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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通联部主办 责任编辑 祝芸生 沈秋平 省 城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南昌作为省会城市，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深入实施强省

会战略，以农业农村“两整治一提升”

为主抓手，聚焦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依托各地资源优势和产业特点，

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

完善产业链条，加快农业特色产业“接

二连三”，发力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

业 ，推 动 农 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

一幅产业旺、农民富、村庄美的画卷，

正在田野乡间铺展开来。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产

业集群规模越来越大，龙头企业越来

越多，新型业态越来越活。南昌市在

深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摸索出哪些经验？对其他地方有何

启示？如何进一步以特色产业振兴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记者对此进

行了采访。

特色产业平台强起来

【新闻事实】

专业的养殖热泵、科学的育苗技

术 、浓 厚 的 发 展 氛 围 ，在 进 贤 县 三 里

乡，养殖黄鳝是这里的乡亲们就业创

业的一大热门选择。

如今，为开拓黄鳝养殖新空间，进

贤成立数字生态农业黄鳝养殖基地，

搭建渔业数字化管理平台，实时监测

养殖区域水质、气候等；建设水产综合

服务区，布设交易市场、水产品检验认

证工作站、金融服务中心、冷链物流区

等；设立黄鳝研究院，强化人才支撑、

技术保障，开展黄鳝亲本培育、黄鳝幼

苗饲料研发等前沿技术研究，实现黄

鳝养殖标准化、品牌化。2021 年，三里

乡黄鳝产业产值达 10 亿元，成为当地

最重要的富民支柱产业。今年，在特

色产业平台和规模化发展的助力下，

黄鳝产业产值有望更高。

【记者观察】

今年以来，南昌市将农业产业强

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等产业平台作为

发力的重点，按照“规模化建基地、精

细化强加工、产业化育龙头、品牌化增

效益、市场化拓渠道、体系化延链条”

的思路，依托现有基础和优势，引导资

金、技术、人才、信息、设施、装备等向

园区和村镇聚集；围绕镇域主导产业，

创建了 3 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获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认定 13 个，创建

了 2 个 全 国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10 亿 元 乡

镇，“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一县多园、

跨县集群、业态多元”农业特色产业发

展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产业要发展，平台是关键。农业

特色产业平台是提升农业发展深度和

广度的重要载体，也是补齐农业产业

化布局散、链条短、种类少短板，实现

规模化、品牌化的重要路径。南昌市

充 分 发 挥 特 色 产 业 平 台 的“ 窗 口 ”作

用，在聚力延链强链中推动农业产业

提档升级，实现核心产业和延伸产业

的“同频共振”，不断拓展产业增值增

效空间。

特色龙头企业多起来

【新闻事实】

近年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益海嘉里（南昌）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积极带动产业链中企业发展。

目前，公司产业链带动省内中小企业

150 余家，涵盖物流、制造、仓储、生产、

工程施工等多个领域。从田间地头到

百姓餐桌。今年，公司聚焦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订单农业，可带动 9980 户农

户全年增收超 1100万元。

在南昌，这样的农业龙头企业不

是个例。江西国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坚持“接二连三”，大力发展生态种

植、生态旅游、冷链物流、生鲜配送、团

膳餐饮等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多元化

发展的同时，打造以养殖、屠宰、加工、

销售为主业的生猪产业链，以种养带

动销售，以销售培育品牌，提升全产业

附加值。

【记者观察】

南昌市积极培育壮大头部型、“链

主”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构建了国

家级、省级、市级龙头企业三级联创梯

队，推动龙头企业进村入园，向产业链

中高端延伸，在推动农业一二三产融

合、开拓市场等方面起到示范带动作

用，成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领头雁。

截至目前，南昌市累计培育市级

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376 家，建立龙头企

业引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

广 大 农 户 参 与 的 农 业 产 业 化 联 合 体

108 家；培育超亿元龙头企业 108 家。

任何产业发展，都离不开龙头企业

的带动，尤其是在资源要素分散、集约

化程度不高的农业领域，更需要通过发

挥龙头企业的作用，提高产业基地化、

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程度，以满足日

新月异的消费需求，全面提升产业规模

和效益水平。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政

策引领，引导和撬动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向产业聚集，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充

分发挥企业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发挥龙

头企业在品牌、资金、技术和市场方面

的优势，完善全产业链。

特色新业态活起来

【新闻事实】

道 路 干 净 整 洁 、楼 房 错 落 有 致 ，

特 色 产 业 园 内 辣 椒 、草 莓 长 势 喜 人 。

每逢周末，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河林

村 都 有 络 绎 不 绝 的 游 客 驱 车 来 这 里

感 受 田 野 风 光 ，体 验 农 耕 乐 趣 ，品 尝

农家美食。

大美生态，农旅融合。河林村充

分 依 托 当 地 农 业 、文 化 、旅 游 资 源 禀

赋，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以农旅融合提

升 大 美 生 态 河 林 品 牌 效 应 ，采 取“ 农

业+旅游+帮扶”方式，加快河林乡村

休闲旅游设施建设，搭建农旅发展平

台，通过举办荷花节、丰收节、果蔬采

摘等乡村旅游活动，形成赏荷花、摘果

蔬、拍抖音、品美食、购农货的一日游

经济，并建成集休闲观光、科普教育、

采摘体验、餐饮服务、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休闲农业特色产业园，用于养殖龙

虾、甲鱼等水产品，种植辣椒、圣女果、

西瓜、草莓等果蔬及鸭稻生态大米。

【记者观察】

近年来，南昌市依托产业资源、田

园景观、乡风民俗等优质资源，紧跟新

型消费趋势，对资源要素进行创意开

发和跨界配置，发掘乡村多重价值，催

生出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涌现出乡村

旅游、预制食品、创意农业、民宿服务、

数字智慧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目

前，南昌市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1096 个，

累计创建各类休闲农业品牌 147 个（其

中国家级品牌 19 个）。

在 探 索 中 创 新 ，于 创 新 中 发 展 。

南昌市把农旅融合作为打造乡村新业

态的重要突破口之一，紧盯市场需求，

做强做精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加

强资源整合和政策集成，着力提升乡

村旅游产品和线路的市场竞争力，把

新 型 业 态 作 为 农 业 农 村 发 展 的 新 动

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只要找好

定位、凸显特色，让农旅融合既满足游

客“诗与远方”的需求，又带动当地农

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走深走实，一片

片绿水青山当大有可为。

沐浴着初冬暖阳，行走于田间地

头，一个个庭院整齐排列，一条条村道

直通家门，河水清清透明见底，空闲时

的村民缓行于步道，脸上荡漾着幸福

的笑容……11月 8日，记者在南昌市的

多个乡村走访发现，越来越多的村庄

不仅变美了，而且变“活”了。

变 化 得 益 于 南 昌 市 扎 实 开 展 的

“两整治一提升”行动。乡村路改造成

快速路，快速路联通产业路，产业路引

向幸福路。今年以来，南昌“两整治一

提升”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农村人居

环境明显提升，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呈

现良好势头。

“以前这里的路坑坑洼洼，我的三

轮车骑过去，哐哐哐响一路。”在安义

县新民乡尚礼村的美龙路上，村民凌

大全向记者说道，“改造后，三轮车在

柏油路上行驶，十分顺畅。”同时，该乡

还有 7 条公路提升改造工程正在稳步

推进，涉及道路环境整治及安全提升

等多个方面。

安义县新民乡尚礼村美龙路的变

化并非个例。按照工作计划，南昌市

力争三年内实施农村地区省道“白改

黑”268.4公里，实现全市省道宜改造路

段黑化率 100%。2022 年，南昌市农村

公路“白改黑”改造项目 89 个，369 公

里，计划投资约 9.5 亿元；目前，已开工

改造 227.7 公里，开工率 61.7%；已完成

改造 163.39公里，完工率 44.28%。

路不仅要通，也要安全洁美。南昌

市还以农村地区国道、省道，重要县道、

乡道的公路用地、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及

公路建筑控制区以外可视范围为整治重

点，实现国省道干线、主要县乡道沿线路

域环境“八个无”全覆盖。目前，全市已

完成2093.74公里的农村公路整治。

青山湖区罗家镇板溪村有近 700
年 的 历 史 ，该 村 结 合 红 色 资 源 优 势 ，

因 地 制 宜 推 动 了 红 色 名 村 建 设 。 村

内 改 水 、改 厕 、改 路 、改 房 、改 沟 、改

塘、改环境和电网、广电网络、互联网

等“ 七 改 三 网 ”基 础 设 施 整 改 建 设 到

位，同时配有卫生室、农家书屋、文体

活 动 场 所 、垃 圾 处 理 设 施 、污 水 处 理

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

美丽乡村是人民的热切期盼。南

昌 市 还 率 先 制 订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正负面清单”，即《南昌市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指导手册》，整合案例近 400 个，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明确乡村建筑、雨

污治理、乡村道路、文化景观等方面的

“可为”与“不可为”，列出“正面”与“负

面”清单，为乡村规划建设提供可行路

径。

在新建区溪霞镇，村民们同样感

受到了“两整治一提升”带来的乡村蝶

变。统一的村庄规划，因地制宜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让村子变得更漂亮，居

住更舒适，村民忍不住夸赞，村庄和家

里现在都焕然一新。

人居环境日益改善，美丽乡村田

园画卷徐徐展开，新变化、新气象由此

而生。在“两整治一提升”行动中，南

昌市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 302 个共同

富裕样板村和 28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目前，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开

工率 98%。

稳中求进将“蓝图”变“美图”。今

年 10 月，南昌市公布的《南昌市村庄

布 局 专 项 规 划 (2020-2035 年)》明 确 ，

原则上中心村应配置高能级设施，包

括 综 合 文 化 站 、室 内 健 身 点 、村 级 幸

福 院 (含 老 年 人 日 间 照 料)；乡 村 地 区

常 住 人 口 规 模 大 于 1500 人 应 设 幼 儿

园，常住人口规模大于 3000 人应设小

学 (含 初 小)。 这 意 味 着 ，生 活 配 套 将

不 再 是 乡 村 的 短 板 ，一 幅 幅 产 业 兴

旺 、生 态 宜 居 、乡 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

生 活 富 裕 的 现 代 农 村“ 蓝 图 ”将 逐 渐

变成现实。

三产融合，绘就乡野好“丰”景
——南昌市以农业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观察与思考

本报全媒体记者 宋思嘉

南昌市积极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肖颖）南昌市林业局积极推进林下经济高质量发

展，促进林农增收致富。在 2022年林业生态建设中，列支 429.85万元专项

用于林下经济发展，对油茶、森林药材、林果、林下养殖进行专项补助，并印

制6000余册《南昌市林业产业建设标准与政策指南》分发林农手中。

截至目前，南昌市林下经济林地利用总面积达到 53.06 万亩，从事林

下经济的林农达 6.96万人。全市林下种植林地利用总面积 46.33万亩，产

量 12.4 万吨，主要品种为油茶，种植面积 35.54 万亩，其他主要为林果、笋

用竹、药材等 20 余个品种。林下养殖林地利用总面积 1.15 万亩，鸡鸭鹅

等林下养殖量达到了 106万羽，猪羊牛林下养殖量 1600头。

青山湖区打造“一键直达”幸福生活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 通讯员周荣）日前，在南昌市青山

湖区湖坊镇广电小区，电梯加装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87 岁的毛荣

之因患病，上下楼十分不便。看到家门口正在加装电梯，毛荣之激动地

说：“今后有了电梯，可以随时下楼散步晒太阳，日子美滋滋。”

前不久，为顺利推进电梯加装工作，广电小区居委会组织召开电梯加

装协调会，充分开展自治协商。广泛征求居民群众诉求，共同商讨“装不

装”“装哪里”“怎么装”的问题，积极寻求居民意愿的最大共识。目前，广

电小区电梯加装工作已全部完工。电梯井采用钢结构形式，通过连廊与

主楼相连，外墙以玻璃幕墙为主，不仅简洁大方，而且成本不高。同时，施

工方还对周边进行统一绿化，全力打造精品工程。

据了解，为加速推进加装电梯这项民心工程，青山湖区成立工作专

班，建立了电梯加装报建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申请一次受理、内部流转的

一站式审批，确保 5 个工作日内办结。今年以来，该区积极回应群众期

待，把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加速推进。截至

目前，已完成安装 22台，正在安装 2台。

新建区人居环境展新颜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余孔辉）走进南昌市新建区溪霞镇甘舍村下屋

村小组，只见一条条小道干净整洁，一个个庭院错落有致，新刷的墙壁上

桃花灿烂，新建的公共厕所内设施齐全……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画

卷正徐徐展开。

这是新建区开展“两整治一提升”行动取得实效的一个缩影。2022
年，新建区上下齐心攻坚克难，全面掀起“两整治一提升”行动热潮，扎实

推进农村路域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特色产业提升，共推进

省道“白改黑”约 18 公里，县、乡道路“白改黑”69.5 公里；重点打造了梦飞

田园示范区、蓝泥湾示范区、丰产河示范区 3个乡村振兴示范区，完成 5个

乡村振兴示范村、56 个共同富裕样板村、11 条主干道沿线环境提升项目；

创建了市级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基地 1 个、粮油作物高质高效示范片 3 个、

绿色有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 3 个、市级农业产业强镇 2 个，一幅幅路

通产业兴、民富乡村美的画卷，正在新建大地徐徐展开。

南昌西站“让遗失证件回家”暖人心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鄢玫)“收到失而复得的身份证，让我特别

惊喜，为南昌这座英雄城点赞！”11 月 8 日，湖南长沙的曾晓微女士收到

了南昌西站综合服务中心免费寄回的身份证，激动不已，专门打电话表

示感谢。

这是南昌西站综合服务中心牵头开展“让遗失证件回家”行动出现的

一幕。在开展服务意见建议征集中，发现旅客找回身份证请求相对集中，

于是该中心于 7 月上旬牵头南昌西站枢纽各交通营运单位、西客站派出

所、铁路派出所、中国邮政快递物流，共同谋划“让遗失证件回家”行动。

截至 11 月 9 日，南昌西站相关工作人员捡拾到各类证件 650 件，免费邮寄

258 件，自取 12 件，转交公安机关 380 件。遗失证件回家行动提高了旅客

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让南昌城增添了一分城市温度。

李渡镇1至10月财税收入突破5亿元
本报进贤讯 （全媒体记者林雍 通讯员郑杰）11 月 4 日，记者来到位

于进贤县李渡镇的江西李渡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把

原料倒进一口巨大的蒸锅，一派产销两旺的景象。“目前公司正在建设占

地面积 650 亩的新酒庄。”李渡酒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今年以来李渡镇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去年以来，新一届李渡镇党委、政府紧扣年初制订的“争创全省乡村

振兴示范镇”、朝“中部百强乡镇”迈进的目标定位，把重点项目建设和招

商引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重中之重的工作，深入开展“暖心护企”和“贤商

回归”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乡

贤回乡投资兴业。目前，顺利推进了“国宝李渡酒庄”、阳光华城楼盘等重

大重点项目建设，并成功引进了广东昱阳 GMP 重细蛋白酶及抗体药品、

江泓体外诊断试剂等重大项目落户，使得发展的“盘子”越做越大。同时，

大力推进财源建设，突出抓好重点产业、骨干企业税源培植。据了解，今

年 1至 10月，该镇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1家，新增注册企业 161家，成功签约

项目 6 个，各项经济指标均保持高位增长；累计财税收入 5.05 亿元，首次

突破 5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128%。

在 1500 亩连片的新建区联圩镇渔民转产就业基地，渔民变身菜农，收入较

原来捕鱼翻番。 通讯员 雷 颖摄

随着元宇宙、VR 应用技术在各领域创新融合的不断深入，这项

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南昌市红谷滩区元宇宙·VR
数字农业示范基地，一种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应运而生。该基地预

计于 2022世界VR产业大会期间正式亮相。

11 月 7 日，记者走进该基地发现，基地的基础建设与植物培育同

步进行，植物工厂已初步成型，一个现代高科技大棚就是一个生产车

间，已进入正常生产状态。据介绍，该基地项目占地 346 亩，由“元宇

宙+农业”、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植物种植工厂区、太空育种中草药

繁育基地和配套项目组成。

据了解，基地致力于将航天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到农业领域，以太

空育种的草莓、辣椒等以及中国科学院培育的菊苣、蛹虫草等药用植

物作为培育对象，保证农作物的高质、高产。

同时，基地还将现实世界替换为元宇宙世界

的场景，实现了基地科普研学板块虚拟与现

实的全场景交互。

“VR+农业”掀起新风潮
本报全媒体记者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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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村庄，宜居宜业的乐园
本报全媒体记者 康春华

安义县黄洲镇安义县黄洲镇秀美乡村建设让村民享受乡村振兴的成果秀美乡村建设让村民享受乡村振兴的成果。。通讯员通讯员 熊世峰熊世峰摄摄

西湖区“河（湖）长+检察长+警长”显成效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 通讯员胡云芸）“前期我们巡查发

现，在赣江江滩公园中心小岛上有私种菜地现象，属地街道执法队员进行

清理后，仍有市民上岛私自圈种。不仅影响了江滩公园的园林绿化景观，

对赣江水环境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在 10 月召开的南昌市西湖区

“河（湖）长+检察长+警长”联席会上，相关责任单位立即对这一情况进行

联合督办。次日，组织街道执法人员来到现场进行彻底清理，同时协调相

关部门加强日常巡查，进行长效管理。

这是西湖区落实“河（湖）长+检察长+警长”协作机制，快速协调处理

影响水资源环境、破坏水域岸线管理等突出问题的成果之一。

据了解，该区坚持开展以“清洁河湖水质、清理违章建筑、清除违法行

为”为重点的“清河行动”和“清四乱”等专项行动，在全区范围内对乱占、

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治理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排查，对影响水资源

环境、破坏水域岸线管理、侵占河道等突出问题进行督察督导。今年以来

已完成“清河行动”问题整治 20起，“清四乱”重点问题销号 3起。

南昌高新区高位推动知识产权保护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周金宇）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公布的 2022 年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名单中，南昌高新区共有

24 家企业通过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审核复核。截至目前，南昌

高新区共有 19 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约占全省总数的 10%；5 家国家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约占全省总数的 16%。

为了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高新区先后举办两场“高新下午茶”，来自

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知识产权人”齐聚一堂，探讨建设和完善知识产

权保护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为将高新区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知识产权

保护一等强区建言献策。目前，中国（南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新址在高

新区已正式对外办公，该平台的落地标志着知识产权保护将在高新实现

“就地就近办”，为进一步助推产业创新生态的优化积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