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强联合 唱响“两镇”文旅品牌

去 年 以 来 ，黄 洲 镇 按 照 安 义 县

委、县政府“工业强县、产业兴县”的

部 署 ，坚 持 大 开 放 主 战 略 ，综 合 实 力

量质齐升。2021 年，该镇经济指标全

线 飘 红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达 7793.9 万

元 ，500 万 元 以 上 项 目 的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达 9.5 亿 元 ，工 业 固 投 达 7.08 亿

元。近年来，该镇先后引进了安义盈

创小微创业园、睿佳纺织、春阳门窗、

紫霄纳米、金进果现代农业示范园等

十余个重大重点项目，为黄洲镇加快

构 建 新 兴 现 代 产 业 体 系 注 入 了 更 多

的内生动力。

黄洲镇生态资源禀赋优越，境内

空气清新、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水网

密布，境内森林覆盖率达 72.3%，可开

发的林、旱地达 5 万亩，为发展无公害

果蔬、花卉、苗木、绿色食品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优势。

绿色是黄洲的底色，绿色农产品

更是黄洲品牌之一，该镇还是享誉省

内 外 的“ 马 蹄（荸 荠）之 乡 ”“ 米 粉 之

乡”。2008 年，该镇被评为“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镇”，形成了新福的翠冠梨、

塘下的花卉苗木、茅店的手工米粉、圳

溪的荸荠、南果的水产、黄洲的蔬菜等

六大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水产养殖基

地，产品以质优量大而闻名。此外，该

镇还建有林涛、锦茂、尚林等六大花卉

苗木基地。

突出生态优势，孕育了特色明显

的产业。如今，黄洲的 14 个村组已经

完成了 240亩村庄果园化建设，使百亩

黄桃、千亩翠冠梨的产业布局有了发

展承载的平台。另外，300 亩果业基地

米粉小镇二期桃园以及茅店小赤橘园

示范点等项目的高效完成，也让全镇

特色产业发展生机蓬勃。

2021 年，镇金果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新福合作社均获评“国家级农民

合作社示范社”，南昌金进果粮油有限

公司获评“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

地 ”“ 全 国 巾 帼 现 代 农 业 科 技 示 范 基

地”，茅店村还入选了江西省第三批省

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名录。

果业丰收，米粉“爆红”。黄洲非

遗手工米粉千年相传，成为了当地百

姓致富的法宝。2021 年 12 月，黄洲镇

打造了茅店村米粉小镇二期项目，米

粉博物馆、万方圆米粉品牌店、非遗手

工作坊、许愿树广场，以及点缀其中的

各类花果苗木，将赏、食、游、乐等文旅

元素汇聚于此，成为了南昌“驴友圈”

必去的打卡点。

产业富民 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香梨甜美马蹄肥，米粉飘香草木

翠 。 盛 夏 时 节 ，走 进 黄 洲 镇 ，稻 田 金

黄，瓜果飘香。每年 7 月初，香梨和米

粉旅游文化活动都会如约而至，成为

当地的盛事。

如今，“米粉小镇”和“香梨小镇”

两大特色旅游品牌已经成为该镇两张

亮丽的新名片。7 月 9 日上午，由安义

县文广新旅局、黄洲镇人民政府主办

的 2022 年香梨节暨米粉小镇嘉年华活

动拉开序幕，县全域旅游指挥部的全

体成员一同见证了活动的盛况。这条

“ 春 赏 花 、夏 品 果 、四 季 尝 米 粉 ”的 特

色旅游线路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活

动吸引了 300 余名外地游客来到梨园

基地观光、采摘，旅游品牌得到进一步

提升。

据 悉 ，香 梨 小 镇 主 栽 品 种 翠 冠

梨，属于江西省“名优特新”品种。依

托“ 政 府 引 导 、村 集 体 主 导 、村 民 参

与 ”的 模 式 ，黄 洲 镇 成 立 了 新 福 果 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打破了原来单纯种

植 农 业 产 品 再 外 销 的 模 式 ，采 取“ 香

梨+旅 游 节 ”的 模 式 ，引 导 村 民 共 同

参 与 村 集 体 发 展 ，通 过 举 行 观 果 、尝

果 、表 演 、采 摘 、体 验 等 活 动 ，探 索 出

一 条“ 农 文 旅 ”等 多 元 素 融 合 发 展 的

新路径。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近

年来，黄洲镇依托特色农副产品产业

优势，紧抓“米粉小镇”和“香梨小镇”

两大特色旅游品牌，以农业产业为基

础，以文化旅游为平台，优布局、增业

态、拓功能，不断加快农旅融合步伐。

该镇还通过举办宗山米粉文化节、宗

山米粉小镇抖音大赛等活动，助力安

义全域旅游发展，也实实在在地带动

了农民创业增收。

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黄洲

的 文 明 新 风 。 结 合 古 墟 盛 会 文 化 活

动，该镇因地制宜加强了“三风”建设

的宣传和推广，“家风正则民风和 民

风和则社风清”的文明风尚深入人心。

同时，该镇还充分发动群众，策划

和筹办了“最美身边好人”评选表彰活

动，围绕“环境影响人、好人带动人、后

进变先进”的目标，选树和宣传“事迹

感染人、品质引领人、精神激励人”的

基层先进典型，形成“弘扬最美、学习

最 美 、争 当 最 美 ”的 社 会 新 风 尚 。 如

今，该活动已成为了全镇特有的文化

活动品牌。

为更好地服务民生，黄洲镇创立

了“三访三线”工作法，开通了“有事

找 书 记 ”民 生 专 线 ，由 此 民 声 传 递 畅

通无阻；《干部作风负面清单三十条》

让全镇党员干部作风更加扎实、严管

厚爱的氛围更浓厚；该镇还持续开展

“比学赶超三个一”活动，镇党委每半

年对村级一巡查、每季度对干部一考

评 、每 年 度 对 班 子 成 员 一 考 核 ，营 造

了基层干部踏实的工作作风。今年 5
月 ，黄 洲 村 党 支 部 入 选“全 省 乡 村 振

兴模范党组织”。

黄洲镇坚持党政同责、党政同抓，

围绕“治理有效”做足文章，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为依托，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持续开展内涵丰富的

基层治理工作，牢牢压实安全生产、疫

情防控等工作责任，实现了“零失控、

零非访、零群体事件、零安全事故”“群

众获得感高、幸福感高、安全感高”的

“四零三高”目标。

近 年 来 ，黄 洲 镇 通 过 持 续 完 善

“有事来说”基层民主协商平台、“综

治银行”“综治哨所”建设，选优配强

村 级 网 格 员 、调 解 员 队 伍 ，大 力 开 展

综治维稳、平安创建和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等工作，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健

康 平 稳,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日 益 提 高 。

2021 年 ，黄 洲 镇 获 得 了“南 昌 市 依 法

治理先进单位”“南昌市信访工作‘三

无’乡镇”等称号。

党建引领 绽放新时代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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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魅 力 乡 镇 风 采 展 示 MeiLi
XiangZhen

南潦河畔，青山绿水环抱之间的安义县西

大门——黄洲镇显得格外美丽。

黄洲镇距离安义县城中心区 13 公里，全镇

人口 2 万余人，面积 62.6 平方公里，是赣西北一

座区位优、生态好、历史悠久、产业蓬勃的乡镇，

昌铜高速穿镇而过，南潦河水贯穿全境，南与奉

新 县 宋 埠 镇 隔 河 相 望 ，西 与 奉 新 县 干 洲 镇 接

壤。当地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民风淳朴，

环境优美，治安稳定，土特产丰富，被誉为“南潦

明珠”。该镇先后获评“国家级生态乡镇”“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镇”等称号。

黄洲镇历史文化悠久。黄洲古为荒洲，因

黄姓后裔定居于此，故称黄洲。自古以来，黄洲

就是群英荟萃、名人辈出之地。北宋时期有大

诗人黄庭坚的四个外甥——“豫章四洪”洪朋、

洪刍、洪炎、洪羽四兄弟，均以诗书闻名。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为期三天的“打黄家

洲”活动，经过千年传唱，如今已经成为融“赏、

游、观、行”等历史文脉为一体的古墟盛会，彰显

出当地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

黄洲镇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安黄二级公路

直达镇政府所在地，昌铜高速穿镇而过。黄洲

至石鼻高速连接线——兴黄公路将该镇纳入了

南昌半小时经济圈，从集镇出发五分钟可上昌

铜高速石鼻互通，半小时可达南昌市区以及靖

安、奉新等接壤县。

2021 年以来，黄洲镇紧紧围绕安义县拼争

“四个第一”、建设“五个新安义”发展目标，确立

了唱响党建引领、农旅融合、生态宜居“三大品

牌”，实施产业兴旺、招优引强、环境提升、民生

改善、固本强基“五大行动”，谋划出农旅融合

镇、现代职教镇、生态精致镇、和谐文明镇及乡

村振兴全域先行示范区“四镇一区”的发展战

略，一幅“产业强、生态美、百姓富、干劲足”的乡

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走 进 黄 洲 集 镇 ，只 见 美 观 的 墙

体 、镂 空 的 立 柱 、干 净 宽 敞 的 柏 油

路、整齐划一的店面招牌，现代与仿

古 建 筑 相 结 合 的 新 集 镇 面 貌 ，让 游

客耳目一新。

黄 洲 镇 的 老 街 原 先 被 称 作“ 荒

街 ”，到 处 是 垃 圾 ，路 面 泥 泞 不 堪 。

今年 4 月以来，黄洲镇启动了“古韵

黄洲 幸福街上”集镇整体提升改造

项目，按照“新街新做、老街老做”的

原则，重点实施市政管网、建筑改造

及修缮、公共空间及景观提升、文化

植入等四大专项提升工程。经过短

短 2 个月的整治，多年的“脏乱差”环

境 发 生 了 大 变 样 。 如 今 ，新 修 建 的

产业广场与全面翻新的柏油路交相

呼 应 ，成 了 镇 里 的 一 道 风 景 线 。“ 以

前 的 水 泥 路 破 烂 不 堪 ，下 雨 天 到 处

是泥水，现在环境改善了，镇上的路

好走多了。”在镇上生活了几十年的

张大爷感慨地说。

黄洲镇按照“天上地下同步、内

部外部兼修”的原则，铺设了千余米

污 水 管 网 ，新 建 了 雨 污 分 流 等 工 程

设 施 ，实 现 了 整 个 集 镇 地 下 工 程 的

全 覆 盖 ，大 大 改 善 了 集 镇 的 基 础 功

能 。“ 前 段 时 间 的 大 雨 天 气 ，也 是 对

我 们 工 程 质 量 的 一 次 考 验 ，最 终 没

有一个地方发生积水现象。”该镇主要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黄洲镇还将集镇两旁的人行道翻修，统一换

成了新型 环 保 透 水 沥 青 路 面 ，让 集 镇 的 功 能 实 现“ 蝶 变 ”；

原本乱搭乱牵的近千米弱电低压线全部入地，减少了百姓

生 活 安 全 隐 患 ；通 过 新 装 沿 街 仿 古 式 路 灯 和 照明设施，提

升优化了照明系统，扮亮了集镇夜景，让集镇的夜晚别有一

番风味……

据悉，该镇的西庄精品村建设、集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兴黄公路提升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西庄精品村一期、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站、口头余家至龙头岗、米粉小镇至香梨小

镇道路改造提升等民生工程的完工，让当地乡村品质迈上

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作为中国（南昌）现代职教城项目建

设的主阵地，随着项目的快速推进，黄洲发展前景无限、未

来可期。

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民生和谐。如今的黄洲，在党建

引领下，生态文明与千年文脉交相辉映，村民依托特色产业

实现了增收致富。这颗生机盎然的“南潦明珠”，在赣鄱大

地上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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