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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12 日，欧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

正式敲钟上市，实现了修水本土企业主板上市零的突破。

返乡十年、三次跨越，欧克科技是该县返乡创业企业的“领

头雁”。近年来，在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创

业者返回家乡，在修水兴起一波“归雁经济”热潮。

扬优成势：“务工大县”晋级为“创业强县”

修水是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 20 余万人，

涉及近 50 个产业，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

形成了地域性较强的创业集群。

近年来，该县紧紧抓住这一优势，深入实施“迎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发展战略，通过搭建返乡创业平台、完善

返乡政策体系，先后组织 300 余批次在外创业成功人士代

表回乡考察，近三年共落户返乡创业项目 170 余个，总投资

超 300 亿元，带动就业 5000 余人。

江西祈福工艺品公司是一家以开发、生产贵金属工艺

品为主的企业，也是修水第一批返乡创业的企业。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壮大，公司已拥有年产 380 万件产品生产能力，

产品远销欧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

在一批批返乡企业的带动下，修水已初步形成机械制

造、绿色食品和矿产品精深加工三大主导产业体系，产业

集群效应逐步释放。2021 年，该县三大主导产业企业突破

180 家 ，实 现 经 营 收 入 288.2 亿 元 ，占 规 上 企 业 收 入

76.64%。以欧克科技、豪斯特汽车零部件、伊启智能健身器

材 等 返 乡 创 业 企 业 为 主 导 的 机 械 制 造 产 业 年 产 值 增 长

37.5%，成为修水名副其实的首位产业。

惠企纾困：让回乡企业爽心暖心

修水抢抓新一轮产业转移新机遇，出台《关于鼓励扶

持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17 条措施，建成 70 万平方米标准

厂房，为返乡企业制定租用标准厂房租金减免政策。

修水地处山区，交通条件一直是制约工业发展的瓶颈，

企业物流成本较高。为解决这一难题，该县通过设立物流补

贴政策，开辟修水至义乌、修水至广州两条物流专线，为企业

提供专业物流服务，有效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

同时，修水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设立惠

企政策兑现平台、问题高效处置平台、项目服务帮办平台，

助力企业健康发展。截至目前，该县共兑现惠企政策资金

39.7 亿元。

为方便企业办事，修水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建成

1.1 万平方米政务服务大厅，全县 41 个审批职能部门、1336
项事务实现进驻全覆盖，全面实行政务服务一网办、一门

办、一次办、一窗办、一链办“五个一”办理机制，企业开办

时间从原来的 5 个工作日，最短缩减到 1 个工作日。

针对企业困难，修水创新实施重点企业首席服务员制

度，对返乡创业项目挂牌保护，实行“一对一”或“一对多”

对口服务。今年以来，该县已累计为企业解决用地、用工、

融资等难题 50 余个，让返乡企业既安心又暖心。

内外兼修：提升返乡创业获得感归属感

修水坚持“创新招引+乡情牵引”，通过资本招商、以商

招商的方式，设立 10 亿元的工业发展引导基金，发挥外埠

商会牵线搭桥作用。每年召开返乡创业成功人士恳谈会，

大张旗鼓表彰宣传返乡创业成功人士，对有突出贡献的返

乡创业人士给予奖励。先后有 200 余名返乡创业成功人士

当选为市、县党代表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回乡企业家

不但有获得感，而且充满归属感。

今年 6 月，百亿磨具数字产业园项目落户修水。该项

目在修水籍企业家姚小春的带动下，首批引进东莞、深圳、

惠州的 10 家模具企业组团入驻，计划投资 100 亿元，为修水

机械制造产业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筚路蓝 缕 经 风 雨 ，返 乡 创 业 天 地 宽 。 如 今 的 修 水 ，

返 乡 创 业 已 成 为 一 张 亮 丽 的 名 片 ，也 成 为 广 大 在 外 成

功 人 士 的 一 种 期 盼 和追求，为修水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归雁群群振翅飞
——修水县推进返乡创业带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龚春光 周 青 本报全媒体记者 梁振堂

近日，在赣州市南康区格力电器（赣州）智能制造基地，

工人正在进行毛细管焊接作业，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据

了解，该基地计划 2023年全面投产，冲刺年产 300万套空调、

营业额超百亿元目标。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本报瑞金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你看看这房子多宽

敞，住得可舒服了！”近日，记者走进瑞金市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梦想家园·红都新城小区，搬迁户罗振誉连忙分享自

己的喜悦，“搬过来后，不仅居住环境好，在政府帮助下，还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我们夫妻俩每月收入 8000 多元，日子越过越

红火。”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自

2021 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以来，瑞金市聚焦搬

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发展、能致富”目标，采取发展特色

产业、培训就业技能、完善社区管理等举措，1434 户 5000 名易

地搬迁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发展特色产业，夯实搬迁群众增收基础。瑞金市围绕“一

乡一业、一村一品”思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该市累计

投入后续帮扶资金 426 万元，初步形成以大棚蔬菜、花卉苗木、

水果种植等为主的特色支柱产业。通过产业帮扶“五个一”和

“一领办三参与”模式，大力发展富硒农业，打造一批富硒产业

示范基地。全市 19 个集中安置点均创办产业基地或帮扶车

间，发挥产业基地带动效应，助力群众增收。

培训就业技能，提升搬迁群众能力本领。根据群众意愿

和市场需求，举办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技能培训，使其掌握

至少 1 项就业技能，并积极推荐就业岗位，确保搬迁群众每户

至少 1 人稳定就业、稳定增收。支持工业园区企业、帮扶车间

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吸纳更多搬迁群众就近就业。截至目前，

该市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10 期，培训 638 人，转移搬迁户劳

动力 589 人；大力培育本土人才和创业致富带头人 876 名，鼓励

外出能人返乡创业，联结带动脱贫户及重点监测对象 3000 余

人发展产业、参与就业。

完善社区管理，促进搬迁群众融入社区。加强安置点社

区管理，每个集中安置点建立一个服务中心或服务站，安排专

人负责协调搬迁群众办理户籍、社保等业务。集中安置点设

置值班室，加强安置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鼓励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积极开展心理疏导、邻里互助等社区服务工

作，帮助搬迁户融入社区。推进公共文化资源向安置点倾斜，

丰富搬迁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开展安置点文明创建，结

合实际开展“文明家庭”“致富能手”等评选活动，安置点面貌

焕然一新。

本报新干讯 （全媒体记

者邱辉强 通讯员晏适臣、徐

丽荣）推窗见青翠，卧榻闻林

风。位于新干县潭丘乡的海

木源景区是国家 4A 级景区，

距离新干县城 30 公里。2020
年景区与 9 户村民签订了租

房协议，采取“企业＋农户”模

式，将闲置农房打造成时尚民

宿 ，让 农 户 每 年 增 收 5000 元

以上。

“ 我 们 把 房 屋 出 租 给 景

区 ，除 每 年 可 获 得 4500 元 的

租 金 ，每 月 还 有 2000 多 元 的

分红。”尝到宅改“甜头”的村

民方保平对记者说。作为我

省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规范

管理先行县之一，近年来新干

县大力实施宅改三年行动，扎

实推进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

激活农村闲置宅基地与闲置

农房的发展活力，全力助推乡

村振兴。

该县建立了“县级主导、

乡镇主责、村级主体”机制，成

立了县、乡、村三级宅改工作

领导小组，组建了宅改工作专

班，出台了《关于印发新干县

开展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示

范先行”县创建实施方案的通

知》等文件，对农村宅基地建

房的资格申请、审批备案、巡

查监管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重点狠抓资格审核

公示制度和建房审批巡查“四到场”制度，落实宅

基地集体所有权，不断提升乡镇宅基地综合执法

能力。

为方便群众知晓建房办理流程和操作程序，

该县还统一制作了《农村宅基地批准书》、申请流

程图，统一制定了建房档案、建房公示牌等一整

套的固定文字模板。同时，各乡镇、村依托便民

服务大厅，建立多部门联审联办“一站式”服务窗

口的农村宅基地建房联审联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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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得出还要稳得住 有发展还要能致富

瑞金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近 日 ，在 万 年 县

苏桥乡庆民养殖专业

合 作 社 生 产 基 地 ，村

民正在翻晒板鸭。板

鸭是苏桥乡的传统产

业。为做大做强板鸭

业经济，该乡采取“公

司+农户”模式，大力

发 展 科 技 鸭 业 、生 态

鸭业、文化鸭业，产品

远 销 北 京 、上 海 、湖

南、福建等地，实现年

产板鸭 10 万只，带动

3000 多户农户致富。

特约通讯员

徐声高摄

1 月 1 日，国道 G105 吉水县醪桥至青原区草坪桥段改建工程全线正式通车。国道 G105 吉水县醪桥至青原区草坪桥段改建工

程采用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通车后拉大吉水县城发展框架、疏解过境交通压力。 特约通讯员 廖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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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强力保供

年发电量超300亿千瓦时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刘佳惠子）截至 2022 年 12 月 15

日，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年累计完成发电量 301.8 亿千

瓦时，提前完成年度发电任务，为我省能源供应提供坚强

保障。

2022 年以来，国家能源集团江西公司坚决落实省委省

政府及国家能源集团部署要求，精准细化安排、常态化督

导落实能源保供工作。主动担当安全保供责任，加强“三

现”管理，抓好“四个到位”，高质量完成 11 台机组计划检

修，积极应对夏季极端旱情，落实防非停重点工作措施，保

持了机组长周期稳定运行，其中神华九江 2 号机连续稳定

运行 500 天，获中电联可靠性对标排名第一。充分发挥国

家能源集团一体化优势，加大煤炭内部调剂和外部采购力

度，落实电厂库存要求，圆满完成重要时间节点的保电任

务，获得省政府及能源主管部门高度肯定，充分发挥了能

源保供“压舱石”作用。

我省对印尼首份
RCEP原产地证书签发

本报讯 （陈晖）1 月 2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对印度尼西亚正式生效。当天，南昌海关所属

萍乡海关为江西鑫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口至印度尼西

亚的塑料鲍尔环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这是 RCEP 正

式生效后，我省对印尼签发的首份 RCEP 原产地证书。凭

借这份原产地证书，该公司这批货物可享受关税减让约

1.5 万元。

此前，江西鑫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出口商品塑料

鲍尔环的进口国关税税率为 20%，申请东盟原产地证书可

以享受 15%的税率优惠。RCEP 对印尼正式生效后，税率

直接降为零，预计每年能为该企业节省税款约 100 万元，进

一步扩大了受惠面，关税减让优势进一步凸显。

为做好 RCEP 对印尼生效的实施保障工作，南昌海关

开展大数据分析，全面梳理关区对印尼出口重点企业，建

立出口企业“享惠档案”。紧盯 RCEP 对印尼生效时间点，

帮助企业比较分析不同优惠贸易协定关税减让及原产地

规则差异，科学规划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促进企业知惠

享惠。对申请原产地证书的企业开展备案、申报、签发全

流程快速审核措施，同时叠加智能审核、自助打印、快递送

达等便利化签证服务举措，实现企业“不见面”，签证“零跑

腿”。

本报讯 （陈晖）为深入推进营商环

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进一步

激发我省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活力，近

日，经省政府同意，江西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江西证监局联合印发《关于

促进我省私募股权投资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出

台 12 条政策举措，支持我省私募股权

投资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聚焦全面建设“六个

江西”和“2+6+N”产业高质量发展，对

标国际国内一流水平，深化私募股权

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强化政策要

素资源供给保障，加快培育创新资本，

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紧密融合。

《实施意见》涵盖“募投管退”各环

节。在募集方面，优化市场准入管理，

推动私募股权投资集聚发展，支持和

鼓励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合伙人在

我省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来赣投

资，加快形成私募机构集聚和竞争优

势。对引导服务我省实体经济效果良

好的基金园区，在符合相关法规和政

策的情况下，支持其贡献地方税收省

级留成部分返还基金园区属地财政。

投资方面，打通资本和政府等各

类优质项目源的通道，拓宽资金募集

渠道，促进资本与产业的对接融合，发

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引导作用。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聚集放大作

用，吸引民间投资尤其是优秀的私募

股权基金等社会资本，投向“2+6+N”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

同时，适度提高政府投资基金让利幅

度，允许本级政府投资基金退出时将

取得的净收益扣除门槛收益后不高于

50%部分让渡给私募基金管理人和其

他社会资本出资方。

管理方面，对私募股权投资管理

企 业 经 营 情 况 相 关 信 息 进 行 动 态 管

理，支持培育本土品牌，引进外部知名

机构，推动集聚发展，完善国有投资体

系建设。退出方面，支持多渠道市场化退出。同

时，《实施意见》提出建立全省私募股权投资“白

名单”制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机构对

“白名单”企业在融资时予以利率、费率等方面的

优惠，每年从“白名单”内遴选发挥作用较好的企

业予以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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