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8 日，位于

定 南 工 业 园 区 的 赣

州 明 高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 人 们 在 各 自 岗 位

上有序忙碌着，各条

生 产 线 正 开 足 马 力

加紧生产。据了解，

该 公 司 研 发 的 电 子

产 品 广 泛 应 用 于 华

为、小米、vivo等手机

品牌。今年以来，公

司订单量大幅增长。

本报全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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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二月的永修，乡村田间紧锣密鼓

开展春耕备耕，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赶制订

单，项目工地如火如荼加紧建设……视野

所及之处，各行各业都展现出生机勃勃的

生产图景。

下好春耕备耕“先手棋”

近日，在永修县艾城镇阳山村，广袤

田野里一派繁忙景象：和水泥、运砂浆、修

沟渠、建提灌站……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正在加快推进。

“以前农作物灌溉、排水无法保障，很

多时候都是靠天吃饭，种植完全靠人力畜

力，给农作物生产造成很大影响。通过高

标准农田建设，田间道路通畅，灌排设施

完善，机耕路通到田头，农机操作省时省

力，不仅能排能灌，提高抗灾能力，还能为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阳

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希云说。

今年，艾城镇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如 期 完 工 ，同 时 建 管 并

重，在建成的“田成方、渠相连、旱能灌、涝

能排”高标准农田中，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做大做强现代农业、补齐乡村设施短板，

持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加快农田水

利现代化改造，强化旱涝保收，为乡村振

兴提供有力保障。

而艾城镇农业农村的新局面就是近

年来永修县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

现代化，加快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

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一个缩影。

打好企业生产“主动仗”

今年以来，永修县奋力抢抓一季度，

生产一线处处新风扑面。走进位于该县

马口产业园的江西赛欧特科新材料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开足马力，加紧

生产。“国内外订单持续增加，我们正在加

紧赶工。”项目负责人盘金波喜笑颜开地

说道。

据了解，该项目为有机硅终端产业皮

革制品细分领域项目。项目总投资 10 亿

元，分两期建设。一期投资 4.05 亿元，已

建成投产，年产 800 万平方米有机硅皮革

及涂覆织物材料，所研发的有机硅皮革，

广泛用于汽车、航海、医疗、家装、3C 电子

产品等。项目投资方为广州市矽博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其主导开发的有机硅合成

革产品，被市场定义为第四代合成革新材

料，全球市场占有率近 80%，在国际上具有

技术领先优势，已成为合成革行业主流推

广方向，是该领域的龙头企业。

企 业 生 产 激 活 力 ，乘 势 扬 帆 启 新

程 。 永 修 县 企 业 迅 速 复 工 复 产 ，吹 响 了

新 年 奋 进 的 号 角 ，展 现 了 充 足 的 经 济 活

力与韧性。

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

近日，在海多化工项目建设现场，工

程机器运行不停，施工人员干劲满满。“目

前，地下管网已完工，防爆控制室已封顶，

甲类厂房及仓库钢结构安装已完成，污水

处理池主体已完成，罐区主体已完成，目

前正在加班加点进行施工。”项目负责人

黄均荣介绍。该项目于 2022 年 6 月开工，

一直在紧张地建设，开春以来，更是跑出

了“加速度”。

江西海多化工有限公司于 2005 年落

户永修星火工业园，专业从事有机硅下游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扩大产值产

能，公司于 2021 年通过产业优化升级“腾

笼换鸟”，收购相邻企业土地 16 亩，投资

1 亿元建设年产 2.2 万吨有机硅下游产品

及副产 1000 吨氯化钠项目，项目预计今年

6月完工，7月开始试生产。公司于 2022年

7 月进行股份制改造，更名为江西海多有

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并于今年 2 月在

新三板挂牌上市。2022 年，公司营业收入

突破 2 亿元，预计二期建设完成并达标达

产后，年产值可达 4 亿元。公司生产的有

机硅下游产品应用领域涉及日用化工、涂

料 行 业 、建 材 行 业 、纺 织 助 剂 、农 业 植 保

等，在行业内享有良好声誉。

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奔着落地干。

永修县聚焦项目建设，建立健全推进、协

调、督查、奖惩四大机制，全力以赴推进各

大项目建设，为永修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大动能。

东方风来 无边光景
——永修奋力奏响高质量发展“春之声”纪实

吴 婷 熊和平

今年以来，各地抓住重大关键环节，掀

起了“拼经济”“抢项目”的热潮，极大地提

振了发展信心。然而，在“出征”招商引资、

“抢单”项目建设的比拼中，一些不合常识、

不循常理的现象也应引起重视。

比如，一些地方提出全员招商，基层乡

镇（街道）、地方部门单位一把手纷纷带队

赴沿海地区招商。一些地方提出“硬着头

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踏破脚皮、饿着肚

皮、合不上眼皮”的“六皮”招商法，等等。

此类招商引资工作往往表面热闹风光、实

则效果欠佳，甚至有“招商游”之嫌，难免让

人产生一丝隐忧。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是一

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引进一个好项目，就

是抱来会下“金蛋”的“金鸡”，可以培育一

大企业，带动一大产业。目前，各地招商引

资“你追我赶”，比拼氛围浓厚，竞争形势激

烈。但不少地方仍采用“一刀切”层层下达

任务、靠优惠让利招商等传统办法，往往成

本高、收益低。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新时代新要

求，科学有效地抓好招商引资，以高质量项

目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

要课题。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是破解

难题的一大关键。

当前，各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

融合集群发展。产业升级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空白点，

产业链的补链、延链、升链、建链，往往是招商引资工作的切入

点。这离不开大量专业知识，需要依靠大批专业人才。否则，

招商引资时，谈产业说“外行话”，只能“各说各话”“各走各

道”；引项目却“不识货”，致使背上“重包袱”，更是得不偿失。

让专业人干专业事。当前，提升招商引资的专业化水平，

保障招引成效，刻不容缓。招商队伍要尽量专业化、小型化。

选派更加熟悉政策和规则的招商专业人才，以适应当前从资

源、要素开放向标准、规则、环境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态势。

招商方式上要更多实行产业链招商、“点对点”招商、资本招

商、精准招商等。当然，“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关键还是

要立足本地，“练好内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全面优化营

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有针对性做好企业和

项目服务工作，不断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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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余讯 （全媒体记者江拓华）日前，记者从新余市工信

局获悉：2022 年该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 2057.1 亿元，首

次突破 2000 亿元大关，新增 200 亿元以上企业 1 户、50 亿元企业

3 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8.3%，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 10.2%，列全省第一。

该市“2+4+N”产业多支柱结构日益稳固，工业经济发展向着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挺进。

抢抓风口强产业。该市牢牢抓住锂电产业风口期，推进实

施“支持锂电 30条”，支持锂电企业向产业链后端发展。2022年，

该市规上锂电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527.3 亿元，向千亿元级产业坚

实迈进；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80.6%，拉动全市规模工业增

长 15.0个百分点。

强链补链稳产业。该市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制，聚焦优势

产业全力延链补链强链。新钢、赣锋锂业等龙头企业分别牵头

创建全省钢铁产业、锂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以科技创新赋能

产业发展。建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2022 年共开展产销对接活动 36 场，签约金额 49.2 亿

元；开展产业链招商签约活动 79 场，签约金额 1272.19 亿元。举

办各类产业座谈会、高峰论坛，促进产业交流对接，畅通产业链

供应链。

绿色发展优产业。该市出台《新余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

方案》，统筹工业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通过技术进步和模式创

新，促进该市工业经济迭代升级、提质降碳增效。持续推进绿

色 制 造 体 系 建 设 ，培 育 国 家 级 绿 色 工 厂 1 家 、省 级 绿 色 工 厂

6 家，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 1 个、省级绿色园区 1 个。赣锋循环、

沃格光电公司被评定为省级节水型企业，嘉鑫公司等 4 户资源

综合利用企业被列入工信部第十批《废钢铁加工行业准入条

件》企业名单。

2 月 17 日，宜丰县潭山镇店上村旭丰竹业有限公司的员

工在晾晒竹丝。该公司产品远销欧美、亚洲等地，安置农村富

余劳动力 100余人。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不误农时抓好春耕备耕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徐旖）“范大哥，你家今年春耕备耕

情况怎么样？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近日，樟树市阁山镇农

业农村办工作人员走访上阳村种粮大户范少华。范少华今年

承包了 220余亩农田，目前已经翻耕 80亩。

为保障春耕备耕工作顺利开展，阁山镇组织镇村干部上

门入户宣传惠农政策，通过走访种粮大户，详细了解农户备耕

情况。同时，邀请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就当前土地翻耕、

选种、田间管理等问题对农户现场指导，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难

题。该镇还依托 8 个农资经营主体和 2 个农事化服务中心，加

强农资储备调运，确保各类农资供应充足。截至目前，全镇已

储备水稻种子 5万公斤、各类肥料 1200余吨。

龙南积极服务跨境电商
本报龙南讯 （通讯员叶波、唐金将）日前，从海关总署最

新发布的公告获知，龙南保税物流中心（B 型）2022 年一线进

出口货值 8.37亿元，比上年增长 2.86倍，进出口规模在全国 84
个保税物流中心排名第 35位，较上年提升 19位。

龙南保税物流中心（B 型）是海关总署对口支援龙南的重

点项目，自 2018 年 6 月封关运营以来，该中心先后开通了跨境

电商“1210”“9610”“9710”，为周边 72 家外贸企业开展保税业

务，成为服务龙南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近年来，龙南

海关和商务部门共同推动龙南保税物流中心（B 型）基础设施

提质升级，不仅建设了龙南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还新增货物查

验平台、增设保税仓库降温设备、更新仓库作业升降平台等。

我省加快推动林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绿色生

态 是 江 西 最 大 财 富 、最 大 优 势 、最 大 品

牌。2022 年，省林业局进一步打通“绿水

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加快推动

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去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省政府共

建江西现代林业产业示范省，为全省林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省林业

局相继出台文件，明确林业产业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将油茶、毛竹、森林

药材等经济林种植补助标准提高一倍等。

我省在全国率先提出“林下经济收益

权证”概念，并出台相关文件，满足林企用

地和融资抵押的需求。去年 6 月，资溪县

发放全国首张林下经济收益权证，江西罗

山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以此获得 300 万元

授信额度，解决了 6 万亩林下灵芝种植的

资金难题。

省林业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林业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添 砖 加 瓦 ”，助 力 中 国

500 强企业山东鲁丽集团百亿竹木新材料

加工项目顺利、高效落户安福县；积极引

进中国林业集团拟注资 30 亿元和我省共

建市场化投资经营平台，推进林业产业、

国储林、林业碳汇等项目建设。

省林业局大力推动南康家具集群化

发展，办好中国（赣州）家具产业博览会，

引 导 家 具 企 业 加 快 研 发 ；实 施 林 下 经 济

“三千亿工程”，发展“一县一品”新业态。

我省涌现出“铜鼓黄精”“德兴覆盆子”“崇

仁灵芝”等特色森林药材产业基地。省林

业局打造“江西山茶油”公用品牌，出台高

于国家标准的《江西山茶油团体标准》，采

取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定价、统一营

销、统一管理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升公用

品牌影响力；设立竹产业创新项目，给予

资金补助，推动一大批竹加工企业科技创

新、转型升级。

规上工业营收突破 2000亿元大关

新余市工业经济发展蹄疾步稳

2 月 9 日，在江

西天铭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生

产 车 间 内 ，机 器 全

力 运 转 ，工 人 们 精

神 饱 满 ，切 割 、刨

边、焊接、组装……

处处透露着企业节

后 奋 起 直 追 抢 生

产 、抓 订 单 的 信 心

和决心。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进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