，公园里树绿花美，正是春

游的好去处。”温女士笑着说，行走在赣州

市蓉江新区滨江公园，温柔暖阳的照射

下，树苗抽出新叶，满树樱花迎风绽放，一

团一团粉色花朵在枝丫上摇曳，春风拂

过，绘就出一幅焕然一新的春日画卷，“等

旁边的平安大桥建好，大家到公园玩就更

方便了。”

沿章水南下，位于滨江公园南段的赣

州蓉江新区平安大桥项目现场，80 余名工

人正加紧开展工程建设，焊接声、锤打声

与机器轰鸣声交织，项目建设奏响“春天

奋进曲”。

平安大桥项目全长约 1.3 千米，桥梁

总长度约 880 米，采取双层桥设计，是蓉

江 新 区 对 外 连 接 的 骨 干 路 桥 工 程 之

一 。“ 我 们 实 行 南 北 两 岸 同 步 施 工 的 方

式 ，满 负 荷 推 进 项 目 建 设 进 度 ，到 目 前

为 止 ，项 目 主 桥 桩 基 全 部 完 成 ，第 三 联

现浇梁已基本完成，第五联现浇梁支架

搭 设 正 在 紧 张 施 工 中 。”项 目 负 责 人 潘

浩 东 介 绍 ，为 加 快 建 设 进 度 ，施 工 单 位

及时调整施工时序，加强人、材、机的调

配 使 用 ，全 力 推 动 项 目“ 加 速 快 跑 ”，项

目 建 成 后 将 进 一 步 加 强 蓉 江 新 区 与 章

江 新 区 的 互 通 连 接 ，对 赣 州 市 加 快“ 五

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回 望 章 水 南 岸 ，作 为 春 节 期 间 不 停

工、不停产项目，蓉江新区过江隧道项目

建设人员抢工期、保进度，在“冲锋号角”

的吹动下，项目工期持续稳步推进，如今，

140 余名项目工人铆足干劲绘就了一幅

“争春奋跑”的忙碌景象。

“近期，过江隧道项目南岸西线隧道

正式进洞施工，标志着我们又突破了一

建 设 节 点 。”区 建 投 公 司 工 程 部 经 理 朱

进宝介绍，因进洞施工需要克服地质条

件 差 、安 全 风 险 高 等 困 难 ，自 项 目 南 岸

进洞施工以来，项目建设单位通过选用

机 械 开 挖 方 式 ，减 少 对 地 质 的 扰 动 ，加

强超前支护、监控量测等措施确保施工

进 度 与 安 全 并 重 。 据 悉 ，截 至 目 前 ，项

目 总 工 程 量 完 成 36.1% ，其 中 北 岸 基 坑

工程已完成 100%。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施工组

织，继续加强明挖段、暗挖段结构施工进

度，争取项目再传捷报。”朱进宝说道。蓉

江新区过江隧道连接章水南北两岸，通车

后，将成为新区与赣州西站、黄金机场的

重要联系通道，为蓉江新区加强内外发

展，助力赣州市“五区”一体化建设提供坚

实力量。

大干快上抓项目仅是蓉江新区今年

以来奋力追赶的一个“缩影”。为坚定不

移 贯 彻 落 实 赣 州 市 委 、市 政 府“ 三 大 战

略、八大行动”决策部署，蓉江新区发起

打好“十大战役”动员令，成立十大战役

工 作 专 班 ，推 行 工 作 项 目 化 、任 务 清 单

化 、清 单 责 任 化 ，在“ 十 四 五 ”规 划 实施

关键之年以全新的姿态，团结奋进、意气

风发加快建设现代时尚、生态智慧、宜居

宜业的活力新区。

奋斗春天里，奏响新篇章。春光轻抚

的蓉江大地，春色满园、欣欣向荣，处处迸

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展现着千帆竞发、

百舸争流之势，蓉江新区正奋力奔跑在

“春天”的路上！ （邱 金）

沐浴春风“蓉”开新颜

全省率先

景市工程建设领域全面实现证照电子化

3 月 21 日，在分宜县

洞村乡程家坊村百亩翠

冠 梨 基 地 ，果 农 趁 着 梨

花盛开期，给梨树剪枝、

疏 花 、除 草 ，提 高 坐 果

率。基地以“产业+承包

方+农户”经营模式，与

农 户 签 订 分 红 协 议 ，带

动村民增产增收。

本报记者 邹宇波摄

万载共享农机
为春耕“加油”

本报万载讯 （记者胡勇飞 通讯员

丁斌祥）“今年春耕借助共享农机，省时

又省力，使用每亩花费 100 元的共享大

型耕田机，翻耕速度快，费用比使用自

家的小耕田机节省一半！”日前，万载县

三兴镇种粮大户潘洪生高兴地说。

人勤春来早，春耕不宜迟。如今，

万载县田间地头一派春耕备耕的繁忙

景 象 ，一 大 批 共 享 农 机 活 跃 在 田 间 地

头。截至目前，全县正对 26.7 万亩早稻

田进行翻耕、整地、植保等作业。

万载是传统农业大县。为抢抓春

耕农时，该县对大型耕田机、无人播种

植保机、收割机等农机建档立卡，统一

调 配 农 机 资 源 ，还 建 立“ 共 享 耕 田 机 ”

“共享无人植保机”等农机服务微信公

众号和微信群，打通农机共享和农资配

送渠道，村民只要发一条微信或打一个

电话，就可以享受共享农机上门服务。

目前，全县 171 台拖拉机、67 台联合收割

机、96 台无人播种植保机和 485 台（套）

翻耕机等，均实现了线上线下共享。

春来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