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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工作好能手

她争当改革先锋，勇于探索创新，

在 深 化“ 放 管 服 ”改 革 中 勇 闯“ 深 水

区”，助力打响“干就赣好”服务品牌，

为赣南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

政务保障，在加快建设对接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桥头堡、着力打造新时代“第一

等”的营商环境中书写使命担当。她就

是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赣州市行

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洪梅。

勇破政务改革坚冰

为破解审批环节多、耗时长等问

题，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一站式集

成”审批改革，将审批从 4 个阶段优化

为 3 个 ，审 批 事 项 从 49 个 压 减 至 40
个，政府及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时限分

别从 106 个、60 个工作日压缩至 75 个、

45 个工作日。

为破解涉企服务集约化不够等问

题，创新推出“全产业一链办”改革，将

38 项省市级权限赋予试点县区，设立

“全产业一链办”专区，为 600 余家企

业提供“全链条、定制式”政务服务。

为破解数据壁垒，推出“一网通办”数

字化改革攻坚行动，不到 5 个月打通

了 12 个省市级部门业务系统，333 个

事项实现“全程网办”。

为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层级多、往

返跑”等问题，推出“市县同权”改革，将

市级 118 项审批事项下沉至各县（市、

区）办理。为解决图审机构少、成本高

等问题，顶着各方压力，破除部门利益，

力推施工图审查改革，年惠及工程项目

1500余个，为企业减负3000余万元。

服务走进百姓心坎

为了解企业需求，刘洪梅将每年 3
月作为全市政务系统“进大厅、下企业、

到工地”集中调研月，深入基层一线问

计问需，面对面了解企业问题。

调研中，有企业谈到“项目签约之

前承诺多，项目落地之后兑现难”。不久，由她推动、牵头起

草的改革方案，经赣州市委深改委研究后“出炉”。由此，赣

州率先在全省推出惠企政策“线上一网 线下一窗”兑现改

革，建成“亲清赣商”掌上兑现平台、设立线下惠企政策兑现

专窗，全市 900 多条惠企政策上架“亲清赣商”平台，近 90 亿元

惠企资金“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 25 万家企业。

围绕“跨省通办、政策兑现、企业开办、工程报建、中介超

市、产业一链办”等六大板块，设立“政务小哥帮办中心”，为

重点企业提供“五星级”定制服务，与广东、福建、湖南等 3 省

14 市实现 278 个高频事项“跨省通办”。

垂范锻造政务铁军

作为全市政务服务系统的领头人，刘洪梅以上率下，全

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厉行“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

赣州市行政审批局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牵头单位，集

行政审批、政务服务、大数据管理三大职能于一体，承担了市本

级253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年办件量高达16万件；每天接通

约3000个12345热线电话，日均解决群众诉求300余件；全年完

成各类公共资源交易项目1300余宗，交易金额达268亿元……

面对巨大工作压力，刘洪梅发挥“三牛”精神，率领全局上

下拧成一股绳，攻克一道道难关。2020 年 6 月，赣州启动全市

政务系统“三过硬一满意”干部队伍建设，连续两年推出“奋战

200 天、攻坚 20 项”重点改革任务攻坚战，以实际行动锻造一支

“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务铁军。

在
改
革
﹃
破
冰
﹄
中
坚
守
为
民
初
心

—
—
记
赣
州
市
行
政
审
批
局
党
组
书
记
、局
长
刘
洪
梅

刘
珊
伊

曾

艳

本
报
记
者

唐

燕

祝福祖国好 喜迎二十大

江 西 这 十 年

十年踔厉奋发路，赣抚大地万象新。

9 月 30 日，“江西这十年”系列主题抚

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南昌召开。该市干

部群众以“强党建、树新风、办实事，转观

念、促改革、求实效”为基本工作思路，用

实绩交上了一份优异答卷。

十 年 间 ，抚 州 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实 现

由 百 亿 元 到 千 亿 元 跨 越 ，2021 年 达

1794.55 亿元，是 2012 年的 2.3 倍；2021 年

人 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4.99 万 元 ，是 2012
年的 2.49 倍。

这十年，聚焦转型升级、培大育强，现

代产业体系塑造新优势。该市坚持工业

强市战略，打响工业创新发展强攻战。抚

州工业实现三大突破，诞生首家百亿元企

业、规上工业企业突破千家、规上工业总

产值突破 2000 亿元；初步构建了新能源汽

车及零部件、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两大优势

产 业 ，现 代 信 息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生 物 医

药 、绿 色 农 林 产 品 深 加 工“2+4”产 业 体

系 。 按 照“ 龙 头 带 动 、政 府 推 动 、市 场 运

作”的方式，抚州正着力推动汽车工业转

型升级，全力打造千亿元级新能源产业集

群，奋力建设全国区域性新能源汽车制造

中心。

这十年，聚焦改革赋能、创新求变，发

展动力活力实现新跃升。该市纵深推进

“放 管 服 ”改 革 ，全 力 打 造 安 心 、放 心 、舒

心、尽心“四心”营商环境。目前，“最多跑

一次”事项比例达 97.35%，办事时间压缩

率达 73.95%，非税收入收缴电子一体化管

理改革获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抚州政

务云平台入选“全国十佳政务云”，唱响了

“抚务周到”政务服务品牌。开放平台不

断提升，抚州海关开关运行，被列入全省

中欧班列“三同”试点城市。

这 十 年 ，聚 焦 先 行 先 试 、点 绿 成 金 ，

生 态 价 值 转 换 闯 出 新 路 子 。 该 市 坚 定

不 移 做 好“ 治 山 理 水 、显 山 露 水 ”文 章 ，

2021 年 ，抚 州 在“ 美 丽 中 国 江 西 样 板 ”高

质 量 发 展 考 核 中 居 全 省 第 一 ，获 批 全 省

唯 一 的 全 国 林 业 改 革 发 展 综 合 试 点 市 ；

全 市 地 表 水 国 考 断 面 和 省 监 测 断 面 水

质 优 良 率 均 为 100% 。 扎 实 推 进 国 家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机 制 试 点 ，4 项 创 新 举

措 列 入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试 验 区 改 革 举 措

和 经 验 做 法 推 广 清 单 。 加 快 打 造 全 市

生 态 产 品 目 录 库 和 全 市 域 GEP 精 算 平

台 ，有 序 推 进 全 国 生 态 产 品 价 值 实 现 机

制创新中心建设。

这十年，聚焦文化传承、文旅融合，文

化赋能创新发展迈上新台阶。该市历史

文化遗存众 多 , 有 96 个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

数 量 位 居 全 国 第 15 位 ；有 113 个 省 级 传

统村落、20 片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数量均

列 全 省 第 一 。 该 市 建 立 专 业 化 队 伍 ，对

民 间 手 艺 人 开 展 针 对 性 培 训 ，已 培 育 了

500 多名专业的修缮工匠；编制抚州市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保 护 规 划 等 ，并 出 台 相 关 地

方性规章、规范性文件。从 2016 年开始，

连 续 举 办 多 届 汤 显 祖 戏 剧 节 ，临 川 戏 剧

品 牌 越 擦 越 亮 ，为 国 内 外 戏 剧 文 化 交 流

提供展示平台。

这十年，聚焦城乡融合、共建共享，民

生社会事业跃上新水平。该市深入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

办好民生实事。2021 年全市城镇化率达

57.96% ，比 2012 年 提 高 16.91 个 百 分 点 ；

2021 年民生支出达 394.1 亿元，为 2011 年

的 2.7 倍。大力扶持创业，新增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 105.2 亿元，直接扶持 8.92 万人次，

带动就业 37.63 万人次。

蹄疾步稳 阔步前行
——抚州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百亿元到千亿元跨越

本报记者 袁荣穗

本报讯 （倪可心）10 月 6 日，据省卫健委通报，10 月 5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报告。截至 10 月 5 日

24 时，全省无本土住院确诊病例。

10 月 5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截至 10 月 5 日 24 时，全省无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及境外输

入无症状感染者。

10 月 5 日 0 时至 24 时，江西省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3
例（南昌市 2 例，其中安义县 1 例、经开区 1 例，均为省外输入

病例；赣州市 1 例，在信丰县，为省外输入病例）。截至 10 月 5
日 24 时，全省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8 例，均在定点医疗机

构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本报讯 （记者朱华）9 月 29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江西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

条例》。条例将于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用于非道路上的，装配有化石燃

料发动机的移动机械和可运输作业设备，包括工业钻探设

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林业机械、材料装卸机械、叉车、机

场地勤设备、空气压缩机、发电机组、水泵等。

条例规定，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排气污染物超过标

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我省非道路移动机械实行信息登记

制度，新增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应当自获得所有权之日

起 30 日内，通过互联网或者现场等方式向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提供登记信息；现有的非

道路移动机械未进行信息登记的，所有人应当自本条例实施

之日起 6 个月内，按照规定提供登记信息。

根据条例，使用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以及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符合要

求的污染控制装置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000 元罚

款。违反条例规定，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

域内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我省出台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

排放超标处5000元罚款

我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报告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

“讲好红色故事，擦亮红色名片，通

过党建工作引领，让这一抹‘红’转化为

乡村振兴新的增长点。同时充分利用

红色资源，让全镇的党员干部在精神上

得到洗礼。”这是杨路遥初次踏上贵溪

市周坊镇这片土地时许下的愿望。

周坊镇位于贵溪市东北部山区，

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之一，方志敏、邵

式平、黄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该镇有赣东北革

命根据地旧址、革命烈士纪念馆、革命

烈士纪念塔等，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2021 年 7 月，28 岁的杨路遥担任周坊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参加工作以来，杨路遥长期从事

党务工作，先后在鹰潭市委组织部、贵

溪市委组织部跟班学习。到乡镇任职

以后，杨路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注重

把基层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相结合，

协助党委书记抓好抓实周坊镇各项党

建工作。

在做好日常党务工作的同时，杨路

遥始终牢记踏上这片土地时许下的愿

望，讲好周坊的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到周坊任职以来，他追寻革命先辈

足迹，走遍了分布在全镇各处的革命遗

迹。看到一些老建筑和遗址年久失修、

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杨路遥下定决心，

要抓好抓实党建工作，保护好红色资

源，让红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保护好周坊镇的红色资源，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是我们的责

任和使命。”杨路遥说，结合红色美丽

村庄试点工作，周坊镇组织党员、网格

员下村走访，与革命烈士后代面对面

交流，对黄道指挥部旧址等遗址遗迹

进行修缮，深入挖掘红色历史故事 50 余个，对 33 处红色革命

遗址进行建档管理。

让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是杨路遥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在镇党委的支持下，杨路遥组织召开了周坊镇红色文化

暨乡村振兴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等共同编制周坊红色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发掘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更好传承红色基

因，推动乡村振兴，打造了周坊镇“革命烈士纪念馆—红色广

场—红七连广场—黄道指挥部旧址—邵忠邵棠烈士墓—方志

敏指挥部旧址”红色旅游精品路线。组织成立周坊文化旅游

发展专业合作社，创作并排演了《周坊暴动》《半条毛毯》等 8
幕红色情景剧。今年以来，《周坊暴动》等红色经典剧目累计

演出超 100 场，每场演出平均创收 2000 元，累计带来 10 余万

元的收入。周坊暴动总指挥邵忠的外孙女邵懿馨欣慰地说：

“现在的周坊比以前热闹多了，看到各地的学生、机关干部来

周坊学习革命历史，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们还要努力把周坊的红色故事讲好，让更多人认识了

解周坊。”杨路遥告诉记者，下一步将继续做好红色资源挖掘

保护工作，多渠道筹措社会资金，加快红色旅游、观光农业、特

色手工业融合发展，激活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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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晖）国庆假期临近收尾，为

迎接即将到来的返程客流高峰，南铁结合旅

客出行实际需求，合理安排运输能力，加开

假日动车 46 列，其中在南昌西至南丰、厦门

至瑞金等热门短途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 40
列；在赣州西至上海虹桥等长途方向加开动

车组列车 6 列。

为方便旅客办理购票、退改签等相关业

务，南铁各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动态增开售票

窗口。南昌、上饶、宜春、景德镇等车站在售

票厅增派人员，为旅客提供自动售取票机使

用引导服务，帮助旅客快速办理购取车票自

助业务，减少旅客排队等待时间。

同时，南昌站、南昌西站在客流高峰期

合理设置进站口实名制验证和安检通道数

量，加强验证外围区域引导，全力保障旅客

出行安全顺畅。

南铁积极应对
返程客流高峰

近日，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街道火神庙社区热闹非凡，百

余名老人齐聚一堂共享“爱心敬老餐”。重阳节前后，该社区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10 月 6 日，游客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参观。国庆小长假，瑞金市丰富的红色文物吸引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打卡参观。 通讯员 杨友明摄

10 月 6 日，在定南国家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二期项目

建设现场，工人加紧施工作业，保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史港泽摄

欢声笑语，载歌载舞，英雄城南昌洋溢

着喜庆的节日氛围。金秋十月好光景，国庆

重阳巧邂逅，自然少不了登高。在滕王阁景

区内，喜庆的音乐响彻整个景区，市民、游客

纷纷来此登阁远眺，俯瞰赣江景观，在吟词

赏舞中尽情品味文化魅力。

夜晚，一场名为“国庆回潮 万家灯火”

的主题活动在滕王阁景区开演，为游客们带

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主办方在景区的古

街古建筑上，以“国朝”为核心元素，以“古建

与国潮”为主要内容，围绕滕王阁文化，用灯

光营造唐风宋韵滕王阁。同时，景区还推出

豫章游园会原创打卡、滕王雅集等活动，让

游客在景区既可以登高观光，又能感受万家

灯火的喜庆。

此外，游客们还可以登上滕王阁游轮欣

赏赣江夜景，欣赏东岸古朴雄伟的滕王阁、

西岸时尚亮丽的红谷滩。

登阁望远
感受“诗与远方”

本报记者 康春华

10 月 4 日晚，一场绚丽璀璨的焰火盛宴在万载古城

精彩上演。古城景区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不少游客前

来品尝地道万载特色美食，感受糖画和花灯戏等非遗技

艺，新入驻的小摊集市和萌宠乐园为古城景区增添了烟

火气。

国庆假期，万载古城景区每晚都举行半小时烟火

秀。此次烟火秀全面升级，由专业设计师设计的焰火微

剧全新亮相，不仅增加了潮流电音焰火、古风情景焰火等

特色烟火，还增加了月光码头舞台、乐队和舞蹈演艺。

同时，万载古城以本土特色文化为主，展示花灯戏、

傩戏、夏布等万载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浓郁的乡土气息

和人情味，生动朴实的语言，通俗易懂的唱词，优美活泼

的表演形式，让游客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火树银花乐游古城
本报记者 朱兆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