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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蜗牛卵，得慢慢把它们分

出来放到另外的地方去孵化。”8 月 12
日，记者来到湖口县流芳乡的蜗牛养殖

基地，基地聘请的村民正细心地将蜗牛

卵从土里分离出来。

“ 我 们 公 司 主 要 做 蜗 牛 养 殖 与 深

加工。得知流芳乡豆制品产业园有可

供 蜗 牛 食 用 的 豆 渣 ，为 了 降 低 生 产 成

本 ，我 们 就 在 豆 制 品 厂 附 近 设 立 蜗 牛

养殖基地。”基地负责人袁园向记者介

绍，基地养殖的蜗牛叫白玉蜗牛，它浑

身上下都是宝：蜗牛壳富含钙质，可以

作为饲料原料；蜗牛肉味道鲜美，高蛋

白 、低 脂 肪 ；蜗 牛 黏 液 是 化 妆 品 的 原

料 ；蜗 牛 粪 便 是 较 好 的 有 机 肥 。 白 玉

蜗牛生长周期一般在 4 个月左右，一年

可以养殖 3 批次，长到 35 至 40 克就可

以上市销售。

记者在养殖基地看到，几百平方米

的厂房内，放置着 2 米多高的水泥架子，

每个架子从上到下排满了一个个抽屉，

每个抽屉里面约有 200 只刚孵化出来的

小蜗牛。尽管室外艳阳高照，室内却有

丝丝凉意。“蜗牛喜欢阴凉潮湿的环境，

对温度的要求更高。”正在逐箱检查蜗

牛长势的村民周四菊乐呵呵地告诉记

者，在这干活收入不错，每个月有 2000
多元。

“我们采取村集体与企业合作的形

式养殖，等到集体产业见效了，再向农

户 推 广 ，为 村 民 增 收 闯 出 了 一 条 新 路

子。”流芳乡副乡长余怿告诉记者。

养殖小蜗牛 增收有新路
本报记者 蔡颖辉

立 秋 之 后 ，不 少 中 药 材 进 入 最 佳

采 收 期 。 近 日 ，记 者 走 进 宜 春 市 袁 州

区金瑞镇院前村金前农林合作社的药

材 基 地 ，只 见 十 多 名 头 戴 草 帽 的 村 民

在忙着采收吴茱萸。秋风中弥漫着沁

人 心 脾 的 药 香 ，村 民 脸 上 洋 溢 着 丰 收

的喜悦。

“ 吴 茱 萸 性 热 味 苦 辛 ，有 散 寒 止

痛 、疏 肝 下 气 等 作 用 ，颇 受 养 生 者 喜

爱 。 加 上 这 里 良 好 的 区 位 优 势 和 自

然 生 态 ，种 出 的 吴 茱 萸 品 质 好 ，十 分

畅 销 。”基 地 负 责 人 黄 莉 介 绍 ，“ 采 摘

好 的 吴 茱 萸 经 过 晾 晒、碾 磨、装 袋 后 ，

药 材 经 销 商 就 会 上 门 收 购 。”她 笑 着

说 ，今 年 吴 茱 萸 的 收 成 好 于 去 年 ，按

市场价每公斤 60 元计算，预计收入近

12 万元。

院 前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易 国 辉 介 绍 ，

院前村地处丰顶山脚下，田地贫瘠，大

部 分 村 民 外 出 务 工 ，田 地 撂 荒 严 重 。

2018 年 ，村 里 以“ 党 支 部+合 作 社+农

户”的模式成立金前农林合作社，因地

制 宜 发 展 中 药 材 种 植 产 业 ，既 解 决 了

村 民 的 就 业 问 题 ，又 增 加 了 村 集 体 经

济收入。

目 前 ，基 地 里 各 种 中 药 材 遍 地 开

花：种植吴茱萸 280 亩、黄蜀葵 100 亩、

前胡 50 亩、太子参 90 亩，去年为村集体

带 来 收 入 16 万 元 ，今 年 预 计 将 近 30
万元。

中药材种植，也让当地不少闲散劳

动力有了务工的好去处。村民高叙安

一 边 把 摘 好 的 吴 茱 萸 称 重 登 记 ，一 边

说：“今天摘了 100 公斤，一年下来能赚

到一两万元。”

像高叙安一样，每天来基地干活的

村民不在少数。“今年基地的中药材长

势喜人，市场行情也比较好，在这里务

工的村民一天平均工资有 100 多元，大

家积极性很高。常年在基地务工的村

民就有 10 多人，赶上抢种抢收时有 30
多人。”黄莉说。

今年 50 岁的晏春根是常年在基地

务工的村民之一。“这些中药材平时都

需要养护，只有养得好，来年收成才会

更好。”晏春根告诉记者，他已经在基地

工作近 3 年了，每个月固定领到 2000 元

的工资，年底还有分红。

如 今 ，中 药 材 种 植 逐 渐 成 为 院 前

村村民增收、农业增效的优质产业，村

民见到了效益、尝到了甜头，日子越过

越好。

种下中药材 开出“致富方”
徐 晨 侯艺松

新干“干部夜校”
帮群众排忧解难

本报新干讯 （记者李歆 通讯员罗小群）“你放心，我们

一定帮你解决黄瓜销售难这个问题。”日前，新干县麦 镇隋

岗村党支部在“干部夜校”志愿服务走访中，了解到蔬菜种植

户杨龙孙种植的 18 亩黄瓜滞销严重。村党支部书记李冬兰

立即联系县城一家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批发商，帮助杨龙孙

销售黄瓜 3000 多斤。

为让乡镇干部安心“住读”，从今年 3 月起，新干县在全县

乡镇街道举办“干部夜校”，在打造干部学习理论、交流经验、

提升技能“晚间课堂”的同时，组织干部利用晚上深入群众家

中，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开展零距离志愿服务行动，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并积极倾听村组村民呼声，将矛盾化

解在基层。截至目前，该县已涌现出麦 “身边夜讲堂”、荷

浦“荷夜讲堂”、界埠“夜间微课堂”、三湖“晚间 700”等一批结

合实际、独具地域特色的“夜课堂”。通过“干部夜校”开展志

愿服务 101 次，参与干部 3031 人次，化解矛盾纠纷 109 起，解

决各类难题 165 件。

8 月 20 日，无人机航拍下的南昌县冈上镇，飞驰而过的列

车与乡村美景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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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山镇拼搏三季度奠定全年胜
7 月以来，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在队伍建设、环境优

化、项目推进三个方向精准发力，不断锐意进取，以攻坚之势

“拼搏三季度、奠定全年胜”，强力助推青山湖区经济发展提速

提质提效。

该镇依托“1+5+2”重点工作推进机制，由党政领导安排

园区内项目的推进和谋划，定期听取项目进展汇报，细化任

务，抓好各项经济指标运行调度落实。全镇各部门之间强化

统筹协调，积极争取用地指标、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确保

招引的重大项目顺利落地。

该镇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泛开展“云招商”，通过“云

洽谈”的方式与目标企业进行沟通与交流，通过项目“云包装”

向企业详细介绍优惠政策、营商环境及区位优势等。同时，该

镇广泛搜集招商线索，深入研判企业项目落地发展可行性，精

准锁定招商目标企业，以“政府+企业”的全新运行模式，实现

由传统政府招商转变为市场化招商的“大招商”格局。该镇还

在加大落实惠企政策的同时，畅通网上渠道，及时深入了解企

业发展中的困难及问题，仔细听取企业意见建议。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该镇集中力量主攻优势

主导产业，依托丰富的资源，积极培育镇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和

爆发点，壮大镇域经济的规模和体量。在项目建设中，该镇坚持

优化存量和扩大增量两手抓，建专班、赛进度、保要素、强督导，

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该镇今年共有 33个重

大重点项目，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 42.93亿元，占全年计划投资

的67%。目前，这批重大重点项目进展进一步加快。 （徐子欣）

8 月 15 日，江西昊方铝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将一面写有“工作快捷高效、服务热

情周到”的锦旗送到宜丰县自然资源局不

动产登记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手中，对不动

产登记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表示感

谢，并高度赞扬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态度

好、工作效率高。

8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左右，江西昊方铝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在宜丰县自然资源局

不动产登记窗口向工作人员询问厂房首

次登记的办理流程，窗口工作人员经过询

问得知，该公司因扩大生产，新建厂房急

需尽快投入使用，急需办理 12 幢厂房首次

登记手续，且迫切希望当天能办下来。

听 到 企 业 家 的 诉 求 后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不 动 产 登 记 中 心 立 即 安 排 专 人 主 动

对 接 该 企 业 负 责 人 ，为 其 开 启 绿 色 通

道 。 一 方 面 指 派 负 责 权 籍 的 工 作 人 员

立 即 与 该 企 业 负 责 人 前 往 现 场 ，进 行 厂

房 坐 落 勘 查 ；另 一 方 面 指 派 负 责 受 理 的

窗 口 工 作 人 员 帮 助 其 整 理 材 料 ，查 缺 补

漏 ，及 时 纠 正 。 为 了 帮 助 该 企 业 尽 快 办

好 此 事 ，审 核 人 员 特 意 为 其 提 供 延 时 服

务 。 经 过 受 理 、审 核 再 到 出 证 等 环 节 ，

短 短 几 个 小 时 ，该 企 业 负 责 人 就 如 愿 以

偿 领 到 了 12 本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 高 效 快

捷 的 服 务 效 率 让 他 对 不 动 产 登 记 中 心

竖起了大拇指。

今 年 以 来 ，宜 丰 县 以 抓 落 实 活 动

年 为 契 机 ，结 合“ 拉 升 标 杆 跑 起 来 ”大

讨 论 活 动 ，深 入 推 进 营 商 环 境 优 化 升

级“ 一 号 改 革 工 程 ”，该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不 动 产 登 记 中 心 持 续 优 化 登 记 财 产 营

商 环 境 ，拉 升“ 不 动 产 登 记 便 利 度 ”这

个 标 杆 ，助 力 打 造“ 宜 速 办 ”营 商 环 境

品 牌 。 （罗 霄 毛 峰）

开启绿色通道 提升办理效率

宜丰“宜速办”营商品牌惠企利民

丹江街道绘就城乡融合新画卷
初秋的艳阳下，在萍乡市安源区丹江街道丹江村乡村振兴

实践拓展基地里，数十名青少年在教官的指导下，挑战一个个

拓展项目，锤炼吃苦耐劳品质和团队合作精神；微醺的晚风中，

丹江街道居民绕着安源生态湖，或散步或锻炼；灿烂星空下，游

客们拥抱优美的乡村生态，尽情享受清凉和静谧。

近年来，丹江街道因地制宜推动乡村振兴全面铺开，美丽

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城乡融合绘就新的画卷。该街道在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上下足功夫。新建占地 360 余亩的安源生

态湖；农村公路实现 100%的通达，主要干道全部实现“白改

黑”；建设垃圾分类亭 31 座，垃圾清扫、清运、处置全部实行网

格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建设了村级卫生室、党群服务中心、综

治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

施；全村种植各种景观树木 3.2万余株，村庄绿化率达 60%。

丹江街道着力推进文化铸魂，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丹江

是开国少将吴烈的故乡，该街道大力弘扬吴烈将军的革命事

迹，培养村民的爱国情怀。通过评选优秀家风家训，完善村规

民约，开设“道德讲堂”宣传好人好事、树立道德标杆、美德善

行，推进移风易俗；同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全街道培育了

200 余名“乡村法律明白人”，依托这支队伍广泛宣传法律知

识，方便群众接受法律咨询，并建立“老蒋调解工作室”，对村

民矛盾纠纷进行调解；提升村民民主管理能力，通过村民议事

会、道德评议会、道德评判团、“红黑榜”等方式，实现村民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大力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家

家户户立家规、传家训、美家风，“日行一善、小善大德”成为德

治新风尚。 （李祎玮）

漫 步 在 赣 州 蓉 江 新 区 ，街 道 干 净 整

洁，行道树郁郁葱葱，绿化带花团锦簇，交

通秩序井然……在一些主次干道路口，为

行 人 、行 车 安 全“ 保 驾 护 航 ”的 文 明 志 愿

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近年来，蓉江新区严格按照深化全国

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部署要求，全区上下

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压实工作责任，创新

方式方法，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开

展得有声有色，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

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

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城市颜值持续提升

“现在大家停车方便了，都会自觉地

将车停进停车位里，小区环境干净整洁，

住在这里心情非常舒畅。”赣州蓉江新区

高校园区管理处新路安居小区居民宗先

生舒心地说。

新路安居小区之前道路破损、电线凌

乱、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成

为小区治理的“老大难”问题。

经过提升改造后，现在的新路安居小

区，宽敞平整的柏油路、清新亮丽的外立

面、错落有致的绿化带、分类摆放的垃圾

桶、有序规范停放的车辆、清清爽爽的广

告栏，让小区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功能品

质的全面提升，让居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幸

福感和安全感，也让新路安居小区焕发出

“文明魅力”。

市容市貌整治是扮靓城市的重要方式，

更是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

为持续巩固深化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蓉江新区启动环境秩序、缆线杂乱、文明交

通、门前“三包”、公益广告等专项整治行

动，并建立网格化管理责任，通过志愿者对

不文明行为全面细致摸排和整治，积极向

群众宣传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意义和要

求，营造文明城市建设的浓厚社会氛围，推

动城市颜值全面提升，城市内涵更显丰富，

城市环境更加美丽宜居、文明和谐，群众从

文明城市建设中得到更多实惠。

城市治理精细高效

一城之美，始于颜值，源自治理。

每天清晨，蓉江新区城市道路上便会

出现一辆辆高压冲洗车、多功能洗扫车，

对道路进行冲洗作业。“以前在这附近开

一趟，车辆都会沾满黄泥。现在路面干净

了，车辆也少洗几次，心情也更舒爽。”经

常往返于蓉江新区和章贡区的市民张先

生如是说。

走进蓉江新区智慧城市运行调度指

挥中心，智慧环卫管理系统平台上，实时

监控画面、清扫车辆轨迹路线、公厕臭气

浓度等数据一览无遗。

智慧环卫管理系统是蓉江新区通过

大数据及现有场地条件，建立起的覆盖全

区的环卫作业监管平台，可对环卫人员作

业情况、环卫车辆运行轨迹、作业质量、数

量 进 行 动 态 监 管 ，智 慧 化 的 城 市 治 理 手

段，让城市环卫效率大大提高。

从“ 一 把 扫 帚 一 把 锹 推 个 小 车 满 街

跑”的传统环卫作业，到如今智能化的“智

慧环卫”系统，智慧环卫管理系统让环卫

作业变得更加精细化、规范化、便捷化，也

为 城 市 精 细 化 管 理 插 上 了“ 智 慧 翅 膀 ”。

目前，该系统已覆盖全区 71 个道路网格，2

家环卫公司共计 560 人，242 辆车、1032 个

垃圾桶、3 个垃圾中转站、60 座公厕、2 个垃

圾处理厂。

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城市美了，群众素质也在不断提升。

近年来，蓉江新区不断加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所）阵地建设，丰富活动载体，通过

传播创新理论、评树模范典型、帮解困难

问题、乐享文化生活，精心组织各类实践

活动，积极搭建党群密切联系的平台，有

效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在新路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百余名

村民齐聚一处，看电影、唠家常、话文明，

举办一场以“讲文明、除陋习、树新风”为

主题的文明夜话会，热闹非凡。

活动现场，实践员通过邀请村民谈乡

风变化、发放宣传单、倡议书的形式，向村

民倡导文明生活方式，并认真倾听村民对

小 区 管 理 工 作 的 意 见 建 议 ，做 到 听 村 民

言、晓村里情、办满意事。同时，现场还播

放飞线充电火灾隐患警示教育片和文明

城市建设宣传片，号召村民坚决向飞线充

电行为说“不”，引导广大村民积极配合深

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让文明成为一

种生活习惯。

此外，赣州蓉江新区还依托基层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和便民活动场所，探索打

造“文明集市”活动，紧盯群众日常生活文

化 需 求 ，结 合“ 红 动 星 期 六 ”志 愿 服 务 活

动，为群众提供戗刀磨剪、清洗地毯、家电

维修、科普辅导等便民惠民服务，并搭配

精彩文艺汇演，让群众养成参与文明实践

活 动 的 习 惯 ，打 通 服 务 群 众“ 最 后 一 公

里”，真正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幸福底色，也是

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蓉江新区始终坚

持把为民、靠民、惠民理念根植于文明城

市建设全过程，不松气不歇脚，将“文明”

二字体现在居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

面，成为每位居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

行为准则和行动标准，让文明之花在新区

大地璀璨绽放。 （钟万汕 刘平生）

赣州蓉江新区：内外兼修 让文明成为城市最美底色

获批第二批“省级创新型县（市、区）

建设试点县”，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65 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21 家、省级以上各

类创新平台载体 17 家……这是上高县科

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的“成绩单”。

近年来，上高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科技

合作与交流、建立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提

高科技支撑能力为重点，积极构建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

新体系，为促进全县高质量发展激发了新

动能。

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上高围绕创新

平台、企业培育、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科

技人才等方面实行创新奖励，每年安排创

新奖补资金 2000 万元，加强对各类优秀科

技创新创业主体的支持和引导。积极发

挥“科贷通”等金融产品的功能，累计为企

业提供“科贷通”贷款 1.3 亿元。通过各种

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去年全

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6.52 亿元，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金额达 2.3 亿元。

“我们深入实施‘揭榜挂帅’制度，围

绕新材料、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生态环

保、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实施关键技术攻

关，以科技创新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上高县科技局局长左慧婷介绍。

江西金农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

大型稻米综合利用开发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计划投资 1600 万元开发高品质

植物蛋白饮料专用大米蛋白。通过省科

技厅发布“揭榜挂帅”企业重大需求榜单，

南昌大学成功揭榜，组成了 28 人的研发团

队，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上 高 建 立 以 企 业 为 主 体 、市 场 为 导

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发挥政府牵线搭桥作用，引导企业加强与

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合作，

借力推进新型研发机构、产业研究院、科

技孵化器的建设，先后与国内重点高校、

科研院所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和实

施产学研科技合作协议（项目）30 多项，实

现技术、人才、项目的精准对接。去年，获

省部级科技奖励 4 项，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超过 70 件。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双‘一号工程’，

着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大力培育新

科技、新产业、新增长极，推进创新链产业

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现代科创体系和产

业体系，形成制胜未来的新优势，为‘创新

江西’建设贡献上高力量……”左慧婷表

示。 （晏芒元 周元清）

上高：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