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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范武阳”到“红井圣地”，从“大柏地战斗”

到“长征第一山”……隆冬时节，记者走马红色资源

星罗棋布的瑞金，仿佛走进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

物馆。

近年来，瑞金市以红色名村建设为抓手，深挖

红色资源、激发红色动能，奏响乡村振兴的华彩乐

章。目前，瑞金市已建成红色名村 51 个，其中全国

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 10个、省级红色名村 4个。

深挖红色资源 红色基因代代传

走进叶坪镇朱坊村，傅连暲纪念园、中央红色

医院旧址、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旧址串点成线，

红色元素处处可见。游客徜徉其间，感受厚重红色

历史的同时，也接受了一次红色精神的洗礼。

2021 年，朱坊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

点村。为更好弘扬红色文化，朱坊村修缮革命旧

址，深挖红色资源，建设红色长廊、红色书院等红色

阵地，开发《傅连暲的红色信仰》精品课程，做到有

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述。

红色名村别样红。近年来，瑞金市投入资金

5400 万元，深入挖掘、保护利用革命旧居旧址和珍

贵文物，着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名村。按照

“一村一主题”思路，根据史实确定主题定位，打造

红色精神传承地、红色教育示范地。配套建设红色

书屋、红色影院等，筑牢红色阵地。立足本地红色

历史，组织专业力量开发《十七棵松》《八子参军》

《共和国第一军嫂》等一批精品课程，实现“一村一

课”，形成有自主特色的红色教育培训体系。

冬日，沙洲坝镇沙洲坝村红井景区，红井静静伫

立。红井旁，红军后代杨小春深情讲述苏区时期的革

命历史。三年前，退休后的杨小春成为一名义务讲解

员。他告诉记者：“我是喝着红井水、听着红井故事长

大的，我想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历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传承红色基因，需要讲好红色故事。“我们常态化开展读红色经典、学

红色历史、讲红色故事、看红色电影、唱红色歌曲、上红色党课教育活动，

招聘专职党建宣传员 376 人，组建红色文化宣讲队 239 支，不断丰富红色

教育内容和载体，提升红色教育实效。”瑞金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毛建平说。

激发红色动能 乡村振兴阔步行

行走在沙洲坝镇洁源村，村庄风景秀丽，道路平坦宽阔，红色主题墙

绘与民居相映成趣，展现出一幅美丽乡村画卷。

洁源村是远近闻名的“扩红模范村”，苏区时期，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

就有 89 人。2022 年，洁源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我们充分

利用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发展乡村旅游，每年游客达 10 万人次。”洁源村

党总支书记欧阳远征说，通过建设红色名村，村庄变美了，也更富了。

2022年以来，该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 56万元。

在瑞金，像洁源村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一个个红色名村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实。

“在推进红色名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中的塑形铸魂作用，通过‘红色+美丽乡村’‘红色+乡村旅游’模

式，不断提升红色名村建设质量。”朱坊村党总支书记朱村萍说。这几年，

朱坊村引入社会资本，打造果蔬示范基地，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全村现种植果蔬 900 亩、荸荠 200 亩、中药材 200 亩，2021 年，全村集体经

济收入突破 80万元。

这些年，瑞金市依托红色名村建设，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成效显

著。2022年，该市红色名村平均经营性收入超过 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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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昌景

黄高铁江西段铺轨现场，30 余名建设

者依然坚守一线，紧张有序地进行铺

轨作业。

1月13日12时许，雨后初晴。昌景

黄高铁军山湖站往余干方向 4公里处，

铺轨一体机正将一对500米长的钢轨从

长轨运输车上拖出，精准地落到无砟轨

道上，紧随其后的建设者熟练而迅速

地上好扣件，整体流程平顺高效。

“每天可以铺 6 公里左右。”中铁

十四局五公司昌景黄项目长铺队队长

赵林介绍，他所在的铺轨队目前有 30
余人，来自全国各地，是昌景黄高铁建

设项目让他们聚在一起。“到目前为

止，我们已经铺了近 70公里，预计 4月

底前完成轨道铺设工作。”

昌景黄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289.908 公里，其

中江西段长 200.27 公里，设计时速为

350 公里。线路多次跨越大江大湖，

横跨鄱阳湖平原，贯穿黄山山脉，是一

条景色秀美的旅游风光线。

距离昌景黄高铁余干站不足一公

里的地方，便是曾经的“十三五”省级

贫困村——鹭鸶港乡沿河村。看着建

设中的昌景黄高铁，乡亲们心里清楚：

铁路通了，生活也就更有盼头了。

13 日下午，昌景黄高铁余干站建

设工地，70 余名建设者正在作业，他

们伏在屋面钢结构网架上，用焊枪点

出一束束耀眼的火花，施工现场热火

朝天。

熊志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一名安装

工，大冬天的，他的头发却湿湿地粘在

额头上。熊志说，由于工期紧张，这个

春节，他们要加紧进行屋面钢结构网

架施工，以便年后进行屋面及内装施

工，今年要在工地上过年。“虽然回不

了家，但修建高铁是一项民生工程，能

出一份力我感觉很值得。”

因为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完善，

今年有不少建设者选择回家过年。为

保障工程进度，春节期间，昌景黄高铁

江西段仍有 1200 余人留赣过年。“为

了让留岗员工安心，我们除了给他们

准备丰盛的年夜饭，还增发假期补贴，

并组织团建活动，让大家感受到家的

温暖。”中建三局余干站负责人田立

佳说。

目前，昌景黄高铁线下工程已基

本完工，剩余 5 座大跨度桥梁钢管拱

正在加紧施工。“昌景黄高铁江西段计

划于 2023 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建

成通车后将形成江西连通长三角的又

一条高铁大动脉，对于完善区域高铁

交通网、拉动沿线旅游产业发展、加快

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具有重要意义。”

昌九城际铁路公司昌景黄指挥部副指

挥长黄志荣介绍。

腊 月 ，鹰 潭 市 月 湖 区 童 家 镇 的

年 味 越 来 越 足 。 1 月 13 日 ，在 童 家

镇 刘 家 村 ，鹌 鹑 养 殖 户 李 光 华 一 大

早 就 忙 活 起 来 ，这 天 要 发 一 批 鹌 鹑

蛋到南昌小蓝禽蛋批发市场。8 时，

收 购 商 徐 良 平 开 着 小 货 车 赶 到 养

殖 场。

“李老板，这批货有多少斤？”徐良

平问道。“3000 多斤。”李光华说。“要

过年了，南昌那边鹌鹑蛋卖得相当火，

多备点货。”“好嘞！”两个人你一言我

一语，聊得火热。

李光华对记者说：“我这个养殖场

面积总共不到 400 平方米，养了 3.5 万

只鹌鹑，一天能产 500 斤蛋。马上要

过年了，鹌鹑蛋销售很好，产多少卖多

少，不愁卖。”

年近不惑的李光华是贵溪市罗

河 镇 人 ，早 年 在 家 养 猪 ，2021 年 经

人介绍接触鹌鹑养殖。经过一番考

察 ，他 成 立 了 月 湖 区 子 彦 合 作 社 ，

在 童 家 镇 租 场 地 ，走 上 养 鹌 鹑 之

路 。“ 鹌 鹑 的 肉 和 蛋 营 养 价 值 都 很

高 ，很 受 市 场 欢 迎 。”李 光 华 一 边 捡

蛋一边说。

2022 年 8 月，一波疫情突如其来，

李光华一度非常艰难。“那时都在封

控，物流不畅通，销售不行。而且饲料

进不来，鹌鹑就挨饿。”李光华告诉记

者，当时他有个亲戚在外地养鹌鹑，因

为运饲料的货车进不了村，一下就损

失了 20 多万元。有了前车之鉴，李光

华及时向童家镇镇政府求 助 。 镇 政

府指派人员上门，积极协调保障货运

车辆进村，李光华的养殖场终于渡过

难关。

新年有何规划？李光华自信满

满：“鹌鹑蛋虽然个头小，但是市场前

景好。做得好，销量不愁，就是我们的

致富‘小金蛋’。我今年准备扩大养殖

场地，扩大到近千平方米，养殖鹌鹑

10 万只。合作社还将带着刘家村、童

家村的村民一起干，让更多村民尝到

鹌鹑蛋的‘甜头’。”

高质高效筑高铁
陈 晖 文/图

鹌鹑蛋成了“小金蛋”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旻

昌景黄高铁余干站施工现场，建设者正在作业。

梦想的力量

行动的力量

2022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赣州

银行用平凡之心，走好奋进之路，用信

念的力量，挺起坚实的脊梁。

这种信念，是旗帜引领的力量。

赣州银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构建

“政治引廉、教育倡廉、合规促廉、监督

保廉”的清廉金融文化体系。政治生态

持 续 向 好 ，干 部 队 伍 精 神 面 貌 焕 然 一

新。这是赣州银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坚强后盾。

这种信念，是战略定向的力量。

赣州银行健全公司治理体系，编制

新一轮战略规划，围绕“三大工程、六型

银行”建设，回归主责主业，确立普惠金

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转型战略，稳步

加快存款、信贷、收入结构调整，全面加

强“ 双 基 ”管 理 ，推 动 零 售 服 务 全 面 转

型。普惠、绿色、制造业贷款增速实现

三连增，制造业金融成为赣州银行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赣州银行健全风

险管理体系，把合规内控摆在首位，全

员合规意识日益增强。

信念，犹如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照亮赣州银行一路前行，点点星光汇聚

成“赣银”璀璨星空。

截 至 去 年 12 月 末 ，全 行 资 产 规 模

达 2638 亿元，比去年初增加 226 亿元，

增速 9.4%；各项贷款 1732 亿元，比去年

初增加 246 亿元，增速 16.6%，连续两年

在赣州市银行业服务地方经济考核中

排名第一；各项存款 1892 亿元，比去年

初新增 64 亿元，增速 3.5%；实现净利润

8.25 亿元，增速 5.6%；全行纳税 9.16 亿

元，同比增长 39.6%。赣州银行主要监

管 指 标 稳 中 向 好 ，取 得 了 质 量 与 效 益

的双丰收。

2023 年，升腾梦想的力量！梦想里

的“赣银”，踏上了改革发展新赛道。

赣州银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把握时机，踔厉奋发，全面开启该行高质

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建设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贡献金融力量！

行动是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脚，行动

形成推动前进的力量。赣州银行扎根人

民，服务人民，将“赣银”事业与百姓所

需、企业所盼结合起来。

经历风雨，笑对沧桑。“开门红”中的

你追我赶，“丰收季”中的颗粒归仓，“赣

银 E 链”中的“链链”不舍……不管有多

少艰难险阻，赣州银行奋进途中只有汗

水打湿的脚印。

赣 州 银 行 将 纾 困 暖 企 政 策 放 在 心

间 、落 到 实 处 ，把 利 率 降 下 来 ，把 效 率

提 上 去 ，与 企 业 一 起 拼 、一 起 闯 ，用 真

情播种希望，用脚步抚平沧桑，与中小

微 企 业 和 个 体 工 商 户 ，形 成 同 频 共 振

的力量。

就业创业、生活消费、健康养老……

一个场景就是一场服务；“薪易贷”“脐橙

贷”“木匠贷”“赣银快贷”……每个产品

就是一份关怀。赣州银行用行动，服务

企业、服务社区、服务新市民。

汛情紧迫，捐款捐物，冲锋在前；疫

情发生，捐出药品，送上健康；炎炎夏日，

总能送上一份清凉……

一群人，一条心，一起干！每一个奋

斗的日子都会被记取，每一个奋斗的人

都应该称作英雄。

信念的力量

—热烈庆祝赣州银行成立22周年

每一次发展的跃升，都激荡着时代的磅礴力量，赣州银行将高质量

发展的种子，播撒在山海，用责任与担当，书写“赣银”力量。

（文图由赣州银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