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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樟树讯 （全媒体记者邹海斌 通

讯员向斌）近日，樟树市举行 2023 年一季

度项目集 中 开（竣）工 活 动 ，55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304.72 亿 元 ，其 中“5020”项 目 6 个 ，

为 今 年 工 业 经 济 强 劲 开 局 奠 定 了 坚 实

基础。

樟树市以开展“三比三争”活动为契

机，围绕招商引资工作进行专题部署，组

建多支由市领导带队的产业链招商小分

队、驻外招商小分队，奔赴北上广深等重

要 城 市 和 沿 海 地 区 招 商 引 资 。 各 乡 镇

（街道）、部门 单 位“ 一 把 手 ”也 纷 纷 带 队

“ 出 征 ”，全 力“ 抢 单 ”。 全 市 上 下 迅 速

形 成 时 时 谋 项 目 、处 处 谋 项 目 、人 人 谋

项 目 的 浓 厚 氛 围 ，全 力 冲 刺 招 商 引 资

首 季 开 门 红 。 截 至 2 月 16 日 ，该 市 外

出 招商 32 次，新签约项目 9 个，签约资金

18.3 亿元。

樟树市注重发挥政策集成效应，制定

出台引进中国医药百强扶持奖励政策、化

学原料药项目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招才引

智“新五条”实施办法、招商引资项目统一

受理工作机制等相关政策，打造项目投资

洼地。同时，以发展壮大中医药产业为着

力点，突出“引大”“引强”“引关键”，吸引

更多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

强的优质项目落户，加快构建以中医药为

首位产业，酒、盐、金属家具为支柱产业，

医疗信息、高端智能制造等为补充的“1+
3+N”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县域经济产业

竞争力。

樟树市把招引服务项目作为培养锻

炼 干 部 的 主 战 场 、识 别 使 用 干 部 的 主 阵

地，倡导笃行实干的工作作风。全面梳理

招商引资、营商环境政策条例等，严格落

实统一受理、项目代办、快速转办、并联审

批、办结告知的项目联审制度，以过硬的

干部作风、工作效能推动招商引资实现新

突破。此外，大力推行重点项目全生命周

期 管 理 ，建 立 健 全 重 大 项 目 跟 踪 服 务 机

制、重点难点问题协调解决机制、营商服

务专员“点对点”帮扶制度等，以“保姆式”

服务积极为引资项目纾困解难，确保项目

招得来、引得进、快落地。

出征抢单 制定政策 优化服务

樟树市跑出项目招引“加速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我们每年

都有分红，去年和今年都领到了 4.2 万元。”

春节前夕，南昌县小蓝经开区银湖管理处塔

田村村民卢来根在村集体第五次股东分红

大会接过红利存单后，满脸笑意。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在明晰集体

资产产权归属的基础上，通过成员身份确

认、股份量化落实权利、集体经济组织登记

赋码等内容，将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资

产折股量化到人、落实到户，推动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民的钱袋

子鼓起来。

塔田村在明晰集体资产产权归属后，成

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

产，以股份形式量化到集体经济成员，通过

出租商铺、村集体闲置土地，发展实体经济

的形式，蹚出乡村振兴新路子，给村集体和

农户带来了“真金白银”。

如今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受益的

人越来越多。自 2017 年我省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全省村集体已累计

分红 5.91亿元。

村民能分红，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是关

键。我省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路径，省农业农村厅协调省信用联社推进村

集体经济组织“农权贷”金融服务试点，累计

为村集体发放贷款 1.87 亿元；通过实施中央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试点，累计扶持 2896
个村、发放奖补资金 14.48亿元。

各地也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仅南昌市就形成了培育班子党建引领

型、盘活闲置资产型、龙头企业带动型、管理服务创收型等八

大类 20种新型集体经济发展路径。2022年，南昌市 1149个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近 13.3 亿元，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 30 万元的

比例达 82%。

今年，我省出台的“巩固提升经济 28 条”明确提出，扎实

做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深化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各地将继续做好改革“后半篇”

文章，让更多百姓享受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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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2022年外贸进出口
增速列全省第二

本报新余讯 （全媒体记者邹宇波）2 月 7 日，记者从新余

海关获悉，2022 年，新余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459.1 亿元人民

币，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115.1%，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 107.4 个百分点，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80.2 个百分点，增速

列全省第二。其中，出口 214.8 亿元，增长 133.9%，增速连续 6
个月列全省第一；进口 244.3 亿元，增长 100.9%，增速列全省

第二，全市外贸实现跨越式增长。

去年，新余市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进出口结构更加均衡，

出口与进口规模基本持平，贸易伙伴不断拓展。该市与 131
个国家和地区有进出口贸易往来，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

口 387 亿元，增长 197.6%，高出整体增速 82.5 个百分点，占同

期全市外贸总值的 84.3%。民营企业为外贸主力军，2022 年

民营企业进出口 290.5 亿元，增长 166.6%，占全市外贸总值的

63.3%。据悉，该市进口以锂辉石矿、锂盐等大宗资源性商品

为主，出口以锂盐为主，去年氢氧化锂出口 163.7亿元，同比增

长 360.3%，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76.2%。新余海关全力压缩通

关时间，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 7.21 小时、0.22 小时，分

别约为全国平均时间的五分之一和六分之一。同时，实施“提

前申报+两步申报+关企协调员”等通关便利措施，针对重点

产业组建钢铁和锂电服务专班，24 小时不间断响应，实现进

出口“零等待、零障碍”。

今年我省将继续扩大水利
投资规模

本报讯 （舒海军）景德镇市黄泥头防洪排涝工程顺利

推进，泵站主体工程顺利封顶，2.35 公里防洪堤建设基本完

工，累计完成投资约 2 亿元；乐平市蔡家坞水库、涌山镇大

坞水库等 4 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主体工程顺利完

工 …… 连 日 来 ，我 省 水 利 系 统 抢 抓 春 修 水 利 有 利 时 机 ，以

开 年 就 要 奔 跑 、起 步 就 是 冲 刺 的 姿 态 ，加 快 推 进 水 利 工 程

施工进度。

今年，我省将抢抓政策机遇，深化水利项目资金落实，持

续扩大水利投资规模。各地持续扭转“等、靠、要”思想，创新

多元化投融资模式，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利用规模，推

进水利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发展。

赣州经开区加快绿色
低碳园区转型升级

本报赣州讯 （全媒体记者曹章保 通讯员陈科贤）日

前 ，在 赣 州 经 开 区 孚 能 科 技（赣 州）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5.99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及 250kW/1MWh 储能电站项目

开工，标志着赣州经开区加快绿色低碳园区转型升级取得

新发展。

近年来，赣州经开区以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为牵引，先

后开展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工业领域碳达峰、节能减排降碳

增效、循环经济降碳、低碳技术推广、屋顶光伏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等 10 大行动，矢志发展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绿色转

型升级、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

初春时节，走进峡江县巴邱镇蒋沙移民新村，只见

一幢幢崭新的小洋楼鳞次栉比，一条条宽阔的柏油路四

通八达；阳光照耀下的玉峡湖微波荡漾，精彩的文旅活

动吸引着游客慕名而来。正在接待游客的村民毛茶生

喜笑颜开：“住上小洋楼、吃上旅游饭，这是我做梦也没

想到的啊！”

过去的蒋沙村位于峡江水利枢纽上游 2 公里处。

由于地势低洼易遭水淹，加之交通极为不便，经济落

后，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2010 年，为支援峡江水利枢

纽 建 设 ，蒋 沙 村 实 施 整 体 搬 迁 ，安 置 移 民 237 户 738
人。这些年，峡江县委、县政府不断加大该村移民后期

扶持资金投入，统一规划新建房屋 170 栋，配套建设了

休闲广场、颐养食堂、健身器材等，美化硬化绿化亮化

了村庄。

去年，峡江县充分挖掘蒋沙移民新村生态资源优

势，结合当地独有的渔文化和非遗文化，全力打造景区

项目，实现“以文养农、以旅兴业”。目前，该村已建成科

普、亲水、商业、民宿等八大功能区，大力发展乡村康养

休闲旅游。村民通过土地出让、房屋租赁、民宿经营等

方式，吃上旅游饭。2023 年春节期间，蒋沙移民新村接

待游客 2 万余人次，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带动乡村振兴

之路。

一场华丽的嬗变
陈福平

▲ 2 月 8 日，位于南城县校具产业园的江西

星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流水线上，一台台

投影仪经过组装、测试生产出来。该公司现拥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光 机 、镜 头 、软 硬 件 等 核 心 技

术，使用 5G 技术实现国际化的“智能制造+物联

网”标准化工厂。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福清摄

▶ 2月 15日，江西力博科诚铜业企业精深加

工车间员工加紧生产，全力以赴冲刺一季度开门

红。该企业是无氧铜标杆企业，总投资 50 亿元。

主要生产高精度铜棒排、高档电磁线及铜合金线

丝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气、新能源、通讯、

交通运输等领域。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海 波摄

九江湿地保护成效显著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记者日前从相关会议上获

悉，九江市现有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9处（其中国家级 1处），

湿地公园 14 处（其中国家级 3 处），省级以上重要湿地 10 处

（其中国家级 1处）。该市力争在 3年内，达到申报“国际湿地

城市”的各项条件，顺利通过第三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

九江是一座浑然天成的湿地城市，拥有长江江西段 152
公里岸线和鄱阳湖的三分之二及全省五大河流之一的修

河，水系密布，湿地资源丰富，湿地总面积约 30.52 万公顷，

占国土面积的 15.99%，占全省湿地面积的近四分之一。

多年来，九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湿地保

护工作，以《湿地公约》和《湿地保护法》为工作指南，把湿地

保护纳入辖区各地高质量发展、林长制、河湖长制等考核指

标，以及领导干部自然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持续加大

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湿地生态安全。通过四年

（2018 年至 2022 年）的湿地保护专项行动，九江先后争取中

央财政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1.12 亿元，实施项目 370 余

个，完成湿地恢复、补充和整治提升超 1.2 万亩，有力维护了

全市湿地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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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 通讯员曾志宏）2 月 9
日，记者从省林业局获悉，今年以来，吉安市林业局积极

强化各项森林防火措施，以“技防+人防”，做到森林防火

村规民约入户，林区内坟墓、粮田造册登记入户，森林防

火知识宣传入户，多形式开展森林防火工作，切实筑牢

森林防火墙。

吉安市利用无人机对林区景点、重点林区、重要目

标和游客较多的进山公路沿线等地段进行空中巡护，及

时发现火情，实现打早、打小、打了。成立督导组，对全

市 13 个县（市、区）重点林区森林防火工作进行全面督

查，做到林区村组有防火标语、进山路口有防火警示、交

通路段有碑牌、重点地段有人看守，形成森林防火多视

角、宽领域、全覆盖，营造全社会“关注森林防火、参与森

林防火、支持森林防火”的良好氛围。春节期间，全市共

出动无人机 70 架次、飞行时间 95.75 小时，巡护总面积

111.725万亩。

吉安市护林员加大巡山力度，重点强化野外火源管

理，引导社会公众自觉遵守“五个禁止”规定，提高森林

防火意识。林区护林员到岗到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火

源巡查，强化火源管控，严查违规用火，特别是加大对少

年儿童、智障人员等重点人群的监管力度，落实监护人

责任。重点加大对自然保护区、旅游风景区等地的火源

管控力度，牢牢守住森林防火安全底线，充分发挥林长

制巡林督查机制优势，组织开展全面、深入、彻底的森林

防火大检查，对进入林区人员实行登记制度，重要地段

派专人把守，把火源管住、管死。春节期间，全市护林员

在林区一线巡护共发现安全隐患 81起，制止携带火种进

山 19起，处理率 100%。

“技防+人防”筑牢森林防火墙

近日，萍乡市湘东区快盒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

们正在加紧生产，完成订单。今年以来，湘东区各企业抢时

间、争速度，开足马力生产，奋战一季度开门红。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进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