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8 日，“2023 年万安鱼头厨王争霸赛（春季赛）”精彩

上 演 ，来 自 县 内 外 30 支参赛队伍的大厨纷纷亮出烹饪绝活。

万安县以鱼为媒，进一步唱响万安生态鱼品牌，讲好“万安鱼

头”精彩故事，匠心打造“美食万安”，带动文旅消费，促进文旅

融合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劼摄

以鱼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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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20 级学

生赖慧玲，在“田家炳杯”第八届全

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决

赛 获 得 一 等 奖 ，排 名 第 一 。 2020
年，该学院 2018 级学生徐蕾也曾获

得该项赛事一等奖。

一个地方普通高校的师范生在

全 国 性 大 赛 中 两 度 折 桂 ，奥 秘 何

在？近日，记者走进宜春学院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以下简称“文传学

院”），探寻创意写作工坊的蝶变。

凤凰山旁，宜春学院的人文楼

里，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息。走进

创意写作工坊，只见文传学院徐凌

老师正在指导学生开展集体创作。

赖慧玲说：“除了徐凌、吴未意等老

师专门辅导，工坊还特邀一批文学

名家、网络作家和国内高校的创意

写作名师来校授课，让我们感受到

创意写作的无穷魅力。”

近年来，宜春学院以新文科建

设为契机，探索构建具有地方高校

教 育 特 色 的 创 意 写 作 人 才 培 养 模

式。宜春学院副院长李建军告诉记

者：“学校注重创意写作的中国化、

本土化，按照审美性写作、生产性写

作和工具性写作三条路径展开创作

人才培养，注重与交叉互补的学科

融合，与科技融合、与时代问题和生

活热点融合，与民族、地方经典文化

融合。”

早在 2013 年，文传学院就创办

了写作社团；2015 年，开设创意写

作课程，开展创意写作教学实践 ；

2017 年，在全省高校率先开展创意

写作专业方向改革，成立创意写作

班，推动形成基础写作、应用写作、

创意写作分层实训体系。

2019 年，创意写作工坊在宜春

学院问世，既重视社会导师的引入，

又注重学生的创意训练，并强调文

化产业链条的对接，培养更具时代

性和应用性的新型写作人才。中国

作协会员欧阳娟、喻虹和知名诗人

木朵、知名网络作家太一生水等一

批经验丰富的作家、资深记者受聘为驻坊导师。

宜春学院师范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高建青介

绍，“工坊制”培养从重课堂、重理论转变为重平台、重

实践，鼓励和教导学生多观察生活，培养问题意识，从

脚下的土地和生活中寻找写作素材，真正让学生从

“要我写”转变为“我要写”。

2017 级学生凌明星写了一本具有魔幻现实主义

风格的小说《大槐树下的呼喊》。该作品获得了首届

全国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小说戏剧组）的唯一金奖。

2018 级学生徐蕾的祖父辈原籍江苏南京，后移居

上海，20 世纪 50 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到江西宜丰参与发

展建设。她发现，很多文学影视作品对像她祖父辈这

样的群体鲜有书写。于是，她通过一年时间的访问和

调查，写出《流寓的异乡人》，入选“澎湃·镜相”栏目的

高校非虚构写作记录项目“小行星计划”。

文传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负责人刘旭东告诉记

者，创意写作工坊学生的创作，均根植于本土化的日

常生活体验，呈现于具体人、具体事、具体场景和具体

情感中，创作有活力，作品有感染力，在“田家炳杯”

“华文杯”“全国微课大赛”等全国性师范类技能大赛

中获奖 50余项。

从探索到实践，历时 10 年，文传学院学生先后承

担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10 余

项，公开发表作品 100 余篇，涌现出张戈、王茜、陈心怡

等一批诗人、编剧、网络作家。

据文传学院院长冷瑾介绍，创意写作工坊深度参

与地方红色文化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参与完成“湘鄂

赣苏区经典革命故事”编撰、老兵访谈与口述历史、袁

州历史文化故事集创作、非遗申报等工作。教育部师

范类专业认证专家钱进评价说：“宜春学院汉语言文

学专业在创意写作融入师范生培养方面的改革，走在

了江西高校的前列。”

2022 年，贵溪市成为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确定的我省唯一的“整县（市）推进

乡镇为农服务综合体建设”试点。近年

来，贵溪市持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以

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为主线，在乡

镇搭建为农综合服务平台，将供销社打造

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

解决“谁来种地”——
提供“一条龙”农事托管

4 月 13 日，记者走进贵溪市滨江镇供

销合作社，只见一袋袋化肥整齐堆放，种

子、农药、喷雾壶等各类农资产品一应俱

全。山背李家村的几名村民围拢坐着，手

里拿着一沓托管协议，正和该镇供销合作

社工作人员李彪有说有笑。

村民李小辉说，他将十余亩水田托管

给滨江镇供销合作社，自己到市区做点小

生意。“我们和供销社签订了整体托管协

议以后，当上了‘甩手掌柜’，从打田、播

种、插秧、护理……供销社当起了‘田保

姆’，不仅农田有人种，我们还可以出去打

工赚钱。”

近 年 来 ，随 着 鹰 潭 城 镇 化 的 深 入 推

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谁来种

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据贵溪市供销合作社主任丁利民介

绍，为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助力乡村振兴，

合作社为农户推出“一条龙”托管服务，解

决“谁来种地”的问题。该市出台了《贵溪

市整县推进乡镇为农服务综合体建设工

作方案》，成立推进乡镇为农服务综合体

建设领导小组。按照上级有关政策精神，

指导滨江镇、泗沥镇、彭湾乡 3个乡镇供销

合作社先行开展试点，按照“因地制宜、分

步实施、分类指导”的思路，增强为农服务

综合能力，努力探索具有贵溪特色的整县

（市）推进乡镇为农服务综合体建设路径。

作为试点单位，滨江镇供销合作社工

作人员李彪告诉记者，该合作社在 2022 年

成立了滨江农事服务中心 ，推行全程托

管、菜单式环节托管、关键环节综合托管

等模式，按农户选择的托管方式提供相应

的托管服务。

“滨江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足。为

解决种地问题 ，合作社不断提升服务能

力，为村民提供包括耕田、播种、育秧、施

肥等托管服务，还有各类农资销售。”李彪

告诉记者，最近，每天都有农户来供销社

采购农资，咨询农事托管服务。

针对农村缺少青壮年劳动力等实际

情况，贵溪市鼓励基层供销合作社联合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共同建设农

事服务中心，为村民种田提供“田保姆”式

服务。目前，贵溪市早稻种植面积超 38.5
万亩，增加耕整机、催芽机、抛（插）秧机等

农机器 100 余台套，各项生产工作正有序

进行。

破解“如何种好地”——
创新推行社企联合服务模式

浸种、催芽、上秧盘、工厂化育秧……

4 月 15 日，走进贵溪市泗沥镇为农综合服

务中心 ，一片碧绿的秧苗长势喜人。该

中心负责人洪涛告诉记者，3 月中下旬，

中心雇请村民精心整理苗盘、培育秧苗，

并安排专人看护秧苗田，30 余亩秧苗田

可供给 3000 多亩稻田栽种使用。同时，

为该镇泗沥村、方家村两个村共 15 个村

小组提供农田机械翻耕、优质秧苗供应

等农事服务。

彭湾乡彭湾村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同

样是一片忙碌景象。该中心负责人郑国

虎介绍，彭湾村地处山区，田地少，耕作不

方便，村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去年建立了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村民只需做好土地流

转工作，农事活动都由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完成。

对于“如何种好地”，记者了解到，贵

溪市不断创新粮食生产管控模式，充分利

用基层供销社的网络优势以及农投平台

公司的经营优势，实行“供销+农投+X”模

式，由供销社、贵溪市农投公司（国有企

业）牵头，整合乡村振兴、农粮等部门的资

金和资源，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重

点突破、稳步推进”的思路，撬动社会资

本，计划在全市 15 个有早稻种植任务的每

个乡镇，组建一个集农资供应、农机作业

于一体的为农综合服务中心。丁利民告

诉记者：“通过为农综合服务中心自主经

营或与村集体、种粮大户合作，参与农业

生产的育种、植保、加工、收储、销售等全

产业链，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服务。目前，贵溪市已建成 3 个为农综合

服务中心，农事服务辐射面积达 3万亩，并

且不断优化农事服务，提升农业机械化水

平，为水稻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接下来，贵溪将创新推行产销对接服

务模式，拓展为农服务成果，充分利用全

市农业农村市场和乡镇（街道）、村电商网

络资源，积极推行农产品产销对接服务模

式，着力解决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优质农

产品无销路、上线难等问题，畅通农产品

购销渠道，进一步提升农村产业链、供应

链现代化水平。

4 月 28 日，瑞昌市下巢湖，“龙吟 9”号

的船身巍然伫立在湖面。岸边，高耸的吊

塔一趟一趟往大船上运送建材；船上，工

人们紧锣密鼓地进行“龙吟 9”号上层的建

设；船下，切割机、电焊工具火花四溅，工

人们在为船内的管系安装工作做前期准

备……自 3 月 29 日下水后，这艘万吨级远

洋 通 信 海 缆 铺 设 船 在 此 进 行 进 一 步 的

舾装。

江西江州联合造船有限责任公司是

“龙吟 9”号的承制方，负责该船的生产设

计和深化工作。“‘龙吟 9’号在铺缆作业

系统、新型吊放设备、全船电力推进等方

面，完全实现了自主开发和建造，拥有核

心技术专利，实现国产化替代。”该公司

总工程师许从慧说，“它搭载了 DP2 动力

定位系统、自主研发的水声设备和测深

仪；采用全电力推进，由变频电机驱动，船

艉设有 2 台 2400 千瓦全回转推进器，还配

备了 1 台 3600 千瓦的直推……最高航速

达 15 节。”许从慧告诉记者，DP2 动力定

位系统可使该船不借助锚泊系统 ，利用

船舶自身各类传感器及位置参考系统计

算出船舶运动状态与位置变化 ，以及外

界风力、波浪、海流等扰动力的大小与方

向。同时 ，在计算机进行复杂实时计算

后 ，控制船的艏侧推与全回转推进装置

产生适当的推力与力矩，以抵消扰动力，

保障拖犁作业和铺缆作业的准确性和经

济性。

据悉，目前全球光缆铺缆船船队运营

市场由欧洲船东主导，欧洲船东共拥有全

球近三分之二的光缆铺缆船运力。“过去，

我国光缆铺缆船的规模和吨位较小，多为

小型船舶，且设备较为落后。”许从慧告诉

记者，以前，国外大型铺缆船出航 1次完成

的工程量，我国铺缆船需 3 至 5 次才能完

成，难以满足发展需要。

“龙吟 9”号的出现将改变这样的局

面。“‘龙吟 9’号燃油舱配置满足续航力 1
万海里，续航天数约 60 天，一次性载缆量

可达 1 万吨，可一次性完成从中国跨越太

平洋的海底光缆铺设。”许从慧介绍，“龙

吟 9”号全长 155 米，宽 23.2 米，除铺设通

信光缆外，还拓展了海洋电力电缆、脐带

缆以及复合软管的铺设能力，是一艘多功

能综合性的可覆盖海洋油气、海上风电、

海上氧能、远洋通信、观测网、大科学工程

等多个海洋工程领域的核心装备。“龙吟

9”号的投产 ，将为国家海底信息网络建

设、海底监测网、海底数据中心等重大战

略项目的实施提供保障和支持。

2021 年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了《“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明

确提出支持海缆维修船舶“国船国造”，加

强海缆维修船舶配备，提升海上通信网络

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能力。“龙吟 9”号作为

我 国 第 一 艘 入 级 中 国 船 级 社 的 万 吨 级

DP2 远 洋 铺 缆 船 ，完 全 实 现 了 自 主 设 计

建造。

从“谁来种地”到“如何种好地”
——贵溪市持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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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在赣州蓉江新区潭口镇洋山村，电力工人正

进行杆线线路升级高空架设作业。进入夏季，用电负荷攀

升，当地供电部门组织电力工人加大供电设施的巡检升级

力度，对部分农村线路、台变进行检修排查改造，保障春耕

灌溉、企业生产、居民生活稳定用电。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龙吟9”号自主设计含金量不一般
——我国首艘万吨级远洋通信海缆铺设船舾装见闻

本报全媒体记者 凌 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