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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殷琪惠）企业开办是

市场主体设立的第一道关口，是优

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是营商环

境是否优化的直接体现。6 月 9 日，

省发改委通报我省优化营商环境企

业开办指标提升情况。今年以来，

我省聚焦减环节、优流程、压时限，

全面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截至 5
月底，全省 11 个设区市及赣江新区

企业开办全流程一个工作日内办结

实现率均超过 95%，电子营业执照、

电子印章发放率达 100%，已有 10 个

设区市全面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

“没想到银行也能办理企业开办

业务，真是太方便了！”不久前，赣州

市章贡区的周先生来到家门口的赣

州银行政企合作企业开办专区，不到

两个小时便完成了营业执照申领、免

费刊刻公章和银行开户业务。今年 3
月，章贡区行政审批局与赣州银行合

作，将企业登记业务从政务服务窗口

向银行网点延伸，实现企业开办“就

近办”、银行开户“零距离”。

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聚焦减流程、提效率、通堵点，着力健

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企业开办

效率再提升，帮助市场主体迈好发展

的第一步。其中包括，拓展简易注销

登记适用范围，简易注销公示时间由

45 天压缩到 20 天；落实“歇业备案”

制度，使暂时无法正常经营、但仍有

较强经营意愿和能力的市场主体，可

以自主决定在最长 3 年的时期内歇

业，有效降低维系成本；优化企业迁

移流程，保障企业迁移自由。

我省推出“一照多址”经营场所

备案登记，为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

在同一县域内办理多个经营点提供

便利；持续优化完善企业开办“一网

通办”，将办理营业执照、公章刻制、

申领发票和税控设备、社保登记、住

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海关备案

合并到一个开办环节；推行全流程

网上办理，打通窗口、PC 端、移动端

多种办理渠道，实现设立、变更、注

销、补换照等各类业务全流程网上

无纸化办理。

市场主体多、发展好，经济才更

有活力和韧性。我省聚焦市场主体

和群众关切，持续提升企业开办便利

度，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全省

市场主体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新增

持续活跃的良好态势。今年前 5 个

月，全省累计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445634 户、同比增长 40.91%，其中企

业104494户、同比增长2.22%。

零成本 一日结

我省全面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

■ 本版责任编辑 袁 华 张海光

老 区 新 貌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

处寻”。800 余年后，宋代诗人杨万里

诗句里的美景在他的家乡吉水县黄桥

镇湴塘村重现：成片的花海中野蜂飞

舞，现代艺术风格的建筑与传统村庄

风貌交融……经过半年紧锣密鼓的建

设，一个以杨万里命名的诗画小镇旅

游点，在 2022 吉安市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上与海内外游客见面。与此

同时，一批全新的旅游景区也在吉安

各县（市、区）相继成为网红打卡点，以

最美的姿态迎接着即将到来的 2022 全

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悠久的人文历史、丰富的红色遗

存、秀美的山川生态，是“千年望郡”金

庐陵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近年来，

吉 安 市 全 力 推 进“ 全 景 吉 安 、全 域 旅

游”战略，紧扣“红、绿、古”旅游发展方

向，构建起以 15 个旅游集聚区、20 个

旅游特色小镇、50 个旅游特色村为核

心的全域旅游产品体系，2021 年，全市

共接待游客 1.09 亿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 1075.56 亿元，分别增长 25.7%
和 37.20%，带动全市 7 万多农民年人

均增收 4000 多元。

近日，记者走进吉安市，探寻该市

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之道。

构建红色旅游信仰新高地

“我们眼前的这道城墙，见证了朱

毛红军在井冈山打的第一个胜仗。”4
月 27 日，井冈山市新城镇新城村工作

人员正向游客介绍井冈山革命时期新

城大捷的历史。2021 年，井冈山市深

度挖掘红色故事，投资 1.5 亿元在新城

镇打造出一个集研学、休闲、教育为一

体的“军需小镇”。

红色是吉安最鲜亮的底色。正是

在巍巍井冈山，共产党人创造出了跨

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2016 年以来，

吉安市坚持将红色旅游作为推动全市

旅 游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突 破 点 和 着 力

点，培育出一整套日益丰富的红色旅

游景观体系，红色旅游已成为全市旅

游经济的有力支撑。

吉安市瞄准“建设世界红色旅游

目的地”目标，结合井冈山精神的传承

与弘扬，积极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建

立红色资源保护名录和大数据库，实

施红色地标建设工程，提升红色资源

整体保护水平，全市登记核定红色文

物资源 973 处，打造出一座没有围墙的

红色博物馆。

在 此 基 础 上 ，该 市 深 化 文 旅 融

合 ，积 极 规 划 红 色 景 区 提 升 改 造 项

目。先后推进井冈山红色景区、龙冈

畲族乡张家车苏区中央局遗址群、东

固 革 命 根 据 地 等 一 批 红 色 旅 游 景 区

改造提升，并围绕旅游景区展开红色

教 育 培 训 标 准 化 创 建 和 红 色 旅 游 创

意产品开发工作，让红色基因传承制

度化、载体化。

如今，吉安这块曾星火燎原的革

命热土，已因红色旅游而成为全新的

信仰高地。

打造生态旅游心灵栖息地

仲夏时节的遂川县左安镇，长长

的车队顺着盘山公路蜿蜒而上，向着

大山深处一望无际的云海、草甸、梯田

进发。“原本只有摄影发烧友来这里打

卡，这两年得益于乡村旅游点的打造，

游客越来越多。”桃源村村民曾庆泉告

诉记者。以高山和梯田旅游作为全域

旅游的引爆点，遂川县在 6 个乡镇 10
个 群 落 示 范 点 加 快 完 善 旅 游 基 础 设

施，大力开发生态乡村旅游，打造出四

季有景、随处可观的国内知名高山梯

田群落。

（下转第3版）

“红绿古”交相辉映 金庐陵魅力四射
——看吉安市如何推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陈 泉 本报记者 李 歆

本报讯 （记者刘斐）6 月 9 日，省

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姚增科在南昌市

专题调研水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情况。

察 看 赣 抚 尾 闾 综 合 整 治 工 程

后 ，姚 增 科 表 示 ，南 昌 美 ，美 在 水 ，

因水而生，缘水而兴。把赣鄱儿女

的母亲河赣江与抚河全面修复、保

护、利用好，直接关系千家万户饮水

安全、农田灌溉、航运畅通、城市水

文化彰显和旅游业跃升发展，可谓

一 举 五 得 ，利 在 千 秋 。 在 省 委 、省

政 府 高 位 推 动 下 ，南 昌 市 委 、市 政

府高效能推进系列项目建设，体现

了 省 会 担 当 ，展 现 了 省 会 作 为 ，是

践 行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的 新 成

效 ，相 信“ 落 霞 与 孤 鹜 齐 飞 ，秋 水

共 长 天 一 色 ”这 一 千 年 礼 赞 景 象 ，

会 因 此 更 新 更 美 更 好 。

在象山森林公园，姚增科点赞

在这度夏的白鹭静时亭亭玉立、动

似浪漫翻滚，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候

鸟王国、人间天堂，得益于生态环境

保护之优，爱鸟护鸟意识之强，成为

南昌一道活跃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亮丽风景。他希望，省市政协要

继续为南昌打造“四纵三横”的“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城市盛景歌与

赞、礼与敬、鼓与呼。

为南昌打造“四纵三横”的城市盛景鼓与呼
姚增科在南昌调研

本报南昌讯 （记者鄢玫）英雄

城南昌又多了一张国际名片。6 月

10 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传来喜

讯，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名单揭晓，

南昌榜上有名。此次全球共 25 个城

市上榜，中国占 7 个。

国际湿地城市，代表一座城市

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是按照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

际重要湿地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

求，由各缔约国提名，经《湿地公约》

常委会批准后给予认证的。开展国

际湿地城市认证，是全球加强城市

湿地保护的创新举措，旨在促进城

市发展与湿地保护深度融合。

南昌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

29.87%，湿地资源禀赋优越，自古就

有“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

越”美誉。赣江、抚河、玉带河、锦江、

潦河纵横交错；东湖、西湖、青山湖、

艾溪湖、象湖、军山湖、青岚湖等数百

个大小湖泊如明珠点缀。2018 年全

球开启了第一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

南昌自 2019 年正式申报全球第二批

国际湿地城市，此次与合肥、济宁、梁

平、盘锦、武汉、盐城共同入选。

南昌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闻名

的候鸟栖息地。核心区位于新建区

的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

新区的鲤鱼洲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等

鄱阳湖滨湖地带，每年入冬都会吸

引各方候鸟爱好者前来观赏。而东

湖区扬子洲水域，更有江豚拖家带

口扎堆出现。白鹤、江豚这两类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与南昌结缘，印证

了南昌生态环境的独特魅力。

擦亮水生态这块金字招牌，成为

南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突破口。近年

来，南昌大手笔、大规模推进水环境治

理、水景观建设、水文化传承、水安全

保障、水经济培育。先后投入 700 多

亿元用于城市湿地的综合治理，加强

水系连通性、提升水质。目前，全市

建有 2 处国际重要湿地、4 处省级重

要湿地、5 处省级湿地公园、1 处县级

湿地保护区。多层级的自然保护区

和湿地公园建设，较好地保护了湿地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

性，实现城市与湿地和谐共生。

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为鸟类

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场所。据统计，

南昌有冬候鸟 112 种、夏候鸟 47 种、

旅鸟 58 种、留鸟 164 种，有国家重点

保护鸟类 59 种。南昌作为东亚-澳

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中转

站，为全球数十万只水鸟、75%以上

的东方白鹳和 98%的白鹤提供了越

冬栖息地。

河畅水清鱼欢 岸绿景美鸟悦

南昌获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6 月 8 日，一列

高铁驰骋在瑞昌市

南 阳 乡 ，在 蓝 天 白

云 、田 野 村 庄 和 青

山 绿 水 的 映 衬 下 ，

勾勒出一幅美丽的

生态乡村画卷。近

年 来 ，瑞 昌 市 不 断

优化完善外联内畅

交 通 路 网 建 设 ，四

通 八 达 的 交 通 路

网打通了城乡统筹

发 展 的“ 最 后 一 公

里”，实现了产业兴

旺、农村繁荣、农民

富裕。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交通助力
乡村振兴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江西省历史

文化名镇——铅山县石塘镇，在这个

被称为“武夷山下小苏州”的地方，抬

眼是青山如画，近处是白墙黛瓦，一

条条商铺林立的深院旧巷，一幢幢带

着沧桑感的飞檐古宅，一刀刀承载着

历史的手工制作连四纸，浓缩着千年

的时光，给人以无限遐想。

“祝家宗祠、王家大院、山陕会馆、

抚州会馆……留存下来的古宅、商号、

会馆，见证了石塘曾经的繁荣与辉

煌。”石塘镇党委书记吴兴平说，石塘

不仅历史文化悠久，而且是原闽北苏

区特委所在地，黄道、方志敏等革命先

烈都曾在这里战斗过，留下了大量珍

贵的历史文物和资料。

近年来，石塘镇党委、政府充分挖

掘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将古色与红

色充分融合，紧扣红色主题，统筹各类

项目，推动古镇建设出新出彩。“红歌

《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由石塘乡贤姚

筱舟作词的，为此我们积极挖掘其创

作心路历程，打造姚筱舟纪念馆；深挖

石塘籍104岁老红军冯品荣的故事，建

设冯品荣事迹陈列馆；记述在石塘战

斗过的开国大将张云逸等27位红色名

人的生平事迹，打造红色名人馆等。”

吴兴平说，该镇利用石塘村入选全国

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的契机，打

造了集教育、会务、展览、互动体验、特

色产品展卖等功能于一体的红色教育

服务中心，借势聚力打造了纪念碑广

场、同心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

铁军广场等“四场六馆”。

按照“山歌唱响，红古石塘”旅游

发展思路，石塘镇推出了“游古镇、缅

先烈、诵家书、听故事、忆整编、赏纸

艺、品军魂、唱山歌、温誓词、走驿道”

系列红色教育套餐，绘就了红色炽热、

古色绵长的秀美乡村画卷。“利用中国

传统村落保护资金项目 1678 万元，对

石塘古建筑进行修缮和布展，保持历

史原貌和古建特色，完善游客服务中

心和停车场等基础服务设施，形成‘在

历史的发生地感受历史’的特色主

题。”吴兴平介绍，该镇还围绕“环境

美、生活美、人文美、产业美、治理美”

的目标，积极争取各级项目资金共计1
亿余元，下大气力打造美丽集镇。

乡村美了，游客来了，红色石塘

知名度不断攀升。去年以来，仅旅游

团体、研学团队就达 400 余个，累计

3.5 万余人次。“旺季的时候，我们一

天接待 20 多个旅游团，高峰时期游

客近千人次。如今，村里新开了不少

农家乐，村民种养的农产品还可以在

家门口售卖。”石塘村党支部书记郑

先平说，旅游的兴起让 200 余名村民

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年人均增收超

过 5000 元。 （下转第3版）

短 评
千年古镇，历史与文化相融；千

年古镇，传统与现代并存；千年古镇，

红色与古色让文旅融合更紧密。在

加快打造乡村振兴示范镇、美丽集

镇、特色小镇的路上，千年古镇石塘

正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再唱山歌给

党听！

古 镇 新 韵
本报记者 吕玉玺 文/图

6 月 8 日，在石塘镇姚筱舟纪念馆，铅山县石塘中心小学学生正在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王景萍）6 月

11 日 ，全 国 首 个 古 陶 瓷 基 因 库 ——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

博物院正式揭牌。景德镇御窑博物

院宣布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故宫

博物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

所等院校机构共建古陶瓷基因库。

千年瓷都景德镇是世界古代制

瓷 业 集 大 成 者 。 中 国 瓷 文 化 的 鼎

盛 ，在 西 方 形 成 了 小 写“china”为 瓷

器 、大 写“China”为 中 国 的 独 特 现

象。以御窑遗址为核心的景德镇瓷

文 化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历 史 、科 学 和 艺 术 价 值 。 景 德 镇

陶 瓷 历 史 遗 存 丰 富 。 自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以 来 ，景 德 镇 御 窑 博 物 院 及

其 前 身 景 德 镇 市 陶 瓷 考 古 研 究 所 ，

在 数 十 年 的 考 古 工 作 中 ，出 土 了 海

量的晚唐至民国时期的窑业标本和

其 他 丰 富 的 文 化 遗 存 ，其 中 明 清 御

窑瓷片占比较大。标本的出土地点

明 确 、地 层 清 晰 、品 类 丰 富 ，相 关 数

据极具权威性。

据介绍，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正

式揭牌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等计划

用 1年半左右的时间，入库近万件明代

御窑基因标本，之后用 3 至 5 年时间完

成景德镇历年考古出土标本的基因入

库工作。与此同时，采集有关基因标

本的各项信息，建设开放型的共建共

享数据库。最终通过数字技术，构建

起可用于陈列展示、文物保护及 3D 打

印的精细化模型， （下转第3版）

全国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亮相景德镇

传承“china”基因 传递“China”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