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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三年没回家了，今年早早

安排好工作，早点回家过年！”1 月 19 日

上午，来自上海的刘先生将新能源车开

进沪昆高速龙虎山服务区的国家电网电

动汽车充电站，充上电准备下一段行程。

临近春节，高速公路上车流渐渐多

了起来。充电站里，回乡过年的新能源

车往来不息。

“等了大约 5 分钟就有位置了，不用

排长队，操作也很方便。”刘先生将充电

头插好，用手机扫码启动充电程序。他

从上海回湖南老家过年，这是第一次开

电动汽车远行。“本来心里还没底，看往

年都有抢位置、充不到电的情况，没想到

我一路上都挺顺利的。”刘先生说，用这

种高速快充，车子大概 40 分钟就可以充

满电，正好自己也可以休息一下，“按照

计划，晚上可以顺利到家。”

充电站的另一边，国网鹰潭供电公

司工作人员在进行增桩补枪。“我们正在

加紧作业，将两个方向充电桩从原来的 8
台增加到 16 台。”公司供用电部智能用

电专职程世锋说。他告诉记者，后台监

测显示，今年春运开始后，龙虎山服务区

充电站充电次数、电量、金额与去年春运

相比都有大幅攀升，用电量增长更是高

达 235%。因此，该公司积极配合省公司

抓紧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保障能力。

“充电难、远行难”，过去一直是电动

汽车车主的“痛”。为缓解这一矛盾，服

务好春节期间绿色出行，国网鹰潭供电

公司强化节前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治

理，开展服务区供电电源专项检查；同

时，建立快速反应机制，进一步强化高速

服务区充电双向应急、附近站点疏导指

引等措施，确保在车主遇到充电问题时，

能够提供及时有效服务。

目前，鹰潭市正在逐步建立“车桩相

随、适度超前”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程

世锋告诉记者，打开手机上的系统平台，

客户经理可以实时查看全市各个充电站

的充电桩使用情况，并及时安排跟进服

务。“我们将以最大能力、最佳状态、最优

服务，全力保障新能源车‘出得了门、回

得了家’。”

高速公路充电站“增桩补枪”为新能源车护航

充电更快 回家更顺 心情更爽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惠子

本报抚州讯 （谢龙龙）“去年疫情

防控期间，政府安排人员 24 小时值守路

口接送我们物流人员，实行闭环管理服

务。”1 月 17 日，位于抚州临川经济开发

区的抚州市银圣王洁具有限公司总经

理程银华感慨道。

“抚州去年出台了《抚州市推进工

业 企 业 提 质 增 量‘10%工 作 法 ’实 施 方

案》，在 全 市 实 施 工 业 企 业 提 质 增 量

‘10%工作法’，即通过‘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有机结合，着力解决影响工业

企业生产作业率的制约因素，助力企业

生产作业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10%以

上，促进企业提质增量。”抚州市工信局

“10%工作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曾

繁华介绍。“10%工作法”聚焦企业主体、

政策兑现、原料供应、用能保障、物流畅

通、金融支持、用工需求等十个方面工

作任务，逐项分析，并提出解决路径。

抚州市聚焦工业企业个性问题、行

业共性问题，加强企业用能制约因素监

测分析，为解决企业遇到的难题，全面

实行十亿元企业和百户重点企业领导

挂点和驻企特派员制度，推动惠企纾困

政策落地。抚州市银圣王洁具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打卫浴洁具产品出口的企

业。去年受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公司

出现了融资难、订单下滑、物流不畅等问

题，业务受到较大冲击。为解决企业融

资难问题，抚州各县（区）都建立了供应

链金融公司，切实帮助企业解决流动资

金贷款问题，公司获融资款 1700万元。

为引导中小企业发展，抚州市建立

“专精特新”企业库、加大政策资金扶持

力度等一系列举措，各县（区）也出台了

一系列奖励措施，如临川区对当年被认

定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的，给予 2 万

至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去年，抚州市还

印发《2022 年抚州市工业创新发展专项

资金使用办法》，市本级安排资金 1.1 亿

元，各县（区）工业发展扶持奖励资金近

5 亿元，用于解决制约产业发展、企业创

新的关键技术问题，引导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10%工作法”实施以来，抚州工业

企业产能利用率逐步提升。2022 年 1 至

11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

速 8.6%，100 户优势企业共计实现产值

1250.5亿元，增长 38.7%。

签约省外 2000万元以上项目 94个，

总投资额 548.27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

目 57 个，20 亿元以上项目 11 个，50 亿元

以上项目 2 个，这是新余高新区 2022 年

招商引资成绩单。去年，该区持续深化

干部挂点企业制度，为企业配备帮扶专

员，力促企业安心发展稳定生产。

1 月 11 日，记者来到位于新余高新

区的江西路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

间里一派生产红火的景象，工人正在赶

制订单产品。而在几个月前，企业的发

展却陷入困境。公司负责人曾年根介

绍，去年 4 月，公司年产 1 万吨锂电池负

极材料生产项目落户，虽然还未投产，

但订单已纷至沓来。经过 6 个月建设，

企业准备启动试生产时，却因缺乏技术

人员差点“停摆”，“培训熟练工需要一

个过程，技术人员缺乏导致公司产能跟

不上，接了订单产品也交不出去，非常

头痛。”

就在这时，挂点该企业的帮扶干部

罗名禄得知了项目投产的痛点难点，他

多次入企进车间摸底，并联系人力资源

部 门 ，帮 助 解 决 了 困 扰 企 业 的 招 工 难

题。“有关部门帮我们从湖南请了几个

技术员过来，招工问题也解决了。前段

时间，帮扶干部隔三差五到现场帮助解

决问题，让我们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生

产 销 售 上 ，也 更 有 信 心 将 企 业 做 大 做

强。”曾年根说道。

罗名禄介绍，“现在每两天走访一

次企业，通过主动对接企业，力争更快

更早帮助企业解决各种难题，当好企业

的‘贴心人’。”

2022 年，新余高新区启动“挺进千

亿园区赛马年”活动，以“赛马”比拼机

制，充分调动干部职工优化营商环境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服务企业的质量

和 水 平 。 同 时 ，相 继 出 台 多 种 惠 企 政

策，畅通惠企政策兑现通道，构建温暖

贴心的服务环境。截至目前，新余高新

区 共 组 织 20 家 帮 扶 单 位 帮 扶 企 业 179
家，派出帮扶干部 151 名，为企业解决发

展难题 35个。

峡江招商引资
实现“开门红”

本报峡江讯 （全媒体记者李歆

通讯员陈福平）近 日 ，总 投 资 20 亿

元 的 江 西 宝 舜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医 疗 器 械 生 产 项 目 成 功 签 约 落 户

峡江县。该县生物医药大健康首位

产 业 再 添“ 生 力 军 ”，实 现 招 商引资

“开门红”。

近年来，峡江县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理念，围绕生物医药大健康首

位产业细分领域，成立 11 个招商团

和 4 个重大项目专业招商队，主动对

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

区域“四会”行业组织，紧盯生物医药

行业龙头标杆企业、“隐形冠军”企

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全力

招大引强。同时实行“每月督查、问

题督办”制度，每月对外出招商、签约

项 目 进 展 、指 标 完 成 情 况 等 进 行 督

查，对落地项目需协调解决的问题进

行督办，并大力推进招商引资相关奖

励措施和考核制度，不断提升招商引

资质效。

今年全省计划建设
高标准农田260万亩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耀文）日前，我省下达 2023 年全

省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2023 年全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

150 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110 万亩，统筹发展高效节水

灌 溉 18 万 亩 。 截 至 2022 年 年 底 ，全 省 已 建 成 高 标 准 农 田

2624.11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64.5%。

我省始终把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首要目标，统筹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建设布局和重大措施，

着力构建省市县三级规划体系，全面完成省级高标准农田

2021-2030年建设规划编制。在去年遭遇历史罕见的极端干旱情

况下，高标准农田抗旱保灌能力凸显，总体灌溉保障率达97%以

上，为我省粮食稳产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进一步强化项目实施监管，2023年，我省将全面启动高

标准农田建设“规范管理年”活动，进一步完善项目设计、施

工、招投标等重点领域管理制度，规范项目管理，强化项目监

管，推动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增效。

有人管 管得好 可持续
我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效明显

本报讯（舒海军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我省扎实推进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目前，全省93个改革县（市、区）已基本完成改革任

务，覆盖灌溉面积近2990万亩，完成进度超过97%，成效明显。

我省立足于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和农业用水管理，探

索出“以县域为单元、以灌区为主体，以创新为动力、以考核为

抓手”的改革路径，基本建成“水价形成、工程管护、精准补贴、

用水管理”四项机制。县级农田水利工程责任、监管、运行、维

养四大主体均已落实，全面推动工程运行管理集约化、专业化

和维修养护物业化、市场化，有序推进灌区一张图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一张图叠加，打通灌溉堵点，实现农田水利设施“有人

管、有钱管、管得好、可持续”。我省全面推行超定额用水累进

加价与节水奖励制度，大力推进高效节水工程建设。农田灌

溉水利用系数从 2016 年的 0.496 提高到 2022 年的 0.525，用水

效率显著提高，农田灌溉节水量累计达到 12亿立方米。

政策性农业保险撑起惠农“防护网”
去年全省保费规模逾40亿元，增长55.32%

本报讯 （殷琪惠）2022年，我省大力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

试点工作，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规模实现高速增长，全年政

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 41.75亿元，较 2021年增长 55.32%。

我省 3 个省级地方特色险种成绩斐然，其中，油茶保险保

费 2.75 亿元，完成任务数的 152.78%；中药材保险保费 2.02 亿

元，完成任务数的 168.33%；大棚蔬菜保险保费 3.81亿元，完成

任务数的 317.5%。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达 4821.94 亿元。截至目前，全省支付赔款总额达 24.39 亿元，

有效发挥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驾护航作用。

聚焦十方面任务并逐步解决

抚州“10%工作法”助企提质增量

进车间问需 帮企业解忧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

◀作为全省乡村振兴公益“100+”三年行动项目大赛精品奖项目，近日，

莲花县升坊镇石江萝卜喜获丰收。当地以石江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经营主

体，采取“村集体+公司+基地+农户+市场”模式，种植萝卜近 500 亩，助力村民

增收。 朱晨欣摄

定级分类确定不同模式

我省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王纪洪）记者 1 月 15

日获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保

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旨在保护利用老

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我省将对老旧厂房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分析研究老旧厂

房的历史价值、保存现状和相关数据资料，建立老旧厂房资源

信息库。对照区位条件、建设年代、建筑风貌、功能格局、利用

价值、结构安全等情况，制定老旧厂房定级分类利用标准。同

时，在普查登记、评估认定基础上，将已调查建档老旧厂房的

保护利用纳入当地城市发展、历史文化保护、文化和旅游发展

等相关规划中，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对列为不可移动

文物的，在遵守有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利

用；对认定为工业遗产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利用；对列入历

史建筑的，在保持原有外观风貌、典型构件的基础上，通过加

建、改建或添加必要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据

悉，我省将结合当地文化资源和发展优势，确定老旧厂房保护

利用的模式，鼓励引导发展文化产业园区，打造形式多样的公

共文化和旅游服务空间、城市文化综合体和文化产业集聚区。

▲1 月 18 日，庐山市华林镇庐康中药谷药材种植示范厂房内，工人正在给

石斛浇水。庐康中药谷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通过示范种植石斛、黄精等名贵

药材，带动周边中药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韩俊烜摄

1 月 18 日，大余县中科锂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忙

着生产碳酸锂产品。大余县推出招工补贴、节日留岗补贴等

系列助企政策，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力争实现“开门红”。

特约通讯员 叶功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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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6 日，湖口县新年首场招聘活动在数字经济创新融

合产业园举行，共提供就业岗位 5000 多个，吸引众多求职者

前来应聘。 特约通讯员 张 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