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旱抗旱进行时

都昌县南峰镇濒临鄱阳湖，

与鄱阳县银宝湖乡相邻。面对

旱情，两地同心携手，让汩汩活

水流入农田。

近期，受旱情影响，南峰镇

余 晃 村 的 1000 余亩农田出现不

同程度灌溉困难。“村里要保障生

活用水，实在没有多余的水用来

灌溉，只好向相邻的银宝湖乡鸣

山村寻求帮助。”看着快要见底的

蓄水塘，村干部余纯科心急如焚。

“远亲不如近邻，余晃村与我

们村就像亲兄弟。兄弟有难处，

怎能不帮？”鸣山村党支部书记金

前进说。在得到鸣山村同意后，

余晃村干部立即安排人手，从鸣

山村蓄水塘抽水。抽水设备紧

缺，银宝湖乡附近的农场马上借

了3台大功率水泵给余晃村使用，

帮助村民解决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南峰镇协调当地

供电部门，架设抗旱线路，保障

取水设备持续运转，并且在余晃

村圩堤涵闸外挖掘引水渠，添置

3 台新水泵，从鄱阳湖抽水，经引

水渠为村里的水塘蓄水。

既向鸣山村借水，又把鄱阳

湖的水引进来，双管齐下，余晃

村 1000 余 亩 农 田 旱 情 得 到 缓

解。“多亏了邻村的帮助，村里的

农 作 物 保 住 了 ！”望 着 已 经“ 解

渴”的农田，余晃村的村民们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邻里”同心 共抗旱情
李 韧 本报记者 周亚婧

•那些新鲜事•
8 月 18 日晚，景德镇市昌江区

荷塘乡山门村金龙山小组小广场

上乐声缭绕。十几名妇女正扭动

身姿，欢快地跳着广场舞。

“以前晚上一出门，就能听到

哗啦哗啦的洗牌声。现在再也听

不到了。”山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徐光建介绍，今年村里倡导

移风易俗以来，金龙山小组村民将

村里 9 台麻将机全部上交，金龙山

小组也成为当地首个“无麻村”。

山门村各村组的“搓麻”之风

始于十几年前。有人统计过，山门

村 230 户家庭中，曾经有近 50 户拥

有麻将机。打麻将几乎成为村里

的“全民运动”，其他群众性文体活

动则难得一见。

随着“搓麻”之风盛行，许多人

年纪轻轻就染上赌博恶习。有的村

民对农活和家务活不管不顾，导致

夫妻关系紧张；有的老人习惯在麻

将桌边带孙辈，儿童成长环境堪忧。

“家里老人天天坐在牌桌旁，

身体弄垮了不说，孙子孙女的教育

也不管。我们夫妻俩上班都不安

心。”村民徐光勇等人多次找到徐

光建，希望刹住“搓麻”歪风。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徐光

建决定，发动村民，向“搓麻”之风宣战！

今年 4 月，金龙山小组召开村

民全体会议，制定村规民约，决定

开展“远离赌博、倡树新风”活动，

启动“无麻村”试点。

试点开始后，徐光勇第一个响

应，当即将购置价格 2000 多元的麻

将机无偿上交。然而，也有部分村

民表示不理解，认为村干部是在多

管闲事。徐光建带着村干部挨家

挨户走访，耐心做思想工作，最终

说服了金龙山小组全体村民。

徐光建告诉记者，他做思想工

作的诀窍，一是打感情牌，用亲情

感染村民，用道理教化村民；二是

注重利益引导，让村民感觉“不吃

亏 ”。 对 于 主 动 上 交 麻 将 机 的 村

民，村里在其家门口贴上“无麻表

率家庭”标牌，以示鼓励；有的村民

家里的麻将机购置价格较高，还得

到了一定的资金补偿。到今年6月，

金龙山小组的 9 台麻将机全部处理

完毕，这件事在当地轰动一时。

把村民劝下麻将桌，还要靠疏

堵结合。金龙山小组有支文艺队，

以前只有寥寥数名成员。如今，在

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文艺队购置

了音响和服装，成员一下子增加至

30多人。很多曾经的老“麻友”转移

阵地，在小广场上成为舞友。

“每天跳一个小时舞，打麻将

落下的颈椎病好多了，老姐妹们关

系也更融洽。大家的精气神都和

以前不一样。”村民张春香说，村里

“禁麻”是件大好事。

徐光建盘算着，下一步，将金

龙山“禁麻”的做法和经验复制到

其他村小组，同时在村里建一个老

年人活动中心，让村民业余文化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

告别麻将桌 舞出精气神
本报记者 朱 华 实习生 李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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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凡 十 年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珊珊）8月26日，

记者从“江西这十年”系列主题南昌专场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年间，南昌作为省

会城市，高质量发展积厚成势，既为一域

增光，又为全局添彩。

南昌市地区生产总值连跨四个千亿

级台阶，增加到 2021 年的 6650.53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484.83亿元，十年年

均增长 10%；南昌在全国省会城市排位提

升至第 15 位；三大国家级开发区全部迈

入“千亿”行列。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在 两 位 数 以 上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数 量 较

2012年增长了 13.4倍。

十年间，南昌市立足“4+4+X”新型

产业体系，培育形成了电子信息、新型材

料两个千亿级产业，5G、VR、人工智能等

未来产业加速发展。其中，电子信息产

业营业收入由 2012 年的 177.7 亿元增长

至 2021 年 的 1734.5 亿 元 ，年 均 增 速 近

30%；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年产整车近

40 万辆，占全省比重的 90%以上；航空产

业已形成覆盖制造、科研、配套、运营、客

改货等领域的通航产业体系；生物医药

产业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50.6 亿元，约

占全省四分之一。该市累计推进亿元以

上工业项目超 1500个。

十年间，南昌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一大批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

建设，一系列创新成果加速涌现。该市

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年均

增长 11.9%，落地运营了北大南昌创新研

究院、中国信通院江西研究院等一批创

新平台，分别建成国家级、省级、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 6 家、96 家、96 家，培育国家

级、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2 家、13 家。硅衬

底 蓝 光 LED 技 术 荣 获 国 家 技 术 发 明 奖

一等奖。

十年间，南昌市已与 2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实现贸易往来，对“一带一路”沿线

新兴市场出口持续上升，参与了 28 个国

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南昌向塘国际陆港

入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南昌昌北国

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1000 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由全国机场第 35位提升至第 20位；该市先后开通了

南昌至厦门、深圳、宁波、福州等地铁海联运线路，实现了中欧

（南昌-莫斯科）班列的常态化运行。十年来，南昌开放型经济

在规模、质量、效益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从 2012 年的 16.82 亿美元提升至 2021 年的 43.95 亿美元，年均

增长 10.08%；外贸进出口总值从 2012年的 82.87亿美元跃升至

2021年的200.17亿美元，年均增长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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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是我省农业生产的黄金期、秋

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灾害性天气易

发期、重大病虫害发生活跃期。特别是 7
月以来，我省面临严重干旱，多地农田因

干旱高温亮起了警报。保障粮食安全和

农业生产稳定，压力巨大。

“要在认清形势中坚定信念、在把握形

势中保持定力，进一步坚定决心、提振信

心，锚定目标、乘势而上，以更高的政治站

位、更强的政治自觉、更大的政治担当，全

力以赴推进‘拼搏三季度、奠定全年胜’，确

保 高 质 量 完 成 全 年‘ 三 农 ’工 作 目 标 任

务。”7 月 26 日，省农业农村厅召开的 2022

年三季度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工作部署视

频会议提出要求，全力挖掘“三农”潜力，

誓要把“黄金季”干成“丰收季”。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稳定“三农”基

本盘，对于稳固国民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意

义。江西是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之一，以

占全国 2.3%的耕地面积生产了 3.25%的粮

食。其中，秋粮丰收是保障全年粮食产量

的重中之重。

今年，我省下达 2022 年耕地地力补贴

资金 42.9 亿元、稻谷补贴资金 13.02 亿元，

并下派 93 支农业专业队伍奔赴全部农业

县（市、区），监督指导农业生产。进入三

季度，我省多地遭遇旱情，省农业农村厅

又紧急派出 11个工作组，赶赴 22个县（市、

区）开展农业抗旱服务指导工作。

进入三季度以来，为应对高温干旱天

气影响，我省农业农村部门先后出台 10 多

个生产技术和防灾减灾指导意见。各地

也组织广大基层科技人员深入生产一线，

指导服务不误农时，帮助农民把关键技术

落实到田；同时，启动实施为期 5 年的乡村

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和全省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招收工作，加快农

业高素质人才的培育步伐。目前，我省共

有各类农村实用人才 30余万名。

“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从

大 田 高 产 到 颗 粒 归 仓 ，夏 粮 丰 收 的 链 条

中，机收减损是重要一环。”今年“双抢”期

间，全省投入主要农机具 64.5万台（套），确

保早稻及时机收、晚稻及时机种；成立机

收减损监测调查工作队，建立水稻机收损

失监测调查制度。

为提高农业生产风险保障能力，进一

步分散农业生产经营风险，我省持续加大

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对水稻、花生、油

菜、棉花保险实施提标降费，将水稻完全

成本保险实施范围扩大到所有产粮大县，

新增柑橘、淡水养殖和肉牛三个省级地方

特色农业保险试点险种，完善农业保险政

策，加大保费补贴资金支持力度，扎实推

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截至 7 月末，全

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合计 30.78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78%，为农户提供

风险保障 1660.03亿元，已完成全年任务数

的 92.71%。

青苗田里话丰收。当前，晚稻正值新

绿时，江西以拼搏之姿力战旱情，全力确

保“江南粮仓”稳产丰产。

我省深挖“三农”潜力稳定粮食生产

誓把“黄金季”干成“丰收季”
本报记者 李耀文

本报赣州讯 （记者刘佳惠子）8 月 27 日上午，2022 中国

（赣州）永磁电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赣州市赣县区开幕。

省委常委、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科学院院

士都有为、沈保根出席并作主旨演讲。

任珠峰指出，近年来，江西稀土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尤其

是赣州市围绕稀土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着力补齐技术短板、

拉长产业链，大力发展高性能稀土永磁电机产业，建设了“中

国稀金谷”永磁电机产业园，重点布局稀土永磁电机及配套

的研发和制造项目，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电子信息、传统

工业等领域的驱动电机、伺服电机、微特电机、通用电机生产

制造已具备一定基础。

任珠峰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

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的“打造全国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高地和世界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目标任

务，进一步抢抓机遇，以改革释放活力，以创新实现倍增，以

绿色生态引领发展，切实增强我省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业的

内生动力，推动江西稀土永磁电机产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他真诚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江西稀土永磁电

机产业的发展，在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江

西将全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江西、在赣州工作

创业发展放心、安心、舒心、称心。

开幕式后，任珠峰为稀土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和超高温

金属新材料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揭牌。大会还举行了招商

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共签约项目 7 个，签约总投资金额达

156.5亿元。

2022中国（赣州）永磁电机
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
任珠峰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阮启祥）为搭建重点学科交流研究新平

台，聚力推进我省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一号发展工程”，8 月 27
日，由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江西财经大学主办的“数字

经济与数据赋能”跨学科论坛在南昌举办。

这次论坛旨在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出发，探

讨数字经济的相关基础理论、关键学科问题和未来发展方

向，探讨如何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培育产业新赛道、赋能

产业转型升级等具体方案与措施，研讨江西数字经济领域长

远关注与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举办。来自江西财经大学、数字江西科技有限公司、商

务部研究院、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专委会、中央财经

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的 6 位专家学者，围绕数字经济发

展策略、创新机遇、开放合作、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金融风险治

理等话题作了演讲。来自全省各地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

织、科技公司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300余人参会。

“数字经济与数据赋能”
跨学科论坛举办

本报讯 （陈晖）8 月 26 日上午，一趟满载着 290 台汽车整

车的国际铁路直达专列由南昌国际陆港驶出，将经由满洲里

口岸出境后抵达俄罗斯莫斯科。这标志着我省首趟出口汽

车国际铁路直达专列顺利开行，为南昌及周边地区企业汽车

整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国际物流通道。

与传统的集装箱国际铁路直达运输不同，此次班列采用中

铁特货 JSQ6型双层运输汽车专用车，商品车可直接驶入车厢，

无需安装托架，每节车厢可装载 8至 12辆汽车，具有运载能力

强、装卸效率高、运输成本低、安全可靠性强等特点。为保障班

列顺利进行，赣江新区海关开展“一对一”帮扶，指导企业采用

一体化申报，大大节约了企业成本。

我省首趟出口汽车
国际铁路直达专列开行

本报萍乡讯 （记者钟进文）8 月 27 日晚，由中国戏剧家协

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江西省文联主办，江西省戏剧家协

会承办的“家住安源”纪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100 周年戏剧专

场晚会在萍乡市安源大剧院举行。

“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做马牛”“闹罢工我父兄怒

斥工头英勇搏斗，壮志未酬遭枪杀血溅荒丘”，国家一级演

员、第 23 届梅花奖获得者于兰演唱京剧《杜鹃山》选段《家住

安源》，慷慨激昂地唱出了百年前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波澜壮

阔的历史篇章。

整场晚会由中国戏剧家协会梅花奖艺术团担纲演出，共

14 个节目，12 位梅花奖获得者同台演出。在近两个小时的演

出中，开场舞蹈《曙光》、京剧《杜鹃山》选段、萍乡采茶戏《吴

燕花》选段、秦腔《三岔口》、昆曲《牡丹亭》选段、婺剧《白蛇

传》选段、黄梅戏《女驸马》选段、京剧《智取虎威山》选段等节

目轮番登场，现场观众发出阵阵喝彩声。“演出形式丰富多

彩，特别是在朗诵《杜鹃山》选段《家住安源》的时候，切身感

受到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它将不断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

争先，为萍乡打造‘最美转型城市’作出自己的贡献。”萍乡市

民简女士说。

纪念安源路矿工人运动100周年
戏剧专场晚会在萍乡举行

本报讯（倪可心）8月27日，据省卫健委通报，8月26日0时

至24时，江西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在鹰潭市贵溪市），治愈

出院4例（均在鹰潭市贵溪市）。截至 8 月 26 日 24 时，全省现

有本土住院确诊病例 7例。

8 月 26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截至 8 月 26 日 24 时，全省无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现有境

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1例，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8 月 26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3
例（鹰潭市 19 例，均在贵溪市；上饶市 4 例，其中信州区 3 例、

广信区 1 例），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22 例（南昌市 2 例，均在红谷

滩区；鹰潭市 20例，其中月湖区 1例、贵溪市 19例）。截至 8月

26 日 24 时，全省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29 例，均在定点医

疗机构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我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3例

8 月 24 日，在芦溪县芦溪镇丰泉村，党员志愿者帮助农户对稻田进行抗旱浇灌。面对严重旱情，该县党

员干部和群众奋战抗旱一线，积极抗旱保苗，助秋粮丰收。 通讯员 王 强摄

8 月 22 日，国网上高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的工作人员，

在不停电的情况下进行作业，提高线路供电能力，保障居民用

电需求。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