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0 日 ，在 余 干

县 信 丰 垦 殖 场 箭 头 社

区田间地头，无人机高

空 俯 瞰 下 的 高 标 准 农

田 与 村 庄 、河 道 、高 铁

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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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坚持工业强市战略不动摇，充

分发挥锂电产业基础优势，多措并举扩项

目与技巧、强智造转动能、扶龙头壮产业，

推动全市锂电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去

年 ，该 市 锂 电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80.6%，拉动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15 个

百分点，贡献率高达 180%。

产业爆发增长。该市锂盐年产能达

22.9 万吨，产量近 20 万吨，占全国产量近

30% ；锂 电 池 年 产 能 15.4GWh，产 量

10.4GWh，该市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锂盐加

工基地之一，还是国内重要的锂动力与储

能电池产业基地。2022 年，锂电产业实现

营业收入 527.3 亿元、同比增长 258.6%，利

税 226.8 亿元、同比增长 578.6%；出口额同

比增长 4 倍，跃居新余市第一大外贸产业，

其 中 氢 氧 化 锂 出 口 6.19 万 吨 ，居 全 国 第

一，占国际市场份额超五成，锂电池出口

量也实现连年翻番、突破 4 亿元。

龙头倍增发展。行业龙头赣锋集团

锂盐产能近 15 万吨，跃居全球前列；电池

产能超 10GWh，列国内储能前十；股票总

市值超 1500 亿元，居全省首位；获评 2022

江西企业 100 强，2022 年营业收入超 400

亿元、增长超 300%，净利润超 200 亿元、增

长超 500%。与此同时，其他重点企业也蓬

勃发展，2022 年，东鹏新材、江西雅保、智

锂 科 技 、金 锂 科 技 营 收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80%、147.9%、432.8%、281.7%，其 中 金 锂

科技 2022 年 3 月被 A 股长园集团控股，智

锂科技拟挂牌新三板。

项 目 加 速 推 进 。 2022 年 ，16 个 市 锂

电重点项目总投资 119.7 亿元，完成投资

45.2 亿元，完成计划的 127%。其中，赣锋

万 吨 高 纯 锂 盐（四 期）、5GWh 新 型 锂 电

池（二期）等 12 个项目密集投试产；春鹏

3.5 万吨高纯锂盐、智锂 10 万吨正极材料

等 4 个项目正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锂

电 标 识 解 析 二 级 节 点 上 线 运 行 ；科 能 伟

达 闲 置 厂 房 、设 备 等 资 产 被 通 瑞 电 池 项

目租用，实现小批量试产；分宜县引进总

投 资 50 亿 元 的 国 内 电 池 头 部 企 业 蜂 巢

能源项目。

要素倾斜流动。该市优先为锂电项

目供地 4 宗近 500 亩，累计建成标准厂房

469.06 万平方米，锂电企业使用超 50 万平

方米；保障赣锋、东鹏等用电用气，协助锂

电企业申请市场化交易电量 47.2 亿千瓦

时；制定《锂电产业人才培养方案》，新设

一个中职目录外专业“锂电技术工程与应

用”，目前在校学生 400 多人；2022 年，36 户

锂电企业享受减征、退税、免抵调库及加

计扣除金额 4.9 亿元，帮助赣锋、东鹏等申

报 2022 年核心技术攻关专项中央预算内

资金、省工业（中小企业）发展专项、省“重

创工程”项目等资金超 2.5 亿元；助力赣锋

集团申请专利 211 项，授权专利 117 项，通

过专利权质押为其融资 4 亿元。

科 创 持 续 突 破 。 2022 年 ，赣 锋 牵 头

组 建 省 锂 电 产 业 科 技 创 新 联 合 体 ，获 批

省 固 态 电 池 及 关 键 材 料 技 术 创 新 中 心 ，

与 中 科 院 共 建“ 锂 资 源 联 合 研 究 中 心 ”，

获 评 省 管 理 创 新 示 范 企 业 、首 届 省 标 准

创 新 奖 三 等 奖 ，主 导 或 参 与 制 定 8 项 国

家（行 业）标 准 、3 项 国 际 标 准 ，1 人 入 选

国家重大人才计划。该市支持赣锋的宁

波“ 研 发 飞 地 ”建设，持续推进新余——

宜春锂电科创城建设。全市锂电企业新

获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1 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 家、锂电池行业规

范 条 件 公 告 1 个 、5G 应 用 征 集 总 决 赛 优

秀奖 1 个、省工程研究中心 2 个、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 2 个、优秀新产品一二等奖 3 个、

“赣出精品”3 个。

风劲帆满图新志，砥砺奋进正当时。

新余市正在紧抓风口、乘势而上，围绕进

一步做强做优做大锂电产业，全面加大政

策规划、龙头扶持、招商引资、项目推进、

科技创新、要素保障力度，加速冲刺锂电

产业千亿目标。 （金效益 黄小虎）

成绩斐然 乘势而上

新余锂电产业奋力冲刺千亿目标

全南县龙源坝镇上窖村村民罗情英

“零彩礼”出嫁，这件事成为十里八乡百姓

津津乐道的佳话，也在朋友圈刷屏；中寨

乡 玉 舍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林 太 金 结 婚“ 零 彩

礼”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为全村带了

好头。告别陈规，婚事“零彩礼”，在全南

正成为一种婚俗新风尚。

“我觉得礼金只是个门面，彩礼高负

债就多，金钱不能衡量一切，两人的幸福

生活更重要，县里也提倡‘零彩礼’‘低彩

礼’。”在早教机构做老师的罗情英说，她

与新婚丈夫是青梅竹马的初中同学，今后

将一起尽心孝敬父母。

两情相悦的爱情，自然得到双方家长

的认可。当双方家长问及结婚宴席和聘

礼时，这对新人异口同声回答“简单办”。

没有大操大办，没有相互攀比，在孩子的

婚礼上，双方家长只邀请小范围的亲戚朋

友参加，简单却不失喜庆。

谈起女儿的彩礼问题，罗情英的母亲

肖玉秀说：“嫁女儿就希望嫁个知根知底

的，彩礼并不重要，村里也经常给我们宣

传要抵制高价彩礼。我现在还能上班，生

活也不是很困难，只要女儿过得幸福，我

就心安了，彩礼就没要了。”

这是全南推进移风易俗、婚俗改革显

成效的生动写照。如何倡新风、除陋习，

抵制高价彩礼，推进乡风文明？全南出台

婚丧领域系列政策文件，将移风易俗纳入

对乡镇、单位年终考核，将“红白喜事操办

标准”纳入村规民约，对礼金、桌数、待客

范围等清单化“限高”；全县 96 个村（居）全

部 成 立 红 白 理 事 会 全 程 监 督 ，“ 零 彩 礼 ”

“低彩礼”占比 73%。

针对部分群众“盲目攀比、要面子”心

理，该县成立 10支“红娘”队伍，各村设立喜

事新办服务队，全程提供免费婚介、婚事代

办等服务；组织集体颁证、集体婚礼、植树

婚礼等活动，让“重礼金”回归“重礼仪”。

同时，该县建立“零彩礼”家庭礼遇机制，作

为评选表彰道德模范、文明家庭、星级文明

户的重要条件，给予子女入学、信用贷款等

方面优惠待遇，激励大家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使移风易俗蔚然成风。 （陈海明）

全南县：“零彩礼”婚嫁蔚然成风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河湖“颜值”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底色。5 月 11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我省幸福

河湖建设计划目前已完成投资约 186亿元。赣鄱大地上，108
条（段）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全部开工。

近年来，我省聚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推动水环境

整治，2022 年 1 月印发《江西省关于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幸福

河湖的指导意见》，推进全省 108 条（段）幸福河湖建设，全面

提升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一

核四区”江西现代水网格局。

河湖安澜、人水和谐的幸福河湖画卷在赣鄱大地徐徐展

开——宜黄县宜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作为水利部确定的全

国七个试点项目之一，围绕河道综合整治、河湖空间带修复、

生态廊道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水文化挖掘与保护、提升

流域生态产品价值等六项任务，努力建设“河湖安澜、生态健

康、环境优美、文明彰显、人水和谐”的幸福河湖。靖安县全

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创新提出“一核提质，两河联动，全域

发力”的幸福河湖总体布局，建成全省首个河湖长制展示馆

和河长制主题公园，构建天空地一体化全面监测体系，强化

“幸福河湖+全域旅游”融合发展，既提升河流环境，又促进百

姓增收，2022 年全县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2.5%。湘东区将

幸福河湖建设与城镇化推进、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水环

境提升等工作有机融合，围绕萍水河湘东段及 5 条支流实施

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建成 20 公里生态廊道和河长制主题公

园，有序实施船形河等一批清洁小流域项目。如今的萍水河

生态廊道依山傍水，“萍水十景”串珠成链……

水美江西新篇章，大美河湖正当时。从治理黑臭水体，

到打造幸福河湖，经过多年努力，我省奋力构建“水清、岸绿、

河畅、景美”的秀丽图景，河湖水环境质量明显提升，河湖面

貌显著改善，宜居美丽乡村纷纷涌现，河湖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不断提升。

我省全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柴米油

盐醋，万事都缠身”。

乡村治理面对的是万千群众，如何才

能顺民意、得民心？近年来，萍乡市湘东

区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契机，探

索出以“推行一套体系、打造一个平台、建

立五项制度”为内涵的“115”乡村治理新

模式。

一套体系稳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

湘东区把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作为“书

记工程”，形成上下推动、齐抓共管的联动

局面。对此，湘东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

部长杨波一语中的：“通过党建引领乡村

治理，构建村级党组织全面领导、党员群

众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有利于将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全面转化为基层治

理效能。”

漫步湘东镇江口村，阡陌良田、青砖

黛瓦、碧水纵横，游人或赏景或嬉戏……

近年来，该村将原来的 10 个村小组、10 个

网格组，整合为 2 个党支部、5 个大组，形成

党群共治格局，有效激发了全村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村容村貌在几年间焕然一新，

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党群共治

中，人人有责任，人人有干劲，不愁乡村不

振兴。”江口村党总支书记杨文群说。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湘东区的决

策者看来，乡村治理的第一要务，就是要

发挥基层细胞“活跃跃的创造”。为此，该

区在网格化的基础上，推行治理单元模块

化，以 500户为一片、100户为一网格、10户

设 立 一 邻（党 员 中 心 户），实 现 服 务 无 缝

隙、全覆盖。湘东区还在网格层级推行党

小组组长、村民小组组长、网格长、村民理

事会会长、志愿服务队队长“五长合一”，

设立大组长，让党员成为基层治理的骨干

力量，实现治理力量的集成化。同时，不

断提高网格员、村民代表、村民理事会成

员、志愿者中党员比例，提升党员在基层

治理各项工作中的战斗力，促进党群共治

一体化。目前，该区基层骨干队伍中党员

人数占比超 70%，另有一定比例的群众代

表 进 入 村 民 自 治 组 织 。 以 模 块 化 、集 成

化、一体化为内因，湘东区乡村治理体系

迸发强劲活力。

一个平台慰民心

“农保如何交”“家门口垃圾桶需要换

新 ”“ 假 肢 坏 了 ，麻 烦 向 残 联 申 请 更

换”……在湘东区荷尧镇“湘邻一家亲”党

建服务平台的大屏幕上，村民需要办理的

业务和办理进展情况一览无遗。

通 过 数 字 化 赋 能 ，实 现 党 建 服 务 从

“端菜”向“点菜”转变，印证了湘东区在乡

村治理上的用心。该区重点打造“湘邻一

家亲”基层治理信息平台，按照应急指挥、

问题收集、协调调度、监督督导功能分区，

将应急、地网、平安乡村、云广播、养老、疫

情防控等 6 个信息化系统进行整合，实现

一网共治，做到第一时间处置、响应群众

诉求，形成问题“反映—处理—督办—反

馈”的闭环。该平台自去年 7 月试运营以

来，分级流转问题 1 万余个。作为“湘邻一

家亲”的发起地、实践地，湘东区副区长、

荷尧镇党委书记黄新亮坦言：“有了这个

平台，我们离群众的心更近，为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的行动更快捷；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也增强了。”

一个信息平台，“链”出好风景，该平

台中的平安乡村信息化系统就是生动例

证。近年来，湘东区先后投入 100 余万元，

建立了 40 个“网上云”，实时接访调解系统

和 116 个视联网“小度”视频，将信访、司

法、法院、部分区直行业部门、11 个乡镇

（街道）、156 个村（社区）“链”进平台，一键

通达矛盾纠纷调处，为当地平安乡村建设

插上科技的翅膀。

五项制度树新风

“六堂资学留佳话，千人助教彰盛况；

炭窑劳模进省府，古稀好人登国榜。”在湘

东区排上镇石甲坊村，村民自发编撰《石

甲坊村志》，描述石甲坊村的文化历史、乡

风民风。

随着村志像歌谣一般传唱开来，乡风

乡规也深入人心。村民陈彬生说，如今的

石甲坊村，麻将机歇业“下岗”了，家庭邻

里纠纷明显减少。

“上个月在村里帮了点小忙，只是举

手之劳，没想到我的道德积分记了分，不

仅 兑 换 了 日 用 品 ，还 可 提 高 银 行 授 信 额

度。现在大家都争着做好事哩。”拿着用

道 德 积 分 兑 换 而 来 的 牙 膏 ，湘 东 镇 新 湄

村村民叶培春激动不已。该村积极推行

道 德 积 分 制 ，向 每 名 村 民 发 放 积 分 制 手

册，并制订详细的积分管理办法，每月召

开 评 分 大 会 ，使 村 民 日 常 善 举 量 化 为 积

分 ，用 道 德 积 分 兑 换 物 资 。 湘 东 镇 组 织

委 员 黎 丽 丽 介 绍 ，该 镇 所 有 行 政 村 都 成

立 了 道 德 评 议 委 员 会 ，通 过 开 展 道 德 红

黑 榜 工 作 ，有 力 促 进 全 镇 乡 村 治 理 水 平

的提升。

近年来，湘东区还统一建立支部“旬

会”制度、邻长联户制度、村民议事制度、

村 组 民 约 制 度 、积 分 评 比 制 度 ，以“ 五 项

制 度 ”架 构 乡 村 治 理 的“ 四 梁 八 柱 ”。 截

至 目 前 ，该 区 农 村“ 三 会 一 课 ”完 成 率 超

95%。 联 户 工 作 做 到 宣 讲 政 策 到 位 、民

意收集到位、咨询答复到位、诉求解决到

位、感情传递到位，“有事找邻长”已成为

群 众 共 识 。 通 过 开 展 村 民 议 事 活 动 ，形

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协商

格 局 ，让 村 民 成 为 乡 村 治 理 的 最 大 参 与

者和受益者。

问 渠 哪 得 清 如 许 ？ 为 有 源 头 活 水

来。如今，湘东“115”乡村治理模式成效

显著：社会治理综合体全覆盖，获评全国

信访工作示范县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

覆盖，被省民政厅在全省推广；志愿服务

进村组、进网格全覆盖，全区 5400 余名党

员志愿者深入农村开展志愿服务 1 万余人

次；村级集体经济正增长全覆盖，127 个村

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超 15 万元，50
万元以上的强村从 1 个增加到 20 个。“乡

村治理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我们将

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乡村振

兴助力。”湘东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惠风徐来清气扬
——湘东区打造“115”乡村治理模式纪实

本报全媒体记者 尹晓军 刘启红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优质护理离不开

专业护士。近年来，在医疗学科细化和患

者就医舒适化需求下，我省各医院护士坐

诊的护理门诊越开越多。

5 月 10 日上午，在南大二附院东湖院

区 PICC（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护理门诊，在该门诊负责人范彬的精细操

作下，一名患者的手臂放置了一根用于化

疗药物的静脉输注导管。“千万要记住，打

管的这只手不能提重物，洗澡时要用保鲜

膜把针口保护好。”范彬一边确认置管情

况，一边向患者及其家人叮嘱注意事项。

随后，马上招呼下一名预约患者，做起了

术前准备。一旁的同事向记者介绍，范彬

是有名的“范一针”，不管是超低体重婴

儿，还是 96 岁的高龄老人，她总能“一针见

血”置入导管，为患者置入一条条稳定安

全的“生命通道”。2012 年，范彬以优异成

绩获得中华护理学会PICC资质证。

作为全省最先成立多学科静脉治疗

专科的 PICC 护理门诊，为更好地给患者

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延伸护理服务，南

大二附院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让患

者与医院的距离不再遥远；运用微信群为

基层护士答疑解惑，交流 PICC 置管护理

方法，保障患者安全的静脉通路，在家就

能享受到专业的护理。

从打针发药的“打发”护士到医疗系

统半边天，越来越多护士在岗位上主动学

习，成为与医生并肩战斗的完美搭档。江西省中医院中医经

典科副护士长、主管护师张燕便是这样的专家型护士。

见到张燕时，她正在病区忙碌。当天早上，科室医生们

讨论了 19 床患者的胃反流情况，决定请她带领护理团队来

制订护理方案。“经过辨证、观察，我们已初步拟定中医护理

方案，等待与医生商量。”张燕说。

虎符铜砭刮痧、温灸刮痧、热敏灸……聊起中医护理的

特色和优势，张燕很是自豪：“中医护理特色技术逐渐获得患

者的认可，每次上护理门诊为患者诊断、治疗，常常忙不过

来。”作为带教老师，张燕一边做诊疗，一边要带着各社区市

医院来学习的护士交流业务。

不仅打针发药，还要会诊治疗、搞学术科研，越来越多的

护士在岗位上主动学习，通过专业的职业培训和考核，成为

护理领域的专家型临床护士。

“护士在一线切实推动了护理工作贴近患者、贴近临床、

贴近社会，为人类健康和医疗保健作出了重要贡献。专科护

士的发展对保障医疗技术的有效和安全、满足患者高质量的

临床护理服务需求、促进专业护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

效使用有着重要作用。”省护理质控中心主任毛美琪表示。

据介绍，近年我省护理事业发展良好，护理队伍建设取

得长足进步。目前，全省共有省级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26 个、

实习基地 78 个；在我省 14.4 万余名注册护士中，有国家级专

科护士 218人、省级专科护士 15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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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在吉安市吉州区曲濑镇长乐小学，校园鼓声阵

阵，学生们正在练习舞龙舞狮。近年来，吉州区各学校围绕

“一校一品”打造课后服务特色项目，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进

校园活动，丰富课余文化生活。

特约通讯员 李 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