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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行助力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之二 金融支持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
近日，一名年轻的王姓小伙在农行宜

春 经 开 支 行 办 理 了 一 笔 新 能 源 汽 车 贷

款。他开心地说：“现在新能源车卖得可

火了，我提车都等了几个月，锂电池技术

的突破，新能源车充一次电能续航 400 多

公 里 。”当 前 ，在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目 标 引 领

下 ，全 国 锂 电 新 能 源 产 业 迎 来 黄 金 机 遇

期 。 宜 春 ，因 坐 拥 丰 富 的 含 锂 瓷 土 矿 资

源，被誉为“亚洲锂都”，经过 10 多年发展，

已形成了碳酸锂、正负极材料、隔膜、铝塑

膜、锂电池等各个环节完整的产业链。尤

其是近年来，宜春市委、市政府举全市之

力做强新能源首位产业，引入了一批新能

源头部企业，推动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优

势、发展优势，锂电产业发展呈现欣欣向

荣景象。

“公司这几年成功摆脱了困境，逐步

迈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江特电机董事

长胡春晖说。江特电机自成立之初就以

电机生产为主，致力于特殊、专用、高技术

含量、高附加值电机产品的研发和销售，

产品技术含量高，品种规格全，已成功开

发了近 50 个系列、3000 多个型号规格品种

的电机产品。随着企业经营不断壮大，江

特电机逐步向新能源汽车、锂电等多元化

产业转型。前几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

整体低迷，碳酸锂价格跌至冰点，公司因

市 场 环 境 、疫 情 反 复 等 原 因 导 致 经 营 不

善，被深交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胡春

晖感慨道：“当时企业可谓命悬一线，幸亏

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农行宜春分行作

为债务优化银团主办行，牵头各家金融机

构在三年内不抽贷、不断贷，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才让我们获得生机。”在经营管理

层不懈的努力下，江特电机剥离了新能源

汽 车 等 亏 损 资 产 ，目 前 公 司 正 全 力 打 造

“智能电机+锂”双引擎产业，迈向百亿营

收新征程。

今年以来，农行宜春分行深入贯彻落

实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服务“碳达峰、碳中

和”战略目标，以增加绿色金融有效供给为

主线，以服务绿色金融六类主要客群为重

点，高质量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截至 6
月末，该分行绿色信贷贷款余额 48.6亿元，

比年初净增 15.38亿元，增速达 58.4%，高于

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48.4 个百分点，有力地

支持了宜春市锂电新能源、光伏、水电等清

洁能源等领域建设发展。 （涂 城）

新建区督促解决企业用工难题
为推动解决企业用工难题，近日，新建区纪委监委派驻区

人社局纪检监察组联合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和区劳动监察大

队成立专项督查组，到企业一线开展专项督查检查。

督查组对全区的 28 家人力资源企业进行“起底”，聚焦违

规收取中介费用、哄抬劳务中介费及强迫劳动违法犯罪行为

等问题进行查处，并督促职能部门尽快出台整改措施。

督查组还对新建经开区的 111 家用人企业进行大摸底，

调研企业招工难现象及问题原因，针对 70 家缺工企业反映的

相关问题诉求，形成工作台账，并及时向职能部门反馈，督促

职能部门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收集用工企业和个体户信息，在

就业供需一体化云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同时，督查组还对就

业困难的农民工进行摸底调查，并要求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通过打通供需对接渠道，同步化解“就业难”

和“用工难”。

“针对前期发现的问题，我们将跟踪督导有关职能部门及

时整改，切实畅通用工渠道，提升服务水平，尽可能防范和避

免我区企业出现‘用工难’的现象。”驻区人社局纪检监察组相

关负责人表示。 （姜钦祺）

盛夏时节，位于鄱阳湖边的余干县迎来一年中

最为繁忙的“双抢”季。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

农时，85.3 万亩早稻收割与晚稻种植同步推进。今

年，该县早稻产量超过 35万吨，实现了丰产丰收。

作为“江西粮仓”、全国产粮大县，余干县近年来

通过全面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决

扛起粮食主产县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努力

推动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保护好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余干县全力做好稳

定耕地面积的工作，夯实“藏粮于地”的基础。

在九龙镇九街村，一个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

旱能灌、涝能排的千亩高标准农田让人眼前一亮。

农田里，晚稻禾苗已返青，在夏日的阳光下焕发勃勃

生机。然而，前几年这里的部分地块还处于旱涝不

保、一年只能种一季稻的状态。

“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后，耕地的质量明显提

升，农田成块有利于机械化操作，平均亩产提高了

100 余公斤。”种粮大户尹郭爱说，今年早稻丰收，他

种植水稻 1000余亩，单季纯收入超 30万元。

九街村耕地状况的变化，是余干县实施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升耕地品质的一个缩影。该县夯实粮

食生产根基，持续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共建成高标准

农田 98 万余亩，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努力让每一

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让农民

抢着种田，是对耕地最好的保护，也是实现藏粮于地

的基础。”九龙镇党委书记朱军锐说。

稳定的耕地面积，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余

干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

度，牢牢守住全县 108.7 万亩耕地红线。持续强化耕

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对违法占用耕地

零容忍，全面落实耕地保护责任，确保耕地保有量和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严格执

行耕地用途管制，坚决制止新增耕地“非农化”行为，

实现保住耕地、用好耕地、养壮耕地，为粮食丰收保

驾护航。

把“藏粮于技”落实到位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粮食生产能力，确保

需要时能产得出、供得上。这就要求我们守住耕地

红线，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把农田水利搞上去，把

现代种业、农业机械等技术装备水平提上来，真正把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

7 月 21 日，记者在康山垦殖场大湖口分场看到，

农机手正驾驶联合收割机在稻田中驰骋。“一台收割

机 15 分钟可以割一亩稻子，几台同时作业，一天能收

割 200 余亩。”种粮大户何爱平说，他今年种植早稻

580亩，两天就收割完，确保了晚稻栽插、不误农时。

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今年，余干县的

早稻机收率达 99.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平均亩产

超过 410公斤。

“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高低对粮食生产的好坏，起

到了极大的作用。”余干县农业农村局农机股股长潘

亚平介绍，今年该县投入 4000 余台机器进行收割工

作，确保夏收顺利完成，同时将机收的折损率控制在

2%以内，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损耗。

落实“藏粮于技”，关键在于珍惜资源，依靠科技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余干县坚持用科技赋能粮食生

产，通过加强农技培训、推广测土配方和农机使用、

做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等措施，着力抓好水稻绿色

高质高效行动项目实施。同时，以技术为先导，逐步

打通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瓶颈，降低粮食生产成

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稳定种粮收益。

“我们主推优质稻‘三控’抗倒绿色节本增效技

术、‘两优一增’壮秆保优标准化栽培技术及全程机

械化绿色高效种植技术，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

动，推进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示范与应用，促进现

代农业快速发展。”潘业平说，该县有农机设备 6 万余

台套，2021 年的水稻综合机械化率达 84.11%，农民种

粮亩均单产稳中有升。

让种粮农民真正得实惠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其积极性关系到粮食持

续稳定增产和粮食安全。只有千方百计地保护和提高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才能稳住粮食生产的大好形势。

何爱平跟记者算了一笔账：早稻亩产 550 公斤湿

稻谷，每公斤 2.24 元，每亩收入 1232 元，除掉成本每

亩可赚 267 元。“今年增加了化肥补贴，加上种粮补

贴，我种的 580亩早稻可实现净利润 18万多元。”何爱

平说，一方面，种粮能挣钱，得益于农田实施了高标

准建设，便于机械化生产，种粮成本降了；另一方面，

国家政策持续向好，今年的早稻最低收购价每公斤

涨了 0.04 元，惠农补贴也越来越多。明年，他还想多

流转一些土地，继续增加种粮面积。

“稳定粮食生产，关键要让种粮农民能赚钱、多

获利。为此，我们多渠道健全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

制，将支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到实处，让种粮农民真正

得实惠。”余干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郑嘉鉴表示，该县

还通过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农民种植，采取“企业+农

户”模式，推广订单农业，进一步降低农民种粮风险。

今年，余干县已发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2778 万元、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12 亿元，及时缓解了

农资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有效激发了农民的种粮

积极性。

风吹稻浪熟 新粮喜归仓
——余干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吕玉玺

本报进贤讯 （记者林雍、钟珊珊）近日，

在进贤县钟陵乡一处高标准农田内，一台台

收割机正在稻田内驰骋穿梭，装运车紧随其

后有序作业，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劳作

的景象，这是进贤县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后

迎来的首个丰收季节。

据了解，钟陵乡今年将蔡坊、茶园、贤坊

等 7 个村（社区）纳入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项

目，农田改造面积超过 1万亩。经过高标准改

造的农田“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土地流

转价格每亩可提升 100 元。此外，通过改良种

植品种，亩均粮食产量预计可提高 10%以上，

增收超过 15%。“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能够改

善农业生态环境，还能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钟陵乡农技人员告诉记者，“通过推广应

用新品种、新技术，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病虫

害统防统治，能够大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

高土地产出率，推动土地流转。”

本报宜春讯 （记者胡勇飞 通讯员徐晨）

“双抢”期间，宜春市袁州区新田镇新田村种

粮大户彭烈日开着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

梭，收割早稻。“我今年承包了 2600 多亩稻田，

现 在 收 粮 政 策 好 ，肯 定 能 有 一 个 不 错 的 收

成。”彭烈日兴奋地说。

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袁州区多措并举全

力做好早稻收购。该区今年投入2000余万元，

新建粮食储备库，创新储备机制，加强储备粮轮

换管理和库存监管，确保完成增储任务。同时，

积极打造赣西粮食物流园，构建现代应急配送

体系，建立“产、购、储、加、销”一体化流通新模

式，进一步提升粮食仓储能力、粮油储备水平和

流通能力。此外，该区还加强对粮食收购、库

存、出库等各环节的监管。目前，全区粮食总库

存、油脂总库存等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

进贤高标准农田迎来丰收季

袁州区为早稻收购保驾护航

▼7 月 23 日，在万载

县高村镇高村村，一台覆

膜插秧机在进行可降解

膜有机水稻机插。今年，

农业农村部在江西省试

点可降解膜有机水稻机

插覆膜技术，达到节本增

效、增产增收效果。

特约通讯员 邓龙华摄

▼ 吉 水 县

今 年 早 稻 喜 获

丰收，7 月 27 日，

该 县 朱 山 国 家

粮 食 储 备 库 职

工 正 在 收 储 夏

粮入库。

特约通讯员

廖 敏摄

▶8 月 7 日，

在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沙 河 镇 杨 仙

岭梯田里，村民

忙着晚稻抛秧，

勾 勒 出 一 幅 忙

种秋景图。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柴桑区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九江讯 （记者周亚婧 通讯员张金玲）8 月 2 日早上，

位于九江市柴桑区的九江高铁枢纽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工人

正抓紧时间工作着。为了让工人在高温天气下安全施工，施

工方采取“做两头、歇中间”方式，避免高温时段露天作业，在

确保安全稳定的基础上，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这是柴桑区各大项目建设快速推进的一个

缩影。

今年以来，柴桑区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

坚持把重大项目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完善重大项目推进机

制，全区上下齐抓共管，确保项目天天有进展、周周有变化、

月月有形象。同时，加强项目监管，严把工程质量，跟进服务

保障，将项目推进与考核奖惩相结合，让项目大会战各项机

制运行畅通，真正做到“一盘棋”。目前，该区 162 个省市重大

项目中，开工项目有 117个，竣工投产项目有 37个。

项目为王引领经济加速跑
本报铅山讯 （通讯员杨扬、杨沁）近年来，铅山县汪二镇

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全力上项目、搞服务、强工业、增税收，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推动镇域经济健

康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实现财政收入 2261 万元，同比增

长 57.18%。

该镇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全方位有的放矢地

开展招商，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该镇建成投产

和在建项目 21 个，总投资额达 9.5 亿元；签约未开工和在谈成

熟项目 7个，总投资额达 11.2亿元。

为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达产、早见效，该镇一方面按照

“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工作机制，党政

主要领导项目一线办公、现场解决难题，分管领导包片领衔

重大项目、现场实地督导。另一方面，以开工时间倒逼报批

进度，优化工作流程。该镇还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意识，做到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共解决项目引进落地、建设过程中的

问题 23个，确保项目按时顺利建成投产。

九江积极营造良好创业贷款环境
本报九江讯 （凌瀚 通讯员孔颖）“没想到，现在直接在

窗口就能办理，真是太方便了。”蒋琼在九江市经营一家造型

工作室，近期有意扩大生意规模，需要资金周转。她带齐资

料来到九江市政务服务中心就业创业综合窗口办理，不一会

儿，贷款申请就成功受理了。

受理创业贷款是九江市就业创业中心的一项业务。为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创业支持力度，6月底，九江市政务服

务中心将受理创业贷款业务纳入就业创业综合窗口，做到创业

贷款申请、流动人员档案管理、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和就业困难

人员社保补贴申领等就业创业事项一窗通办、群众就业创业事

项一次性办。同时，加大窗口工作人员培训力度，实现创业者

只跑一次、贷款业务一次性受理。此外，工作人员还提供上门

审核服务，为创业者营造良好创业贷款环境。自该业务进驻九

江市政务服务中心以来，已受理创业贷款73笔。

新余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速全省第二
本报新余讯 （记者邹宇波 通讯员熊伶）8 月 1 日，记者从

新余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新余市外贸取得了较好成绩，全

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184.3 亿元，同比增长 84.3%，高出全国平

均水平 74.9个百分点，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44.3个百分点，增速

列全省第二。

今年以来，新余市进出口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外贸经营

主体活力持续激发，各类企业进出口均实现增长。为推动外

贸高质量发展，新余海关切实提高通关效率，进出口整体通

关时间分别为 13.07 小时、0.39 小时，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指

导企业用足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累计签发原产地证书 937
份，签证金额达 47.3 亿元。同时，围绕“2+4+N”产业发展战

略，支持锂电、钢铁两大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锂电产

业进出口总值达 113.9 亿元、同比增长 346.3%；钢铁产业进出

口达 453.6万吨、同比增长 25.9%。

近日，位于分宜县钤西街道青山社区的鑫凯服饰生产车

间，一名女工正在缝制冲锋衣。当地引进劳动密集型服装企

业，带动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