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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闻客户端是省委、省政府舆

论主阵地，统一发声平台，对外宣传主渠

道，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

主管，江西日报社主办。江西新闻客户

端以 5G、V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 术 为 依 托 ，是 江 西 最 大 的 移 动 新 媒

体。截至目前，江西新闻客户端下载量

突破 2000 万，成为江西首个 2000 万量级

新闻客户端，为用户 24 小时提供权威、快

捷、有思想、接地气的新闻资讯。因发展

需 要 ，现 面 向 社 会 公 开 诚 招 2023-2025

年度合作伙伴。

1.诚招江西新闻客户端经营代理

行业经营代理：经济、摄界、交通、房

产、美食、卖场、理论、环保、园区、赣茶、

特产等。

2.报名事项

参 加 此 次 招 商 的 公 司 要 求 公 司 有

固 定 办 公 场 地、固 定 人 员 及 相 关 资 质 ，

无 不 良 记 录 ，并 需 要 提 供 ：公 司 企 业 营

业 执 照 副 本、法 人 身 份 证、公 司 从 业 和

代理项目执行案例材料等复印件，以及

团队介绍（附聘用合同或缴纳社保的证

明 材 料）、工 作 开 展 计 划 书 。 上 述 材 料

用信封密封好，封面须标明公司名称和

承接业务名称，工作开展计划书中需标

明 愿 意 承 接 的 年 度 任 务 数 额 及 合 作 模

式，格式自拟。

提交的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送

达或邮寄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 1326

号江报传媒大厦 25 楼江西江报融媒体传

播有限公司运营部，报名截止时间：2023

年 5 月 18 日。

详 情 可 来 电 咨 询 ：李 海 燕 ，联 系 电

话：18270843696。

江西江报融媒体传播有限公司

江西新闻客户端诚招2023-2025年度合作伙伴

一名新疆和田人在南昌的创业故事
在南昌市西湖区桃花街道安石路的亚森烤羊肉火锅店，

有一名新疆和田人——喀哈尔·亚森，2015 年携妻儿从新疆

和田来到赣江之滨，携手汉族同胞创业八载，打造了“洪石榴”

民族团结示范店，亚森也由此被评为“洪石榴”民族团结示范

先进个人。

亚森初到南昌，因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亚森在摆摊卖烧烤时认识了汉族同胞陈勇，两人一起在

南昌安石路创办了约 700 平方米的亚森烤羊肉火锅店，主营

烧烤、羊肉火锅、抓饭、烤全羊、大盘鸡等新疆特色美食。其食

材新鲜、诚信待客，生意兴旺。

为最大限度降低油烟扰民问题，亚森主动加装油烟净化

器，并斥资请专业人员进行下水道改造；西湖区同盟村也出资

帮助亚森搭建储藏间，解决煤炭、柴火堆放杂乱问题。亚森经

营稳定后，积极帮助、鼓励新疆同胞来南昌共同创业。

他多次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并与困难户结成帮扶对

子，定期为困难户送上慰问物资。2023 年，在西湖区政协委

员携手民族团结示范店“送温暖、迎新春”活动中，亚森自费提

供了多只全羊。 （曾 跃）

消防技能竞赛激发热情
5 月 10 日，崇仁县举办首届“庆‘五一’·天工杯”全民消防

技能竞赛。来自崇仁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乡镇（街道）、

高新区管委会、重点单位企业的干部职工，组成 39 支队伍，共

195 人同台竞技。竞赛共设置 3 个单人项目与两个集体项目，

项目将竞争性、趣味性、健身性、教育性融于一体，将防火、灭

火、逃生自救常识融入各个环节。参赛队员发挥集体智慧，相

互协作配合，每位参赛选手在紧张的比赛氛围中，耐心细致地

完成每个项目。经激烈角逐，最终产生 32 项个人或集体奖

项，并颁发奖品及证书。

通过此次全民消防技能竞赛的举办，各行业干部职工在

寓教于乐中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激发了消防工作的热

情，营造了人人关注消防安全、重视消防安全、参与消防安全

的良好氛围。 （蔡金娟）

初夏时节，走进上高县徐家渡镇赣西

富硒禽蛋产业园，一排排标准化养殖鸡舍

展现在眼前，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对鸡舍

进行全新改造。

“鸡舍改造后安装了自动上料机、喂

水机、自动刮粪机等先进喂养设备，使鸡、

蛋、水、粪都分离了，从源头上保证产品的

卫生……”上高县茶杉禽业有限公司生产

部经理鄢和生介绍道。

茶杉禽业现存笼蛋鸡 60 万羽，鸡蛋日

产量达36万余枚。去年以来，公司先后投资

2000万元用于打造全自动化生产线。在茶

杉禽业二期基地，公司投入 3000万元，打造

富硒蛋鸡前端产业，预计 6月可投产，将吸纳

周边 300余名村民就业，同时能为村民提供

先进养殖技术培训，帮助村民创业。

上 高 蛋 鸡 养 殖 历 史 悠 久 ，产 业 基 础

较 扎 实 。 近 年 来 ，上 高 通 过 前 期 调 研 引

路 ，把 富 硒 蛋 鸡 产 业 列 为 首 位 特 色 农 业

产 业 ，充 分 利 用 全 县 天 然 富 硒 土 壤 资 源

优势，成立富硒蛋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出 台《上 高 县 富 硒 蛋 鸡 产 业 发 展 实 施 意

见》，从资金、用地、品牌宣传等方面给予

扶 持 ，对 新 购 一 手 自 动 化 设 备 企 业 按 发

票金额 30%进行奖补；同时，发挥产业联

农带农效益，依托茶杉禽业、泰望牧业等

省 市 龙 头 企 业 ，成 立 荣 兴 禽 业 合 作 社 和

富硒蛋鸡产业协会，以“合作社+龙头企

业 +基 地 +养 殖 户 +品 牌 ”的 生 产 经 营 模

式 ，成 为 全 省 生 态 示 范 养 殖 基 地 和 市 创

业孵化基地。

“以前只能按照老经验进行养殖，风险

很大，现在从建厂-投苗-疫苗-饲料-鸡蛋

回收等，合作社都会安排专人进行全面的

业务指导。”泗溪镇床里村养殖户朱杰平今

年新建鸡舍 4栋，可养殖蛋鸡 24 万羽，目前

已购入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养殖蛋鸡 1 万

余羽。

相关政策的扶持，让上高蛋鸡产业化

之路越走越宽。去年，上高县蛋鸡养殖规

模达 454万羽，年产蛋量达 14.4亿枚。目前

上高富硒蛋鸡产业实现了鲜鸡蛋清洗、分

级、抛光、杀菌、保洁全自动化生产，已初步

形成集现代化养殖、育雏、自动化生产加

工、仓储、冷藏、数字化交易中心、饲料生产

等较完备的全产业链，年产值达 20亿元。

“我们还引进了江西小牧童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建设 300 万羽富硒蛋鸡养

殖 项 目 ，今 年 力 争 富 硒 蛋 鸡 存 笼 700 万

羽。”上高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群众的增收致

富。目前，上高有存笼 3000 羽以上蛋鸡规

模养殖户 178 户，其中 20 万羽以上 4 户，10

万羽以上 10 户，配备现代化养殖设备的蛋

鸡养殖场 18 户；发展和带动上下游产业参

与农户 263 户，其中脱贫户 41 户，人均年收

入增加达 2 万元以上。

富 硒 蛋 鸡 的 产 业 化 现 代 化 之 旅 ，

正 逐 步 让 上 高 步 入 乡 村 振 兴 的“ 快

车 道 ”。 （晏芒元 罗海波）

上高县：富硒蛋鸡的“产业化”之旅

农事忙

本报上饶讯 （全媒体记者余燕 特约

通讯员黄宗振）“五一”假期，望仙谷、灵山景

区日游客量分别突破3万人次和2万人次，青

年潮歌会、汉服巡游等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广

信剪纸、广信泥塑等特色文创产品销量大增，

上饶市广信区文旅市场火爆出圈。近年来，

广信区围绕争当文化强省建设排头兵目标，

坚持“时尚化、数字化、特色化、融合化”四大战

略，不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城市文

化底色，文化产业实现了从软实力到硬产业

的蜕变。2020年至2022年连续三年获得“江

西省文化产业重点县（市、区）”称号。

优化政策支撑，产业发展活力持续迸

发。广信区出台《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

政策》《关于加速发展“大旅游”的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建立区领导挂帅领衔、

专班服务推进工作机制，设立文旅发展专项

资金 1200万元，全面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

激发文化产业发展活力。同时，加大优质文

旅项目招引和储备力度，先后引进广州棕

榈、九牛文旅等文旅企业和江西贪玩、恺英

网络等数字文娱企业，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2022年，该区各类文化企业达312家，营业收

入达60.77亿元、较上年增长23.4%。

深化文旅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广信区立足生

态优势和文化底蕴，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加快文旅市场业态创新，精心策

划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文旅活动，持续激发

文旅发展新动能。先后开展“游大美上饶

品乡村年味”、红色七峰首届果蔬采摘节、

欢乐嘉年华等特色文旅活动 150 余场次。

开展“稳增长、促消费”文旅消费季系列活

动，发放文旅消费券 560 余万元，带动消费

1.3 亿元。1 至 4 月，该区接待游客 964.5 万

人次，同比增长 46.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01.2亿元，同比增长 46%。

强化精品创作，文化供给品质稳步提

升。广信区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大力培育和推广优质文化产品，打造富有

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去年，大型原创现代

赣剧《唱支山歌给党听》成功首演；今年4月，

信河赣剧演艺有限公司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民

营文艺表演团体改革发展研讨会，并带去赣

剧《闹天宫》作为压轴剧目展演。持续打造广

信根雕、广信剪纸、广信泥塑和上饶石等地方

文创产品，推动广信文化元素实现时尚表达，

文化品牌影响力得以进一步彰显。

把有乡村特色的“土房子”修葺、布展，

吸引游客参观、研学；发挥“土专家”特长，

提升农业技术含量；发展“土特产”特色产

业，带动村民致富……瑞金市充分挖掘乡

村“土房子”“土专家”“土特产”等资源优

势，做足“土文章”，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现

代农业、特色小吃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

富渠道，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土房子”引来乡村旅游新客流

5 月 3 日，叶坪镇朱坊村红色康养小镇

游人如织。一个个红色研学团队走进中国

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旧址，在古旧的房屋里

面，体验苏区时期革命者的艰辛。“打造红

色康养小镇以来，乡土特色浓厚的红色旧

址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打卡，日均接待游

客上万人次。”朱坊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志强

说，除了红色旧址，村民闲置的“土房子”发

展成民宿及餐饮店，生意也十分火爆。

朱坊村是当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卫生管

理局、中革军委总卫生部、中央红色医院所

在地，是红军军医学校（红军卫生学校）诞生

地，留下了“红色医生傅连暲救孕妇”等感人

故事。近年来，当地依托革命旧址等“土房

子”，邀请专家进行编制规划，形成以傅连暲

纪念广场、中医药文化馆、中央红色医院旧

址等为主线的红色教育研究基地，以健身公

园、健康步道、红色健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为主的健康休闲区，以中药科普园、院士工

作基地、万亩果蔬基地、主题民宿区为主的

绿色休闲旅游产业链，多元产业蓬勃发展。

“游客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64
岁的朱坊村村民朱柏林高兴地说，他在村

里经营的小卖部生意好的时候，每天收入

四五千元，在以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土专家”增添农业发展新动力

“给芋田打除草剂，要搭配少量去除地

下害虫的药物。为防止影响土壤和芋头品

质，一定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符合国家标

准的产品。”4 月 29 日，在日东乡龙井村百

亩蔬菜基地，“土专家”张根林正给种植户

传授技术。

拥有助理农艺师职称的农民张根林

2016 年起经营家庭农场，通过积极参与各

类农业技能培训，成长为瑞金市知名的“土

专家”。2022 年，张根林被瑞金市农业农

村局特聘为农技员，手把手、面对面地为农

户提供农业实用技术指导。

去年以来，瑞金市从农民中招募一批

有丰富的水稻、脐橙、蔬菜种植技术和生产

实践经验，热爱农业农村工作的“土专家”

为特聘农技员。“土专家”走进田间地头，为

农户提供产业发展所需的精准指导和咨询

服务，带领群众科学发展特色产业，探索出

一条群众参与度高、特色产业竞争力强、村

民增收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新路径。

“推动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是关键。”瑞

金市农业农村局分管负责人李代柱介绍

说，特聘农技员队伍的建立，填补了乡村农

技干部不足，逐步成为提升农村农业发展

水平的重要力量、中坚力量。

“土特产”助力农民致富新引擎

在位于壬田镇的廖奶奶咸鸭蛋生产基

地，工作人员将咸鸭蛋装箱打包，通过电商

平台发往全国各地。“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建

立了生产基地，小小的咸鸭蛋通过电商平台

打出了品牌，年销量达百万枚。”廖奶奶咸鸭

蛋合作社负责人张杨介绍说，合作社现有成

员32名，带动92户村民户年增收过万元。

距离廖奶奶咸鸭蛋合作社 20 公里外

的华嬷嬷泡菜工坊里，工人正忙着清洗蔬

菜、制作泡菜。“别看这萝卜普普通通，制成

泡菜后可受欢迎了。”今年 57 岁的“华嬷

嬷”泡菜品牌创始人华小英说，借助电商和

物流网络，“华嬷嬷”泡菜年销售额达 700
万元，直接带动泡菜产业链上的 100 多名

村民增收致富。

瑞金市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思路，逐步形成“一乡一品、一村

一业”的“土特产”发展格局。“瑞金市因地

制宜，找准农业产业项目，打造极具竞争优

势的特色农产品，培育了廖奶奶咸鸭蛋、华

嬷嬷泡菜、瑞金牛肉汤等一批土特产品牌，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瑞金市相关负责

人说，近年来，该市通过打造“土字号”特色

农产品品牌、建设农副产品直播间等方式，

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和供

应链，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瑞金“土特

产”拿得出、叫得响、卖得好，成为有市场、

有带动、有影响的富民产业。

优化政策支撑 深化文旅融合 强化精品创作

广信区文化产业发展蹄疾步稳

“土字号”引领新发展
——瑞金市推进乡村振兴走笔

杨友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美春

生态水产养殖生态水产养殖

5 月 12 日 ，萍 乡

经济技术开发区千亩

鱼塘和道路、青山、民

居相互映衬，勾勒出

一 幅 美 丽 的 乡 村 画

卷。近年来，萍乡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采 用

“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模式，在战山村、

边塘村等地连片打造

生态水产养殖 、生态

观光等产业，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李桂东摄

5 月 11 日，广昌县农民正在收割油菜籽。当地抢抓

时节收割利用冬闲田种植的油菜，收割后的农田将种植

双季水稻，实现农业增产增效。 特约通讯员 曾恒贵摄

5 月 13 日，在瑞昌市赛湖农场二分场油菜基地，农机

手正驾驶收割机采收油菜籽。初夏时节，该市 20 余万亩

油菜迎来收获期。 特约通讯员 魏东升摄

5 月 9 日，在樟树市，“飞手”正在操作植保无人机喷

施肥料。当前正值水稻生长关键期，该市组织农技员和

植保专业化社会服务队伍分赴各村，利用植保无人机等

高效植保机械开展肥料喷施，加强田间管理，确保水稻

丰收丰产。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

分宜外贸实现强劲开局
本报分宜讯 （全媒体记者江拓华）今年一季度，分宜县外

贸实现强劲开局：进出口总值 42.1 亿元，同比增长 184.9%，高

出全省平均水平 140.3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8.8 亿元，同比增

长 114%，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61.4 个百分点；进口 23.3 亿元，同

比增长 288.5%，高出全省平均水平 267.1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分宜县大力实施稳外贸政策，帮助企业稳订单

拓市场。常态化开展海关规范进出口秩序、维护对外贸易安

全等宣讲工作，为外贸企业营造规范良好发展环境。加大对

制造业外贸企业进出口支持力度，优化国内段物流运输补贴，

提高技术创新研发补助。同时，落实“一企一策”，加大精准帮

扶力度。重点关注“2+4+N”重点产业企业情况，发挥外贸服

务团合力，开展实地调研帮扶，守住外贸基本盘。此外，该县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业态新模式

研究，高标准推进电子商务创业智慧产业园等开放平台建设，

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