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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辰大海，征途万里。唯有顺应

时代，方能独占鳌头。

眼下，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大潮

中最具创新性和成长性的新经济业

态，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引爆点。面对机遇，青山湖区围绕做

好数字经济产业链布局设点，推动数

字经济朝着“一体化”“全业态”落地

生根，寻找数字经济引爆高质量发展

的“流量密码”。

走进位于青山湖区京东镇的江

西流量经济产业基地直播生态园，各

家科技公司的主播们在直播镜头前

各展才能，向网友们推荐各色产品。

2021 年 8 月，直播生态园开始运营，按

照“一基地、多园区”的架构，实现流

量经济的园区化、集聚化，依托字节

跳动抖音品牌和运营优势，充分发挥

平台集聚效应，为企业提供流量、培

训及资源链接服务，招商入驻 9 家类

似抖趣科技的本地头部机构，帮助企

业优化流量数据，提升业绩。

青山湖区的“流量密码”，既有流

量，也有产量。数字经济依托实业完

成产业融合，方能让经济的活水“源源不断”。为

此，青山湖区联动“流量”与“产量”，以此全面打通

相关企业上下游的产业链，实现区域经济特色化、

特色经济数字化、流量经济集群化发展。

走进南昌华兴针织实业有限公司 5G 智慧工

厂，智能吊挂、智能熨烫、智能验针、智能分拣、智能

码垛、可视智能管理 5G 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

行着。通过数字化转型发展，华兴针织将 5G 技术

及相关应用融入生产线，产量由原来的每天生产 5

万件提升至 10 万件，高端服装合格率从 50%提升

至 90%，去年年产值达 10 亿元，同比增长 30%。

为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针纺产业发展，青山湖

区加快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实施“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工程，推动企

业“上云”，越来越多的针纺企业试水智慧“5G”

未来工厂，推动流量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变线上流量为线下增量。

锚定产业发展方向，聚焦特色产业集群。

不仅是针纺产业，如今，青山湖区紧抓数字经

济发展浪潮，以产业链为纽带，积极开展“机器

换人”“设备换芯”“生产换线”等传统产业智

能化升级行动，深入实施“延链、补链、强链”

工程，推动现代针纺产业突破千亿级，冶金

建材、电子信息两大产业突破 500 亿元，以

及食品饮料、生物医学、装备制造等行业全

面发展。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把民生工程做到群众心坎上。

破旧的围墙变身文化墙，新规划的

停车位井然有序，楼房外立面粉刷一

新，休闲广场老人孩童各得其乐……

日前 ，青 山 湖 区 湖 景 花 园 小 区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优 美 的 环 境 让 居 民 们 心

旷神怡。

湖景花园的变化并非个例，仅今

年，青山湖区就对 28 个老旧小区进行

了综合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脏乱

差、水难排、车难停、灯不亮、路不平、

治安乱”等问题被逐个解决。

变化不仅体现在众多小区内，更

体现在小区外。一块块“零碎地”，通

过 栽 植 各 类 特 色 苗 木 、配 置 景 观 石

等，摇身一变成了美丽的“口袋公园”

“邮票绿地”，市民散步游玩有了新去

处……近几年，不少青山湖区的居民

发现，家门口的零星空地变绿变美了。

城市品质提升，长效管理为重。

在内外变美的同时，青山湖区还大力

推进“马路本色”行动全覆盖。全力

做 好 主 次 干 道 、背 街 小 巷 、城 市“ 家

具”环卫保洁；对全区路灯照明设施

进行了地毯式摸排，区管道路路灯亮

灯率达 98%以上；施划斑马线约 4900

㎡，减速标线约 1050㎡，增设交通标

志牌 37 个，进一步规范交通标志标线

设置，方便居民出行。

在最好地段建安置房，实现“安

置在花园、生活在都市”。在青山湖

南大道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简

洁大气的建筑外墙，错落有致的园林

景观，这就是青山湖区新建的肖坊、

张燕村安置小区，也是集住宅、餐饮、

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品质社区。

增强群众的幸福感是永恒的民

生主题。近年来，青山湖区把棚户区

改造作为核心民生工程来抓，通过创

新“棚改”工作机制，统筹规划、有序

实施。如今，一幢幢回迁安置房拔地

而起，群众的“安居梦”成为现实。目

前，全区共有在建安置房项目 29 个，

总 套 数 39500 余 套 、总 投 资 186.1 亿

元。今年计划分配 17 个项目，圆 1.6

万户百姓的“安居梦”。

数据显示，2021 年，青山湖区累

计投入民生资金 20.4 亿元，聚焦优化

公共服务，建设了 4 所公办幼儿园，打

造了 5 个社区邻里中心、4 个社区嵌入

式养老院，全区新增幼儿园园位 1050

个、养老床位 125 个。同时，该区以大

改 造完善大功能，整治了 7 条背街小

巷，改造了 34个老旧小区，加装了 19台

既有住宅电梯，打造了 2个城市公园、5

个邮票绿地，建设了 3条城市绿道、

16个公厕和 3917个停车泊位，

让城市更加宜居，群众

幸福感更强。

前不久，江西省推进创新型省份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 2021 年江

西省县域创新能力评价结果，青山湖

区位列全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第一，

这是青山湖区连续两年获此殊荣。

从 近 三 年 青 山 湖 区 在 科 技 支 出

方面的数据来看，该区取得的创新成

果并不是偶然：2019 年至 2021 年，青

山 湖 区 科 技 支 出 分 别 为 7263 万 元 、

7364 万元、7398 万元；争取省、市科技

专项资金分别为 616.98 万元、1826.38

万元、3669.68 万元。

倍数增长的科技专项资金背后，

是青山湖区强化科技创新的决心。

为加快构建支持创新政策体系，

该区出台《关于加快青山湖区省级创

新型区试点建设的实施意见》，从创新

主体、创新载体、研发平台、科研能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及科技发展创新机

制等 6 个方面提出了 13 条扶持政策，

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产

业、新模式“四新”经济，加快创新要素

聚集效率，为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提供

精准帮扶保障。

“传统的生产线上，两个工厂需要

配备 40 人进行贴胶带，以及贴钢圈、

钢板及刮板作业。现在通过自主设备

导入即可实现自动化操作，只要 8 人

即可完成作业，节约人力的同时提高

了作业品质和产品竞争力。”据江西省

兆驰光电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在青

山湖区出台的科技创新政策的引导

下，企业联合供应商设计的自动贴膜

机导入、自动刮料机导入两台实用新型

专利设备，均获国家级发明专利。目

前，企业通过不断加大创新投入，研发

核心技术与模式，已掌握多项核心技

术，共有6项发明专利、31项实用新型专

利、7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智技融合”，产业迈上新台阶。

从“制造”到“智造”，一家家高新企业

不断攻坚，实现创新领跑。截至目前，

青山湖区已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138

家。同时，该区拥有各级众创空间 17

家，其中国家级众创空间 2 家、省级众

创空间 7 家、市级众创空间 8 家；科技

企业孵化器 3 家，均为国家级孵化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30

家，其中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

实验室）15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重点实验室）15 家。

此外，青山湖区还立足“一区双擎

多园”产业格局，坚持“做强存量、做优

增量、做大总量、做高质量”发展理念，

充分研判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

着力发展培育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循环

经济和低碳经济，逐步引导企业由“工

业制造”向“工业创造”转变，让产业发

展和科技创新实现深度融合。

十年，是一个时间刻度，更是一次发展跨越。十年

时间，南昌市青山湖区从城郊到城中心，数字经济从无

到有。2021 年，该区实现利用外资总量突破 7 亿美元，

立项投资额 316.49 亿元；电子商务年交易额突破 370 亿

元……亮眼成绩成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度量衡”。

新使命、新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山湖区经济社

会发展快、城乡面貌变化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多，知名

度、美誉度、影响力快速攀升。站在新的起点上，青山湖区

正在以“1+5+2”重点工作推进机制为总抓手，做强存量、

做优增量、做大总量、做高质量，促进经济稳中向好、稳步

提质，以创新为墨，用实干为笔，全力书写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的时代答卷。

熊焕明 王 川/文 （图片由青山湖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抢抓机遇开新局抢抓机遇开新局 积蓄发展新动能积蓄发展新动能
——青山湖区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纪实

绘就发展“幸福底色”建管并重

激活发展“一池春水”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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