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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金，绿满青山写传奇
——看一家大型国有农场的转型发展之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国平 邹宇波 江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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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健康网 守护每座城
——我省公共卫生建设纪实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

本科教育是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的重要基础。由省教

育 厅 组 织 编 写 的《 江 西 省

2021-2022 学年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质量分析报告》于近日发

布。我省本科高校分布情况

如何？哪个专业布点数最多，

本 科 毕 业 生 就 业 喜 好 如 何 ？

记者通过从报告中梳理了一

些相关数据，从中透视我省高

校本科教学质量。

透视一：
哪个专业布点数最多？

2022 年 2 月，教育部等三

部 委 联 合 公 布 第 二 轮“ 双 一

流 ”建 设 高 校 及 建 设 学 科 名

单，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科再次入选“双一流”建设

学科。

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

根基。从学科建设角度来看，

2021 至 2022 学年，全省共有本

科 高 校 45 所 ，其 中 入 选 国 家

“双一流”计划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高校 1 所，入选江西省高

水平大学整体建设高校 1 所、

江西省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13
所。从地域分布来看，在全省

11 个设区市中，除鹰潭市外，

其他设区市均设有本科高校，

其 中 省 会 南 昌 市 最 多 ，达 22
所 ，占 全 省 本 科 高 校 总 数 的

49%；其次是九江市和赣州市，

分别有 7 所和 5 所。从专业布

点来看，全省布点数最多的本

科专业是英语专业，共 38 个；

其次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和市场营销专业，均为 34个。

当前，科学技术变革日新月异，产业结构升级加速，

高等教育优化资源配置，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改善人才培

养方式是时代之需，亦是发展必然。这一年，我省先后召

开新文科、新农科、新工科、新医科建设大会，积极设置人

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新能源

汽车工程等一批新工科专业，整合资源成立人工智能学

院、未来技术学院，并获批第三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90 个。各高校也持续加大专业结构调整力度，基于智

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背景，积极探索升级改造

传统专业，新增相关专业 19种 25个专业点。在新增专业

中，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是高频词，其热度可见一斑。除新

增专业，本学年共停招了259个本科专业点，撤销34个本科

专业点，市场营销、网络工程专业等停招的专业点最多。

透视二：在校生规模和师资结构如何？

2022 年教师节前夕，省教育厅公布第四届“感动江

西教育年度人物”，江西农业大学教授杜天真等高校教师

入选。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关键是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

教师队伍。报告显示，近五学年专任教师总数呈上升

趋势，其中近三学年增幅较大。2021 至 2022 学年，全省

本科高校共有专任教师 41727 人，比上一学年增加 1574
人，增长率为 3.92%。与上一学年相比，年龄在 35 岁及

以下的专任教师占比增加 1.11%，教师的年龄结构向年

轻化发展。近五学年，全省本科高校具有博士学位的

教师人数持续稳定增长，平均增长率为 10.33%。但值

得注意的是，独立学院和职教本科高校的校均专任教

师数仍然偏低。

从学生数来看，本学年，全省本科高校全日制在校生

约 81.84 万人，比上一学年增长 3.13 万人。其中，工学类

在校生人数最多，超过 21 万人，管理学、艺术学、文学、理

学、教育学等专业人数紧随其后。职教类本科高校中，共

有本科生数 11603 人，其中电子与信息大类人数最多。

总体上看，江西本科教育专业结构日趋优化，人才供给与

全省大力实施工业强省等战略需求基本契合，经济社会

适应性向好。

透视三：本科生毕业去哪儿？

尽管距考研还有一年时间，东华理工大学本科三年

级学生侯星如还是开始了考研准备。每到毕业求职季，

高校学生内心多了几分纠结。是继续求学深造还是参加

工作？根据报告，2021 至 2022 学年，江西省高校本科毕

业生总数为 175447 人，毕业率为 98.85%，为近 5年来最高

水平。毕业生在企业就业的人数最多，共 77011 人，占比

56.71%；其次是升学深造，共 24540 人，占比 18.07%；第三

是事业单位，共 10402 人，占比 7.66%；选择自主创业的人

数有所增长，共 1810 人，占比 1.33%；其他就业方向人数

占比 7.9%。

这一年，我省持续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毕业生就业工

作，精准施策，出台系列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措施，

吸引和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留赣就业，江西省 2022 届本

科毕业生留赣率 46.58%，较 2021 届提高 3.07%，全省高校

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保持稳定，毕业生服务本土经济发

展能力显著提升。此外，毕业生选择在东部地区省份就

业的人数共有 38739 人，占比 30.34%。各高校还积极引

导毕业生主动投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共有 10417 名

毕业生选择在西部地区就业，占比 8.16%。

透视四：高校可以如何发力？

不过，喜人成绩背后，仍有隐忧。当前我省高等教育

国际合作、区域合作程度仍然不高，合作与交流的深度、

广度不够,报告对当前我省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也开出了“药方”。有关专家建议，要积极引进国外知名

大学、高水平职业院校和研究机构来赣合作办学，提升国

际合作水平。各高校要主动融入长江教育创新带，积极

参加赣湘鄂、泛珠三角区域、海西经济区教育合作及与粤

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合作。与此同时，高校还要紧密结合

本地本校实际和江西发展需要，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不断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的能力。

初夏时节，地处樟树市的双金园艺场

满目苍翠，几缕阳光从树叶缝隙穿过，在

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阵阵山风带着丝丝

凉爽，让人心旷神怡。

双 金 ，一 个 曾 经 在 省 内 响 当 当 的 名

字，隶属原省农业厅，2013 年移交地方管

理。自建场以来，历经 60 多年的风雨兼

程，已成为以园艺科研、生产为特色的大

型综合性国有农场。近年来，该场不断寻

求发展之路，充分发挥自身科研、良种繁育

和农技推广优势，努力建设“一基地、一中

心、一展示区、一打卡地、一后花园”，即建

设标准化苗木繁育基地、中药材现代化种

苗培育中心、中药材品种及樟树市药企产

品的展示区、市民休闲观光的打卡地、樟树

市的后花园，在青山绿水间续写新的传奇。

管理下放，迎难而上谋发展

5月10日，双金园艺场的工人们正忙着

进行道路升级、兴建人才公寓、改造中药材

种 质 资 源 圃 ，呈 现 出 一 派 生 机 勃 勃 的 景

象。“农场正在加快建设现代智慧农业（中

药材）产业园。”双金园艺场党委委员、副场

长刘立学告诉记者，园艺场以种子种苗、中

药材种植、果树种植、特色绿化苗木等种植

产业为中心，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模式，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谁曾想到，双金园艺场历经风雨后，

展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2013 年 6 月，

该场移交樟树市管理，遭遇了一段时间的

发展阵痛：人才外流、缺乏活力、工作局面

难以打开……

“最困难的时候，连职工的社保费用

都拿不出来。”双金园艺场党委书记付小

文回忆，移交地方管理时，农场有 1600 多

名职工，其中包含 800 多名退休职工，可用

财力只有 1000 万元，剔除需缴纳的 800 万

元社保费用，只剩 200 万元可用于发放职

工工资。“如何把单位运转下去，成为摆在

眼前的最大难题。”

“我们当时只剩下一腔农场情怀了！”

付小文笑道，“正是职工的农场情怀统一

了思想，稳定了人心。”为求发展，双金园

艺场大胆革新，实行企业化管理，按照“土

地国有、自愿承包、集中连片、有偿使用、

合同管理”的原则，引导职工调整产业结

构，增加职工收入，提高待遇，留住人才。

10 年来，双金园艺场从改造升级基础

设施入手，凭借地处樟树市的区位优势，

乘着“中国药都”振兴工程的东风，大力发

展中药材种植产业，带动发展加工业和观

光业，场区面貌焕然一新。

药材引领，四朵“金花”次第开

在双金中药材种植技术推广基地，漫

山遍野的吴茱萸长势正旺，双金园艺场山

桂村村民付牛根忙着锄草、清杂、抹芽，管

护 吴 茱 萸 。“ 抹 芽 之 后 ，吴 茱 萸 的 产 量 翻

番 ，经 济 效 益 显 著 提 升 。”他 笑 着 告 诉 记

者：“我们剪枝很有技巧，一般是剪高不剪

低，剪内不剪外。这些种植技术都是付老

教给我们的。”

原来，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山桂村村

民 便 在 房 前 屋 后 种 植 吴 茱 萸 ，但 零 零 散

散、产量过低，没有形成种植规模。“吴茱

萸的果实可以药用，是常用的中药。以前

大 家 都 不 太 种 植 ，自 从 付 老 改 进 种 植 工

艺，控制树形，提升果实产量。加上这几

年市场行情不错，吴茱萸价钱卖得好，大

家纷纷开始种植。”村民刘红霞说道。

“农场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吴

茱萸，管护起来也方便。村里 420 多名村

民，家家户户种植吴茱萸，每名村民人均

年增收 2 万元。”山桂村党支部书记付蠢根

说：“有的村民还在网上售卖吴茱萸种苗，

一年增收十几万元。”

看到吴茱萸的医疗价值高、市场前景广

阔。双金园艺场因势利导，在全场推广种植

1000多亩吴茱萸，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带动

了一大批村民增收致富。2014年起，农场将

中药材种植作为主导产业，示范带动农民种

植。如今，该农场中药材种植面积超 7000
亩，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

以中药材种植为龙头，双金园艺场规

划了中药材、果树、绿化苗木、茶叶四大支

柱特色产业，四朵“金花”次第开放：创建

中药材种苗基地 1000 亩、中药材标准化种

植基地 6000 余亩；建立柑橘、甜柚、杨梅等

果树种植基地 2000 余亩；打造香樟、桂花、

彩色花卉等苗木种植基地 1000 余亩；种植

茶叶 1000 余亩，建立制茶科普体验基地 1
个，年产值超 1亿元。

转型升级，产业基地布新局

漫步在双金园艺场现代智慧农业（中

药材）产业园，仿佛置身公园，造型各异的

景观带星罗棋布，郁郁葱葱的中药材争奇

斗艳。刘立学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3.75 亿

元，规划设计了百草园、百果园、百花园、

中医药文化体验区等，致力于打造集科研

智慧、良种繁育、标准化种植、休闲、观光、

旅 游 、康 养 等 多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智 慧 产 业

园。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恰是双金转型

的真实写照。

推进产业园建设过程中，双金园艺场

充分运用农业技术资源，发挥自身人才、

技 术 、团 队 优 势 ，重 点 抓 好“ 三 子 一 壳 一

红”等道地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建设，

推动中药材种植全覆盖，形成产业优势。

同时，抓好分场绿化苗木基地、果园和基

础设施改造升级，逐步完善硬件设施，提

升果品品质，提高果园经济效益。

来到农场的“明星村”龙眼坑村，独具

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道路整洁宽阔，村民

活动中心、运动健身场所等一应俱全，村旁

便是柑橘、柚子等特色农业产业。双金园

艺场逐步推进现代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引

导分场和村组建立以果树种植、休闲采摘

与果园观光等为主导产业的“一村一品”特

色农场。“这里环境好、产业好，别提多幸福

了。”谈起村庄的变化，村民打心里乐了。

今年，双金园艺场在建设现代智慧农

业（中药材）产业园的基础上，如火如荼地

进行 44个项目建设，发展“生态科技+旅游

休 闲 ”的 模 式 ，打 造 集 生 态 农 业 、生 态 科

技、娱乐休闲、度假养生于一体的综合性

旅游园区。

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人们“看了

山 看 了 海 ，也 在 景 区 看 了 人 山 和 人 海 ”。

这样的红火热闹，只因我省及时健全预警

响应机制，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构建起

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守护每座城的人间

烟火气。

公共卫生建设持续进步

现 实 有 需 求 ，人 民 有 期 盼 。2021 年

1 月 25 日，我省发布《关于加强公立医院

公共卫生职能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坚

持改革创新，完善公立医院公共卫生管理

体制、运行机制、保障制度和协作模式，建

立相应的督促、激励、约束机制，提高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控制和应急处置能力。首

先，坚持医防融合，建立公立医院公共卫

生职责清单。其次，坚持平战结合，既满

足“战”时快速反应、集中救治，又充分考

虑平时的职责任务和运行成本。

多个公共卫生建设项目启动。2022

年 2 月，国家综合性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浙

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江西医院、国家呼

吸区域医疗中心项目中日友好医院江西

医院相继在南昌破土动工。随后，5 个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陆续在我省挂牌。2022
年 11 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

医院（江西省儿童医学中心）开诊，全国儿

科综合实力排名第三的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儿童医院派出新生儿科、呼吸科、骨科、

儿保科等 17位专家进驻。

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象湖院区，

江西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井然

有序。经过三年建设，独栋的感染大楼与

其他病区间实现平战转换，病人医生在各

自专用通道进出。

4 月初，在江西省儿童医院红谷滩院

区，正带着 3 岁孩子在发热门诊看病的李

丽点赞道：“开始很担心甲流爆发期在医

院被交叉感染，没想到这里有独立的发热

门诊区，孩子在这里就完成了挂号、就诊、

化验、取药等医疗服务。现在，医院对传

染类疾病的管理水平大大提升了。”

防控救治能力持续提升

国家有力量，人民有保障。不仅公共

卫生建设项目不断涌现，三年来，我省疾

控人织牢风险识别网、疫情处置网、健康

防护网，圆满完成疾病防控各项任务。

面对新冠疫情，江西省疾控中心与病

毒赛跑、与时间赛跑。仅 2022 年就先后参

与全省 40 余起本土新冠疫情处置工作；累

计完成36轮22万余管新冠样本检测、264批

次520例新冠感染病例的基因测序工作。三

年来，我省有效处置输入及关联疫情 200多

起，绝大部分在第一时间有效控制。

如今，以传染病监测为重点的监测体

系 不 断 完 善 ，全 省 共 设 置 传 染 病 监 测 点

285 个，覆盖 13 种急性传染病；现场流调能

力得到稳步提升，建立了跨区域调动支援

机 制 ；重 大 传 染 病 综 合 防 控 机 制 不 断 完

善，艾滋病检测发现和救治保障工作正在

大力推进；设立一个省级癌症中心、四个

市级癌症中心和 11 个县（区）肿瘤防治办

公室，探索推进癌症分级诊疗制度。

各项疾病防控重点工作“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稳中提质”。截至 2022 年底，全

省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超 1 亿人次；接种

免疫规划疫苗 897 万剂次，以乡（镇）为单

位，乙肝、卡介苗等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均达 90%以上；传染病疫情报告质量稳居

全国前列；艾滋病维持低流行态势……

聚焦新领域、新项目，我省首次开展

非临床样本霍乱弧菌专项监测和蜱传病

原菌专项监测；参与编写全国心血管事件

发病报告；首次绘制我省野生毒蘑菇风险

等级地图；首次建成并启用江西省疫情管

控管理平台，初步实现跨区域协查工作日

清日结；建立全省首个新冠疫情等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全流程平台，实现急

性传染病的追阳断链、协查管理、流调分

析等疫情处置全流程信息闭环化管理。

目前，我省共储备公共卫生项目 770
个，总投资达 859 亿元。三年来，我省在全

省范围构建省市县三级救治体系，提高收

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为

健康江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5 月 14 日 ，游 客

在萍乡市湘东区露营

基地休闲游玩。近年

来，湘东区通过大力

发展“农文旅”产业，

打造野外露营 、特色

民宿 、非遗体验等新

业态，发展夜间经济，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助推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李桂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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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金中药材现代化种苗培育中心在双金中药材现代化种苗培育中心，，工人正在管护樟头红种苗工人正在管护樟头红种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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