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关

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意见》。《意见》指出：深化纠治乡村振

兴中的各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切实减轻基层迎评送检、填表报数、过度

留痕等负担，推动基层把主要精力放在谋

发展、抓治理和为农民群众办实事上。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

干部闻令而动，笃行不怠，一幅幅产业旺、

乡村美、农民富的图景在各地不断绘成。

但同时，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依然存在，成为乡村振兴工作中

的拦路虎、绊脚石。比如，有的领导干部

落实工作靠文件，总结成绩靠材料，不下

沉一线，而习惯于浮光掠影，重“面子”、轻

“里子”；有的地方，明明是同一件事，却有

多个上级部门要求报送不同形式的材料，

使得基层干部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

耗费在电脑前、APP 中、微信群里；有的工

作明明能通过电话或视频会议布置，却非

要召集全体人员来开个会、拍个照、留个

痕，使基层干部无法聚精会神谋振兴。

凡此种种，让基层不堪重负，而群众

却 没 得 到 什 么 实 惠 。 因 此 ，要 及 时 纠 治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形 式 主 义 问 题 ，为 乡 村 振

兴 队 伍 减 负 松 绑 ，让 他 们 心 无 旁 骛 地 干

事创业。

为乡村振兴队伍减负松绑，需要党员

领导干部匡正政绩观，树立重实干重实绩

的导向。不将开会发文、台账记录、工作

笔记等作为各项工作是否落实的标准；不

搞花拳绣腿，不搞繁文缛节，不搞材料里

面出政绩；整治文山会海，严控层层发文、

层层开会、层层索要材料。同类事项可以

合并的尽量合并进行，部门之间材料可以

共享的尽量共享。改进督查检查方式，避

免考核过多过频。考核乡村振兴工作做

得 好 不 好 ，关 键 看“ 五 个 振 兴 ”做 得 怎 么

样，要让群众说了算，让实际效果说了算，

而不是唯台账是举、以材料论英雄。

对那些作风漂浮、“本领不够，形式来

凑”，热衷搞“材料里面出政绩”者要严肃

处理。中央纪委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乡村

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的意见》，强调要着力纠治政策落实和工

作推进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坚

决纠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片面理解、野

蛮操作，“翻烧饼”、换频道，以及为群众办

事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问题，切实推动

为基层干部减负。坚持严的基调、采取严

的措施，大力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

减负是为了更好地轻装前行。文件、

会议和检查评比的数量减下来了，服务群

众的质量要提上去。基层干部要“脱虚向

实”，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接触群众，

听群众所言，想群众所想，一心一意谋发

展、抓治理、办实事。

乡村振兴是“国之大者”，决定全面小

康社会的成色，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相关部门要坚持严肃问责与

正向激励相统一，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深度融入乡村振兴工作各环节各方

面，进一步把农村基层干部从形式主义的

束缚中解脱出来，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治理

水平，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强保障。

让乡村振兴队伍轻装前行
曹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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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省经济回稳向好
近日，我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巩固

提升经济回稳向好态势的若干措施》，

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民生连

着发展，抓民生也是抓发展。今年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如何用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保

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巩固提升经济回

稳向好？记者就此采访了江西省就业

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郭锦亮。

就业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民

生改善的温度计，解决好就业问题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稳就业是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突出做好的“三稳”工

作之一。郭锦亮表示，为贯彻《若干措

施》精神，落实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要

求，全省人社部门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竭尽所

能为困难群体提供更多惠民生、暖民心

的服务，精准助力困难群体多渠道就业。

精准施策帮就业。郭锦亮说，困难

群体存在家庭、年龄、技能、身体状况等

各类就业短板，需要更加精准的帮扶措

施。全省人社部门进一步加强动态监

测，采取上门服务、大数据比对等方式，

详细了解登记困难群体的身体状况、家

庭情况、技能水平、就业意愿等基本情

况，通过劳务输出、工业园区就业、灵活

就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渠道帮助实现

就业。同时，引导困难群众适应新的就

业环境，转变就业观念，促进困难群众

尽快实现就业。2022 年，全省 137.6 万

脱贫劳动力、已认定的 5 万就业困难人

员实现就业，有就业意愿和能力但未就

业的监测对象实现动态清零。

专项活动促就业。为进一步做实做细困难群体就业帮扶

工作，全省人社部门开展各项专项活动，集中帮扶困难群体就

业。郭锦亮表示，当前，全省各地正在大力开展春风行动暨就

业援助月活动，集中为就业困难群体送岗位、送服务、送政策、

送温暖。郭锦亮说：“今年我省将继续加大困难群体就业帮扶

力度，着力打造‘10+N’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品牌，为劳动者

求职就业和用人单位招聘用工搭建平台，推进稳就业工作。”

落实政策稳就业。郭锦亮表示，要充分发挥政策兜底作

用，落实社保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鼓励多渠道实现就业。

去年，我省积极开展企业吸纳社保补贴“直补快办”活动，对符

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推行直补快办，对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

员及高校毕业生给予社保补贴，进一步稳定了企业岗位，促进

困难群体多渠道实现就业。今年，全省人社部门将继续为困

难群体提供更多稳就业促就业政策举措，1 月份全省共发放社

保补贴资金 1635.32 万元、公益性岗位补贴资金 838.2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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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拼经济 奋战开门红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企业

经营最重要的品质。绿色低碳发展是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关乎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成色。

近年来，江西企业以深化改革创新赋

能高质量发展，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在绿色转型新赛道上续

写发展新篇章，在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中

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改革创新迎蝶变

2 月 9 日，赣州蓉江新区春潮涌动，赣

州大数据产业园 K1 地块项目建设工地，塔

吊林立、机器轰鸣。“年底可以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这里将落户赣州市‘城市大脑’智

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赣州国投集团有

关负责人说。

肩负起创新主体使命，为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增势赋能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

任。作为市级信息产业发展投资主体，赣

州国投集团发起成立赣州市数字经济产

业联盟，聚焦新领域、新赛道，着力建设一

个 数 字 产 业 集 聚 区 、扶 持 一 批 新 赛 道 企

业。目前，赣州大数据产业园项目、赣州

市“城市大脑”项目已被纳入省（市）数字

经济重点项目库加快推进。赣州国投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迅表示：“我们将持

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促进数字技术与经

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为做优做强赣州数

字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自主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是企业爬坡

过坎、发展壮大的根本。

作为工信部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企业之一，九江石化在没有先例可借鉴的

情况下，积极探索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的智能工厂建设，推动产业技术革命和优

化升级，探索出了一条面向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制造的路径。2022 年，企业实

现营业收入 515 亿元，比上年增加 140 亿

元；上缴税费 130 亿元，比上年增加 40 亿

元，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助力全省经

济健康稳定运行。

九江石化党委书记谢道雄说，九江石

化聚焦主责主业，以高端、智能、绿色为发

展途径，以“炼化一体化”为方向，积极推

动芳烃全产业链发展，去年 89 万吨/年芳

烃装置一次开车成功，为打造千亿石化产

业集群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西钨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国资国企改革创新三

年行动为契机，推动企业改革创新取得长足

进步。江钨控股集团所属宜春钽铌矿，综合

运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生产区实现 5G 及工业互联网基本全覆盖，

生产数据指标和设备运行参数数字化率超

90%，走出一条老矿新生的蝶变之路。

去年江钨控股集团完成营业收入 284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8 亿元，利税增幅在省

出资监管企业中位居前列。江钨股份所

属 12 户企业连续两年全部实现盈利，一批

利润贡献大户效益稳步增长。集团有关

负责人表示，集团将坚持聚焦主业，突出

战略引领，到“十四五”末，力争年营业收

入达 400 亿元，利润总额达 11 亿元。

绿色发展添活力

走进江西德安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草木林立，道路宽敞，一个个园林微景点

缀其中。“印象中传统水泥厂都是灰蒙蒙

的 ，也 比 较 嘈 杂 。 但 这 里 就 像 一 座 大 花

园，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景区。”华能江西

能源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易洪波在参

观园区时十分感慨。

近年来，省建材集团始终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新路，稳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

装备推进清洁生产。

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建材行业的大势

所趋和必由之路，是实现科学发展、和谐

共赢的必然选择。“集团积极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和绿色矿

山逐年增加，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共赢。”省建材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总经理陈文胜说，截至目前，集团共

拥有 5 个国家级绿色工厂，2 个国家级绿色

矿山，9 个省级绿色工厂，6 个省级绿色矿

山，17 个全国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示范工

厂，15 个全国绿色建材“三星级”评价标识

绿色产品。

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肩负

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责任和使命。

在上高县泗溪镇双胞胎猪场，圈舍干

净 整 洁 ，养 猪 也 用 上 了 新 风 系 统 。“ 近 年

来，双胞胎集团探索生猪养殖绿色发展之

路，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改变了以往

生猪养殖脏乱差的现象。”猪场相关负责

人介绍，集团通过探索种养结合与循环利

用模式，开展规模养殖场节水养殖，建设

粪污集中处理、农用有机肥生产、沼液储

运等粪污资源化利用配套设施。

“这些年来，双胞胎集团通过‘公司+
农户’模式，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带动

近万户农户走上养猪致富之路。”双胞胎

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创新驱动 向“绿”前行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晖 殷琪惠

2 月 15 日 ，江 铜 集 团

贵溪冶炼厂自主改造的智

能 车 间 一 派 繁 忙 。 据 了

解，该企业加快发展循环

经济，每年从各种废渣、废

液及中间物料中回收提取

的 稀 散 稀 贵 金 属 价 值 超

3.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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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奋力开挖，运输车往来穿梭，塔吊

挥舞着长臂……在南昌经开区的各大项目建

设现场，处处是火热的施工场面，奋战在一线

的建设者们正抓工期、抢进度，全力跑出发展

加速度，奋力冲刺开门红。

存 量 企 业 增 资 扩 产 ，增 量 企 业 竞 相 投

资。“自洽谈项目以来，我们深切感受到南昌

政务环境优质、工作作风高效务实。南昌经

开区各相关职能部门靠前服务，为我们下一

步顺利开工投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浙

江中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于 2 月 16 日签约

入驻南昌经开区，建设动力及储能锂电池安

全封装结构件生产基地。基地建成投产后，

将形成以南昌为中心，覆盖全省，辐射湖南、

福建、广东等地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的产业

布局。

据了解，今年，南昌经开区谋划推进项目

300 余个，总投资 1500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

380 亿元，申报省重点项目 10 个、省大中型项

目 18 个、市重大重点项目近 100 个。为更好

地服务项目建设，实现开门红，南昌经开区坚

持“项目为王、干事为先”的工作导向，对辖区

重大项目加大对接频次，坚持“一产一策、一

企一策”服务企业，持续完善区领导挂点重点

项目和“一办一图一灯”项目推进机制，力促

早日建成投产，迅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项目为王 干事为先
本报全媒体记者 康春华

2 月 14 日，新余高新区新钢联天结构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技术人

员正进行焊接作业。该区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力争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上接第 1版）针对铜企业流动资金压力较大的痛点，重点强

化供应链金融服务，积极推动“铜供应链金融”“铜票通”等

政策性融资担保建设，及时出台铜产业平稳运行应急预案，

建成了覆盖全域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注入“金融活

水 ”扶 持 铜 企 业 109 家 ，授 信 45.15 亿 元 ，扶 持 资 金 达 341.37
亿元。

据了解，2022 年，鹰潭紧盯全国 67 家铜产业链主要企业

精准招商，已落户 24 家，新引进铜基新材料项目 45 个。今年，

该市力争新增铜产业链主要企业 20 家以上，加快推进江铜华

东电工新材料等 18 个铜基新材料项目建设。同时，还将采取

精准有力措施，强力落实 1 亿元工业创新券、10 亿元“工创贷”

等硬核举措，推动铜供应链金融扩面提质，确保资金规模超

400 亿元，促使铜产业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批，发展一个、辐

射一片”的磁场效应。

创新有智 科技赋能提升铜产业“含技量”

产业兴则百业兴，作为传统主导产业，铜产业如何实现高

质量发展？鹰潭给出的答案是：既固本培元、做大总量，又强

筋壮骨、做优质量。

在贵溪经济开发区铜产业大数据中心，巨大的 LED 屏

幕 上 ，一 张 张 柱 状 图 、饼 状 图 、折 线 图 轮 流 显 现 ，数 字 化 的

画面，与园区企业火热的生产场景交相辉映。鹰潭以工业

技改和技术创新为切入点，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铜产业

转型升级。

抓人才支撑。鹰潭现有高新技术铜企业 63 家，铜战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企 业 102 家 ，由 鹰 潭 起 草 的 国 家 和 行 业 标 准 32
项，均居全国同行业首位。同时，建成国内唯一的国家铜及

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目录覆盖全部铜产品，是中

国新材料检测评价联盟核心成员。令人欣喜的是，去年底，

鹰潭与江西理工大学共建的江西先进铜产业研究院顺利开

学，到 2030 年，该研究院在校生人数预计可达 5000 人，可持

续为鹰潭的铜基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

支撑。

抓工业技改。针对传统铜企，鹰潭深入实施新一轮工业

技改行动，帮助过去以铜锭、铜杆等铜的粗加工为主的企业，

利用物联网、5G、大数据等进行技术改造，实施 178 个工业技

改项目。通过技改，超 75%的铜企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

长。今年，将继续滚动实施 190 个工业技改项目，推动铜精深

加工企业比重达 53%以上。

抓数字赋能。今年，鹰潭将继续大力实施“用数赋智”工

程，加快淘汰粗铜加工落后产能。为此，该市将持续做优做强

江西铜产业大数据中心，充分运用好新建成的全国唯一有色

金属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力争新增注册量 5000 万

个、标识解析量达 1.5 亿次，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在有色金属行

业的集成创新和融合应用。

（上接第 1版）柴桑区第一批 81 个项目开工投产，总投资额达

209.09 亿元……新的征程已经开启，九江处处呈现出大干快

上的火热场景，时时涌动着干事创业的奋进激情。

九江市坚持“项目为王”理念，聚焦科技、消费、金融等七

个“区域中心”，把每一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实在在的项目上，对

每一个项目制订时间表、路线图，确保早开工、早建成、早见

效。该市精选 100 个重点项目，由四套班子领导挂点推进。同

时，切实帮助企业做好立项审批、能评环评、证照办理等服务

工作，为企业提供用地、用能、用工、融资、物流等要素保障，确

保项目顺利推进。

“铜都”跨越

九江持续注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