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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废的厂房蜕变为时尚的 24 小时健

身馆，闲置的仓库成为精品文体空间……

连 日 来 ，在 南 昌 市 青 山 湖 区 上 海 路 街 道

260 厂生活区，众多篮球爱好者相约来到

“24 小时自助篮球馆”，享受充满生机和活

力的城市夜生活。

盘 活 闲 置 资 产 是 释 放 发 展 空 间 、激

发 区 域 发 展 新 活 力 的 一 种 有 效 途 径 。

近 年 来 ，上 海 路 街 道 党 工 委 坚 持 党 建 引

领 ，发 展 壮 大 非 公 经 济 ，通 过 与 驻 区 单

位 开 展 党 建 共 建 ，组 建 非 公 经 济“ 红 色

管 家 ”队 伍 ，不 断 盘 活 辖 区 闲 置 资 源 ，发

展 特 色 产 业 ，让“ 沉 睡 ”资 产 变 成 促 进 发

展的“活水”。

“平常工作比较忙，下班后才能赶到

球场，而大多数球馆晚上 10 点左右打烊，

时间有限，很难尽兴。”市民徐济说，“有了

24 小时开放的篮球馆，我们可以最大限度

地自由安排时间。”

据 了 解 ，这 家 篮 球 馆 原 本 是 上 海 路

街 道 一 个 驻 区 企 业 老 厂 房 的 生 产 车 间 。

街道党工委通过专题走访调研，与企业、

居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开展民主协

商 ，决 定 将 其 打 造 成 文 化 体 育 园 区 。 经

过 改 造 后 ，原 本 荒 废 的 车 间 划 分 了 篮 球

场地、羽毛球场地以及游泳场馆，还提供

基 础 健 身 设 施 ，体 育 爱 好 者 可 以 通 过 24
小 时 智 能 设 备 刷 脸 进 场 ，随 时 体 验 运 动

的乐趣。

“客户都是自己刷脸进出。去年下半

年至今，球馆已有 3000 余名会员，人流比

较集中的时段是 21 时左右，甚至有凌晨来

打球的。”篮球馆负责人康长华说。

老厂房变身数字化运动场馆是上海

路街道党工委唤醒辖区“沉睡”资产的生

动缩影。针对部分地理位置较好、有一定

商业价值、适合转为经营性资产的闲置资

产，街道党工委按就近就地、便民利民原

则，将部分闲置资产调整为便民服务点、

文化活动场、医疗服务站等，保障居民就

近享受公共服务。针对与居民生活区相

邻和小区内部的闲置资产，街道积极与产

权所属单位协商，通过共建共享，将其升

级打造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站点，为居民

提供 15 分钟便捷党群服务圈。

在确立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街道党工

委坚持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吸收驻区

单 位 、非 公 企 业 党 组 织 书 记 为 联 席 会 成

员，并且从机关党员干部中选派 8 名党性

强、素质好的党员担任非公经济“红色管

家”，建 立 与 企 业“ 一 对 一 ”对 接 交 流 机

制，及时收集汇总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

问 题 ，积 极 协 调 解 决 落 实 ，为 企 业 提 供

“ 店 小 二 ”服 务 ，保 障 厂 区 提 档 升 级 工 作

有序开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和厂区进行党

建 联 建 互 动 ，发 挥 人 大 代 表 工 作 室 、‘ 三

有’协商平台作用，广泛征集金点子，充分

盘活辖区闲置的仓库、厂房。结合现有的

自助篮球馆、羽毛球馆、游泳馆，把整个片

区打造成一个集休闲、健身、文化消费于

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育产业园，让市民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上海路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徐珂欣说。

“沉睡”资产变发展“活水”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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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精美的农副产品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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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资 金助 资 金（（以 下以 下 简 称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保障和重要

抓 手 。 创 新 资 金 使 用 方 式 ，提 升 资

金使用效益，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是

当 前 各 地 在 探 索 实 践 的 一 道 重 要

课题。

去年年初开始，景德镇市昌江区

改变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发放方

式，巧用金融思维，集中有限的资金

做好“农业+”文章。如今，昌江区的

改革创新究竟给农业产业发展带来

了哪些变化？农民从中获得了哪些

实 惠 ？ 其 中 是 否 有 可 供 借 鉴 的 经

验？连日来，记者赴昌江区的田间地

头，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

现象：一家新农企为
农民撑起一片艳阳天

4 月 8 日上午，在昌江区丽阳镇农

副产品产学研基地，景德镇艳阳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艳阳农

业）的碱水粑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

丽阳镇余家村等多个村，盛产山

茶 油 、红 薯 粉 、碱 水 粑 等 农 副 产 品 。

然而，尽管之前每年都有国家政策资

金扶持，但因为产品质量达不到国家

标准，相关农副产品无法大面积进入

市场，生产经营始终处于“小打小闹”

的状态。

这样的状况该如何破局？丽阳

镇 镇 长 鲁 锐 翔 告 诉 记 者 ，根 据 区 里

的 安 排 ，去 年 7 月 ，该 镇 整 合 余 家 村

等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业合

作 社 ，成 立 了 景 德 镇 市 丽 阳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 联 合 社 ，并 注 入 乡 村 振 兴

补助资金，以联合社的名义，建立了

昌 江 区 丽 阳 镇 农 副 产 品 产 学 研 基

地 ，购 买 了 半 自 动 化 的 农 副 产 品 生

产 加 工 设 备 。 同 时 ，引 进 市 级 农 业

龙头企业——景德镇陈锋特种野生

动 物 科 技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注 资

成 立 艳 阳 农 业 ，负 责 多 个 村 的 农 副

产品加工销售。

“ 我 们 生 产 山 茶 油 、红 薯 粉 、碱

水 粑 等 农 副 产 品 ，山 茶 油 的 质 量 等

级达到了一级。”艳阳农业技术总监

周 铖 林 告 诉 记 者 ，依 托 景 德 镇 陈 锋

特种野生动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

渠道，该公司联合科研院所，攻克了

山茶油等农副产品加工的多道工艺

难 关 ，产 品 质 量 得 到 明 显 提 升 。 同

时，还以联合社的名义注册“古镇丽

阳”商标，为丽阳镇的农副产品走向

更广阔的市场奠定基础。

“ 因 为 质 量 好 、有 品 牌 ，艳 阳 农

业加工生产的山茶油、红薯粉、碱水

粑 ，如 今 远 销 北 京 、上 海 等 地 ，产 品

价 格 基 本 翻 了 三 四 倍 ，月 销 售 额 最

高 达 百 万 元 。 村 民 种 植 的 农 产 品

不 再 愁 卖 ，现 在 种 植 积 极 性大涨 。”

谈 及 艳 阳 农 业 带 来 的 变 化 ，余 家 村

村 民 余 家 强 兴 奋 地 说 ，“ 艳 阳 农 业

不仅破解了许多困扰农民已久的生

产 经 营 难 题 ，还 带 动 了 20 多 户 脱 贫

户在家门口就业，有的务工人员月收

入近 5000 元。”

背后：政府巧用金融
思维整合资源破解难题

“丽阳镇余家村等村的变化，只

是改革创新的一个缩影。昌江区之

前 和 其 他 地 方 一 样 ，在 使 用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时 ，采 用 的 是 由 区 分 配

到 乡 镇 ，再 由 乡 镇 分 配 到 各 个 村 集

体 ，最 终 由 村 集 体 自 行 组 织 开 展 生

产 经 营 的 方 式 。 然 而 ，我 们 在 深 入

基 层 调 研 时 发 现 ，这 种 撒 胡 椒 面 一

样 的 资 金 分 配 使 用 方 式 ，带 来 的 结

果是村集体或村民在生产经营中各

自 为 政 ，很 难 形 成 规 模 效 应 和 长 期

效 益 ，而 且 村 民 还 容 易 遭 遇 农 副 产

品‘卖难’。”昌江区副区长刘方孟在

为记者解读艳阳农业现象时说，“农

副 产 品 难 卖 或 卖 不 出 好 价 格 ，农 民

就 没 有 生 产 积 极 性 ，农 村 就 很 难 留

住青壮年，土地就容易抛荒。于是，

我 们 想 到 了 以 金 融 思 维 来 搭 建 架

构、整合资源，因地制宜破解乡村振

兴中的系列难题。”

昌江区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张晓玮告诉记者，去年，昌

江 区 搭 建 起“ 项 目 +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公 司+合 作 社+农 户 ”的 产 业 发

展 新 架 构 ，集 中 有 限 的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重 点 引 导 扶 持 部 分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结 合 当 地 的 文 化 、生 产 、

地 域 等 特 色 ，优 先 发 展 小 而 精 的 农

业产业项目，并吸纳具有科研实力、

运 营 实 力 的 第 三 方 公 司 ，联 合 组 建

新的公司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村集

体所分利润用于公益事业和增加脱

贫户收入等。

影响：改革创新激活
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新的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使

用方式和新的产业发展架构，是否经

得起实践的全面检验？基层干部群

众是否满意？

地处昌江区南部的荷塘乡，群山

连 绵 、溪 水 潺 潺 、绿 意 盎 然 。 去 年 3
月，依托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等政策性

资金，荷塘乡童坊村将村委会两栋原

有闲置房屋分别改建成酱坊生产车

间和乡村振兴展馆。引进浙江的文

创团队，联合成立景德镇幸福荷塘酱

坊食品有限公司。一年多来，公司不

仅以包产包销的方式，让当地农民吃

下 了 一 颗 从 事 农 产 品 种 植 的“ 定 心

丸”，还通过品牌塑造、线上线下推广

等方式，让荷塘乡的农副产品进入城

市商超。同时，同步对本土文化进行

线上线下宣传推广，让一个个闪耀着

时代光芒的农垦故事走进千家万户，

为荷塘乡吸引了更多游客。荷塘乡

党委书记宁烨琳指着两栋正在装修

的旧建筑自信满满地说：“改革创新

不仅助推农业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还促进了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目

前 ，乡 里 正 在 利 用 乡 村 振 兴 补 助 资

金 ，支 持 童 坊 村 打 造 民 宿 和 研 学 中

心，力争走出一条‘小特产+大产业’

联农共富的农文旅深度融合新路。”

仲春时节，行走在昌江大地，到

处都能感受到新思路、新举措带来的

新活力、新变化。毗邻景德镇城区的

丽阳镇山田村，曾因大部分青壮年村

民 外 出 务 工 ，出 现 部 分 农 田 抛 荒 现

象。在昌江区和丽阳镇两级政府的

支持下，该村通过流转村民农田，投

入 100 多万元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与

种粮大户成立合作社联合生产经营，

不仅避免了农田抛荒，而且吸引了部

分 青 壮 年 农 民 回 流 成 为 职 业 农 民 。

村民王昶说：“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

有效使用，就像一根有力的杠杆，撬

出了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去年中

稻一季，村集体就获得了 15 万元纯收

入，村里 16 户脱贫户都拿到了 2000 多

元的分红。”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昌江区推

出的创新举措和探索实践，有效破解

了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人才、

技术、市场、管理等问题，既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实力，带动了村民就业增收，

又保障了农副产品的销路，提升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还吸引了许多民营

资本的关注。近日，总投资 1亿元的庆

春净菜配送中心和鸡肉加工基地，已

确定落户昌江区。对此，刘方孟说：

“通过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撬动，以一

个个小精特新农业项目焕发的活力，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昌江区的农业

产业领域，助推全区农业产业早日实

现规模化和现代化，进而有力地带动

全区农民共同富裕。这就是昌江区改

革创新要实现的最终目标。”

5 月 4 日至 6 日，丰城市持

续强降雨，清丰山溪上游丰水

河水位迅速上涨，导致丽村镇

清丰堤下江埠段溃口，洪水涌

入尚山村……

紧急关头，党员干部冲锋

在一线，转移群众、封堵溃口、

泄洪排涝。他们与时间赛跑，

展开一场抢险救援。

尚 山 村 的 老 人 和 儿 童

多。丽村镇在抗洪一线成立

临时党支部 ，200 余名党员干

部 全 力 抢 险 救 援 ；应 急 、公

安 、消 防 及 乡 镇 救 援 队 伍 紧

急集结。

清房子 ，点人头 ，安全转

移 ……“ 我 们 接 到 的 任 务 ，是

不能遗漏一个人。”有着 26 年

党龄的丽村镇人武部民兵应

急排侦察班班长甘华荣说。

特巡警大队、消防救援大

队、森林消防大队、蓝天救援

队、曙光救援队等专业救援队

携带冲锋舟、救援艇、救生衣

等装备驰援尚山村。

村庄内巷道狭小，冲锋舟

过不去，只能换上救援艇。因

为熟悉本地情况，甘华荣迅速

作出分工：1至 2名民兵上艇引

导和救援，岸上 4名民兵负责接应，1人跟车将受灾群众送

至临时安置点。

“有人吗？”救援人员乘坐救援艇，在村庄逐户搜寻。

“过来帮帮我老伴吧！”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太在自家二楼

求助，一楼已被洪水淹没。

几名党员把病重的老人从楼上转移到一楼，蹚水接

近救援艇，铺好被子让老人躺在上面。老太太感激地说：

“幸亏有你们！”

村民黄木新独自在家，一楼的木门受洪水挤压打不

开，二楼装有铁艺栏杆，要翻越栏杆才能下来。“我们够

不 着 ，只 能 站 在 救 援 艇 上 ，三 个 人 合 力 才 把 他 接 了 下

来。”甘华荣说。

“这么大的洪水，我们心里也没底。看到村民招手呼

救，大家都顾不上那么多，毫不犹豫地往水里跳。”特巡警

大队双剑突击队队长龚成说。

城市快警中队、铁骑中队 40 名民警赶来增援。大家

背的背，抱的抱，争分夺秒。在园里、黄东两个村小组，救

援艇来回接送，转移 21人。

尚山村党支部书记徐俊从早忙到晚，儿子徐广东赶

来，跟特警一起下水救人。有些台阶淹没在洪水里，深浅

不一；洪水中还有木头、晾衣杆等杂物，很容易擦伤。大

家不顾安危，没有停歇，只为让被困群众尽快脱险。

鲜红的党旗在抢险救援一线飘扬！6日 16时，经连续

奋战，全力救援，200余名被困村民全部安全转移。

救援一刻不停，抢险分秒必争。

国家防办工作组赴当地察看指导抢险救援工作；省、

宜春市指导组第一时间赶赴尚山村清丰堤抗洪抢险一

线，现场调度指挥抢险救援。

清丰山溪沿线所有电排站开机排涝，水位缓步下降，

截至 5月 6日 22时 30分较洪峰水位下降约 2.95米。

清丰堤尚山段狭窄，只能通行一辆车，易造成拥堵。

交警研判决定，采取 5 辆运输车一组的放行方式，最大限

度地保障封堵溃口土石料的运输。

挖掘机、抢险车辆在河堤溃口处紧张作业；电力部门

的党员突击队凌晨还在增加抢险照明设施……抢险救援

各项工作有序展开，与时间赛跑。

30 米、20 米、10 米、3 米……4 台挖掘机、1 台铲车和 40
辆自卸车，克服降雨、道路狭窄、洪水冲刷、铁路桥下施工

不便等诸多困难，加快溃口封堵进度。

“合龙了！”7 日 18 时 05 分，经过 29 小时紧张抢险，清

丰堤溃口顺利合龙。

洪水无情人有情。洪水退去，受灾群众离开安置点，

回到家中清淤打扫，十余名党员背起喷壶进村开展消杀。

8 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尚山村，只见党员干部们正

挨家挨户分发救灾物资，包括日常生活用品、饮用水、方

便面等，还有防灾减灾知识宣传页等。

丽村镇副镇长喻援告诉记者，镇里的数十名党员干

部上门送完救灾物资，就地转为志愿者，帮助受灾户清淤

和清洗家具。

党员干部和群众心连心、肩并肩开展灾后自救，清洗

地面，晾晒家具、衣物、农资……“无论是抗洪抢险，还是

灾后自救，都有党员干部在身边，我们心里踏实。”村民徐

检云感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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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8 日，丰城市丽村镇两名干部在尚山村园里村小

组帮受灾户清淤。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