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当前，随着干旱少雨天气持续，鄱阳湖

水位屡创新低，江豚生存环境面临严峻考

验，做好江豚保护救助工作刻不容缓。本

报今起开设专栏，报道相关部门和地方保

护救助江豚的实际行动，营造全民支持、共

同参与，尽最大努力保护好“水中大熊猫”

的浓厚氛围。

本 报 讯 （记 者李耀文）8 月 以 来 ，鄱 阳 湖 提 前

进入低枯水期，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早谋划、早

准 备 、早 行 动 ，抢 抓 江 豚 保 护 救 助 的“ 第 一 时 间 ”，

深入开展江豚种群监测、江豚饵料资源监测、江豚

应急巡查科考、江豚同步科考等行动，基本摸清江

豚 分 布 及 其 饵 料 资 源 情 况 ，积 极 做 好 长 江 江 豚 保

护救助工作。

长江江豚是我国特有的淡水鲸豚类动物，鄱阳

湖是长江江豚最重要的栖息地，栖息着近半数的长

江江豚。我省对长江江豚保护救助工作高度重视，

成立了省市县三级江豚遇险救助指挥部和技术委员

会，及时发布江豚遇险救助应急预案。预案初步提

出，当星子站水位跌破 6.5 米，启动应急捕捞或应急

投饵方案；当星子站水位跌破 6 米，启动应急捕捞或

应急迁地方案。同时，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对江豚密

集活动水域开展船舶限速工作。

为使江豚保护救助工作更加科学有效，早在 7
月，省农业农村厅就邀请国内知名江豚保护专家参

加每周一次的会商研判，及时研究工作措施。针对

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我省组织专家草拟了应急捕

捞、应急迁地、应急投饵三个工作方案，分类实施应

急救助。应急捕捞方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

有关专家等随时待命。应急迁地方面，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已经在鄱阳县珠湖、湖口县南北港开展迁

地保护条件调查。应急投饵方面，有关部门已经通

知环鄱阳湖省级以上水产原良种场做好提供饵料鱼

准备，计划 10 月 10 日左右对瓢芽头南部深水坑进行

阶段性投饵。

抢抓“第一时间”做好江豚保护救助工作
江豚保护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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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这 十 年

“这十年，宜春发生的深刻变化令人鼓

舞，展现出的发展前景更加美好。”9 月 26
日，在“江西这十年”系列主题宜春专场新

闻发布会上，宜春市委书记于秀明豪情满

怀地说。

十年来，宜春市聚焦“作示范、勇争先”

目标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感恩奋

进，担当实干，勇毅前行，让宜春经济更加

繁荣、宜春特质更加鲜明、赶超发展的干劲

更加充沛。

十 年 来 ，宜 春 坚 持 大 抓 产 业 、强 攻

工 业 ，综 合 实 力 越 来 越 雄 厚 。 强 力 推 进

工 业 强 基 八 大 行 动 ，加 快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十 年 间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年 均 增

长 9.3% ，工 业 园 区 营 业 收 入 实 现 翻 番 ，

2021 年 全 市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28.6%。 尤 其 是 锂 电 新

能 源 产 业 迎 来 裂 变 式 增 长 ，目 前 集 聚 了

宁 德 时 代 、比 亚 迪 、国 轩 高 科 、赣 锋 锂 业

等 一 大 批 头 部 企 业 ，产 业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今 年 有 望 突 破 1000 亿 元 。 十 年 间 ，宜 春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连 续 跨 越 2000 亿 元 、3000
亿 元 大 关 ，2021 年 达 3191.28 亿 元 ，在 全

省 排 位 上 升 至 第 4 位 ，首 次 挺 进 全 国 百

强市行列。

十年来，宜春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发展动能越来越强劲。着力推进深层

次改革，坚定不移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

行动，营商环境、国资国企、农业农村、园

区 管 理 体 制 等 领 域 改 革 取 得 重 大 突 破 。

着力推进高水平开放，十年间外贸进出口

总额、实际利用外资、利用省外项目资金

分别增长 2 倍、1.2 倍和 1.9 倍。尤其是近

三年，以大开放谋求大发展，先后打响产

业 招 商 升 级 战 、产 业 招 商 项 目 攻 坚 大 会

战、开放提升引强攻坚大会战，先后引进

投资 230 亿元的江西国轩项目、投资 500
亿元的宜春时代项目、投资 285 亿元的比

亚迪宜春项目、新投资 300 亿元的赣锋锂

业宜春项目，形成了超大项目汇集的可喜

局面。

十年来，宜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生态优势越来越凸显。生态环境质量

连创有规范监测记录以来最高水平，空气

质量连续两年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国

考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县级及以上城市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重点断面劣Ⅴ
类水体消除率连续四年保持 100%，稳居全

省第一。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绿色遍布乡村，生态系

统承载力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迈出新

步伐。

十年来，宜春坚持统筹发展、融合发

展，城乡面貌越来越亮丽。大力推进新型

城 镇 化 ，城 镇 化 率 由 42.75% 提 高 到

56.35%，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从 60 平方公

里扩大到 89.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从 52 万

人增长到 75 万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粮食、生猪、油料等

农产品产量稳居全省前列，富硒绿色有机、

中药材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先后获评“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全国富硒农业示范

基地”。

十年来，宜春坚持发展为民、一切为

民，民生福祉越来越有质感。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146 个贫困村、16.48 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坚持财政资金向民生倾

斜，新改扩建城区学校 300 余所，改造农村

学校 5000 余所（次），增加学位 30 余万个。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建设扎实推进，公众安全感指数

居全省前列。

十年精彩蝶变，处处欣欣向荣。宜春

将乘势而上谱华章，奋勇争先向未来，高标

准高质量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奋力开创

建设江西综合实力强市新局面。

破 浪 前 行 风 帆 劲
——宜春发展动力更足综合实力更强

本报记者 邹海斌

赣南是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

心区域。201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

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

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开启了赣

南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近年来，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工作

办公室（以下简称赣州市苏区办）充

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以强烈的政治

责任和历史担当，推动赣南苏区振兴

发展取得重大成效，书写了人民满意

的苏区振兴时代答卷。

坚决扛起振兴发展光荣使命

“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荣誉称号，我们感到无上光荣、备

受鼓舞。这是对赣州市苏区办全体

工作人员的鼓励，更是对赣南苏区振

兴发 展 成绩的高度认可。下一步，

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牢记嘱托、

感 恩 奋 进 ，为 奋 力 建 设 革 命 老 区 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助力‘六个江西’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省苏区办

副主任，赣州市苏区办党组书记、主

任，赣州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卢

述银说。

近年来，赣州市苏区办紧紧围绕

党中央、国务院赋予赣南苏区振兴发

展 的 重 大 历 史 使 命 ，全 力 以 赴 抓 好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各阶段目标任

务 落 地 ，打 响 了 苏 区 振 兴“ 金 字 品

牌”。十年来，争取设立国家级平台

124 个，争取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出台支持文件 20 个，助力赣州

成为区域发展的“政策高地”。

此外，赣州市苏区办常态化组织

北上对接，牵头落实中央国家机关及

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州工作：争取 5
批次 201 名部委干部挂点帮扶赣州，

争取部委出台帮扶文件 223 个，推动

一大批对口支援政策、项目落地，架起

了中央和老区的“连心桥”，开通了部委与赣南的“直通车”。

全力助推老区建设再立新功

十年振兴不是终点，而是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起点。为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近年来，赣州市苏区办牢牢把

握国家建立健全革命老区“1+N+X”政策体系的重大契机，提

前谋划，深入调研，持续跟踪，全力推动新一轮苏区振兴发展

政策支持。

推动出台《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

意见》，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对口支援赣州、支持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部际联席会议、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

政策等三大核心政策明确延续。

推动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设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国家发改委印发《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建设方案》。这是国家为赣州量身定制的又一整体性、系

统性重大政策文件，对于赣州加快实现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此外，赣州市苏区办还成功争取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先后

出台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基础设施建设、红色旅游、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等 4 个重点

领域实施方案。国家发改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

作工作方案》，明确赣州与深圳建立对口合作关系。

树立新时代苏区振兴干部良好形象

赣州市苏区办全体工作人员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

心往一处想，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推动解决一批制约赣州发

展的难点问题。这些年，赣州市苏区办一任接着一任干，树

立了特别讲团结、特别能战斗、特别敢担当、特别善吃苦的新

时代苏区振兴干部良好形象。

努力终换来收获。在强大政策动能推动下，十年来，赣

州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位居全

省前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2021 年，赣州地

区生产总值突破 4000 亿元，居全国百强城市第 65 位，十年前

进 4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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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祖国好 喜迎二十大

丹桂飘香迎宾客，千年窑火耀神州。10
月1日上午，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举行

的明清风火窑复烧点火活动，吸引了众多游

客。点燃熊熊窑火、体验拉坯乐趣、把玩会

“唱歌”的瓷碗……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以陶

瓷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旅游景区，秋日里的

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不断给国内外游客

带来别样感受，令人流连忘返。

源远流长的陶瓷文化，在新时代不断

焕发出新光彩，让千年瓷都魅力四射、人

气满满。10 月 1 日晚，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内外人头攒动。在这里举行的“御窑天

下·青花秘境”预展开幕活动，吸引了许多

游客和嘉宾光临。徜徉在瓷的世界里，人

们如痴如醉，纷纷用手机、相机记录下一

个个精彩时刻。来自上海的游客史先生

说：“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景德镇，让我领略

到中国陶瓷文化的无限魅力。”

国庆假期，萍乡市各大景区迎来

客流高峰，乡村游、周边游成为市民热

门选择。

10 月 2 日，湘东区白竺乡桐花谷

景区现场人山人海，别具特色的马术

俱乐部、童话树屋、亲子哎马乐园等成

了众多游客的打卡地。“我们是从市区

赶过来的，这里的项目种类多、儿童娱

乐设施齐全，最主要是小孩玩得很开

心。”游客李先生高兴地说。

此外，一场来自革命老区的文艺

活动将于 10 月 6 日在莲花县高洲乡高

滩村举行，由村民们自编自导的《毛委

员来高滩》《绣军鞋》等原创歌舞正在

紧张排练。“村民演，村民唱，村民看，

如今的生活富裕起来了，大家积极性

很高，都想借这个机会展示自己。”刚

上台排练完的村民王明开说。

乐游萍乡 精彩不断
本报记者 钟进文

千年窑火耀神州
本报记者 王景萍

10 月 1 日，在

南 昌 市 新 建 区 一

处运动场，市民正

在 打 篮 球 。 假 日

期间，市民纷纷走

出家门，来到健身

广场锻炼。

本报记者

吴文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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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南昌市抚河幼儿园开展“童心献礼二十大”活

动，孩子们将贺卡贴在“我想对您说”祝福展板上，表达对祖国

母亲的美好祝愿。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本报讯（通讯员吴敏）“在信访办工作人员的调解下，我反映的水

稻田无人机打药问题得到了解决，合作社也答应对我进行一定的补偿，

我感觉很满意。”近日，南昌县三江镇三江村村民小蔡开心地说。

为将信访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让平安建设在基层得到

提升，三江镇依托综治信息化网格，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形成了“信访办+法庭、司法所、派出所、平安办”的工作模

式。同时，坚持依法依规，告知群众运用法治手段维护自己合法

权益,及时处理各类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行”。截至目前，全镇已成功化解纠纷十余件。

信访矛盾化解在基层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9 月 26 日，我省获第八届鲁迅文学

奖、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表彰座谈会在省文联举行。

据介绍，我省作家曾清生（笔名江子）的散文集《回乡记》

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民间文艺家谷中和的剪纸作品《早市

地摊》获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座谈会上，曾清生、

谷中和以及省文联和所属协会部分代表发言，回顾江西文

学、民间文艺发展历程，交流分享创作经验，展望美好前景。

我省获鲁迅文学奖和
山花奖表彰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倪可心）10 月 2 日，据省卫健委通报，10 月 1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报告。截至 10 月 1 日 24 时，全

省无本土住院确诊病例。

10 月 1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 例（南

昌市 1 例，在西湖区；宜春市 1 例，在奉新县，为省外输入病例）。解

除隔离医学观察 9 例，其中赣州市 2 例，均在章贡区（经开区）；吉安

市 7 例，均在永丰县。截至 10 月 1 日 24 时，全省现有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 38 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我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报告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