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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头村村民孙观发向游客讲述家

里四年来的变化。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摄

▲ 5 月 12 日，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 5 月 11 日，在于都县梓山镇富硒蔬

菜产业园内，村民正在蔬菜大棚里管护丝

瓜秧苗。 王蕴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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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富民
奋斗开出幸福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

5 月 12 日，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道

路两旁波斯菊、鸡冠花盛放，散发出阵阵

花香，引得游人驻足观赏。在村民孙观发

家厅堂，2019年 5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潭头村察看村容村貌时的瞬间被定

格，成为当地百姓永恒的珍贵记忆。刚

接待完一批游客的孙观发，见到记者时

面露喜悦，拉着记者进屋唠起家常。

潭头村是一座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

赣南古村，是有名的红军村。微风拂过

杨柳，一缕阳光洒在潭头村村口红色雕

塑上，上面的一句话尤其醒目——幸福

都是奋斗出来的。这正是潭头村乡亲们

一路走来的真实写照。

今年“五一”期间，孙观发家民宿生

意火爆，每天都住满了人。“日子越过越红

火，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2022年，我家

的总收入达 23.6 万元。这些年，总书记

的亲切关怀、谆谆嘱托，鼓舞着我们感恩

奋进。”孙观发幸福地分享家里四年来的

变化。

村口不远处，已经投入使用的“富硒

食堂”格外引人注目。随着游客增多，潭

头村新建了一个更大的“富硒食堂”，并

取名为“孜和院”。该食堂能同时容纳

1500 人就餐，目前正在扩建供研学用的

食堂。“‘富硒食堂’生意火爆，每月营收

超 30 万元，仅‘五一’期间，营业额就达

27 万余元。只有把产业做大做强，村民

才能得到更多分红。”潭头村村委会副主

任刘锦华说，去年，潭头村村集体经济收

入突破 260 万元，包括孙观发在内的 100
多户农户每户获得分红 1200元。

生意同样火爆的还有村民温秀珍家

的糕点坊。“这些天游客很多，每天营业

额有 3000 元。”因温秀珍制作的麻饼皮

薄馅多、外酥里软、甜而不腻，受到大家

的喜爱。看着日渐红火的乡村旅游，温

秀珍喜上眉梢。

行走在潭头村，步步皆风景，处处新

气象。近年来，村里开办了旅游公司，

“富硒食堂”吸纳村民入股合作经营，开

发出“富硒宴”特色农家乐项目与红色研

学旅游项目，增设停车场、旅游公厕等基

础设施。去年，潭头村新建了荷花基地、

农事服务中心、智慧育秧工厂等。

时下，潭头村连绵起伏的蔬菜大棚

内翠绿的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

采 摘 、分 拣 、包 装 ，等 待 经 销 商 上 门 收

购。近年来，该村以万亩蔬菜基地为龙

头，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

户”等模式，带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实

现增收致富。

临近中午，潭头村村口原本安静的

马路瞬间热闹起来，一辆辆大巴车驶进

村内，“富硒食堂”内游客满座……“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刘锦

华笑着说。

于都河畔，一轮旭日照射在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碑上，庄严而肃穆，把人们带回到那段血

与火的峥嵘岁月；贡水汤汤，溯流北上，见证着老

区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继往开来再出发的豪迈与

激情。

5 月 14 日，记者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馆，重温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于都的难忘时

刻。走进纪念馆的展厅，一件破旧羊皮袄，老红军

带着它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双绣

球草鞋，见证了烽火岁月中革命爱情故事；还有

一幅由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历史的厚重感

扑面而来。“这里有太多太多的红色故事，总书记

希望我把红色故事继续讲下去，传承好红色基

因。”当年为习近平总书记讲解的纪念馆讲解员

钟敏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张张图片、

一件件实物前驻足观看，还询问了不少细节，回

忆当年的历史。

“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

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既温暖

又给人力量，激励着钟敏继续讲好革命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

厚望如山，催人奋进。赓续红色血脉，于都

的脚步从未停歇：成立公益性于都县长征源宣讲

团，打造一支由“红军后代+宣讲骨干+志愿者”

组成的红色宣讲队伍；争做红色圣地的守护者、

传承者、践行者，140 名小红星红领巾讲解员利用

周末、节假日到红色景点，为游客义务讲解，一个

个都成了自信勇敢的“小红星”；征集革命文物、

挖掘红色故事、打造数字博物馆，并通过每年开

展长征论坛、红色故事大赛、红色旅游推广、重走

长征路等系列活动，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植入

灵魂……

“ 理 想 信 念 之 火 一 经 点 燃 ，就 永 远 不 会 熄

灭。从乡村到城市、从校园到机关、从线上到线

下，长征故事讲不完，思想的火种越来越绚丽。”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蓝华英说。

于 都 县 长 征 源 合 唱 团 首 任 团 长 袁 尚 贵 是

习 近平总书记接见的 8 名红军后代之一。该合

唱团由 160 余名红军后代自发组成，矢志讴歌长

征、讴歌红军。“总书记非常关心我们合唱团，问

了我们的演出场次、经费保障等情况。”袁尚贵

说，唱响长征组歌就是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讲好长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长征源合唱团成

员靠自觉、靠奉献、靠发源于这片土地上的长征

精神，完成了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演出 500 场的

目标，如今还经常奔赴各地演出。“我们这支从作

品中感悟长征精神、在排练中体验长征精神、在

演出中传播长征精神、在奉献中弘扬长征精神的

合唱团，会一直唱下去，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袁尚贵无比自豪，一脸坚毅。

在气势恢宏的于都长征大剧院外，“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长征”几个大字在夜幕下格外醒目，

未入场已肃然。剧院内上演的大型红色文旅史

诗《长征第一渡》，波澜壮阔的长征故事，让观众

禁不住泪流满面。“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铸就长

征的不朽丰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发

扬长征精神，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推动高质量发

展。”该县主要负责同志说。

新长征，再出发。于都聚焦“作示范、勇争

先”目标要求，强化使命担当，在加快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中感恩奋进，砥砺前行。作

为首位产业的纺织服装由低端制造迈向高端智

能 ，纺 织 服 装 企 业 达 3000 余 家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130 家，全行业产值突破 800 亿元；全县形成梓山

富硒产业、祁禄山红色旅游等多元经营模式，产

业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2022 年该县

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村均 41.03 万元，15 万元

以上的村实现全覆盖……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放眼于都，人们

干事创业的激情如奔腾的于都河水，在新长征路

上奋力谱写时代发展新篇章。

初夏时节，于都县梓山富硒蔬菜产

业园内果蔬飘香，蔬菜大棚连成一片，棚

里的丝瓜、茄子等蔬菜挂满枝头，一派生

机盎然。

枝条修剪、人工授粉……5 月 12 日

一大早，梓山镇岗脑村村民曾红梅在大

棚内忙得不亦乐乎。谈起如今的生活，

她深有感触，“多亏了家门口的蔬菜产

业，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每个月仅工

资就有 4500元。”

走进位于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内的

于都县硒博馆，“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

打好”的红色标语格外引人注目。

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梓山富

硒蔬菜产业园视察，了解蔬菜产业发展

情况。岗脑村村民郭月华对那天的情景

记忆犹新，“当时，总书记走进蔬菜大棚，

察看了蔬菜长势，与大家亲切交谈，叮嘱

一定要打好富硒品牌。”

谆谆话语、殷殷期盼。近年来，于都

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硒＋X”为发

展路径，一体推进扩面种植、产品研发、

标准编制、营销推广、品牌建设“五大行

动”，持续做大产业、打响品牌，让富硒地

变为富裕地。

最近，深圳茂雄集团江西公司负责

人赖祥标正忙着筹划梓山富硒蔬菜产业

园农旅发展项目。该集团是于都县重点

引进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富硒蔬菜产

业发展势头好。这两年，我们加大富硒

蔬菜种植技术推广，扩大种植规模，种植

面积达 2000 余亩，还带动附近 300 余名

村民就业，培养了很多技术能手。”

种得好，更卖得好。“每天采摘 6 吨

富硒蔬菜运往粤港澳大湾区，富硒蔬菜

行情好、价格稳，不愁销路，预计今年产

业园收益将超 800 万元。”赖祥标乐呵呵

地说。

目前，梓山镇建成占地 1 万余亩的

高标准现代富硒农业产业园，从单一的

蔬菜种植业发展成田园综合体。“我们种

植了艺术水稻，正在加紧建设水培观光

区等，利用新形式、新业态，大力促进农

旅发展，助推乡村振兴。”赖祥标介绍。

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发展，正是

于都县综合施策唱响富硒品牌，打造富

民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编制

发布了富硒农业标准 6 项，其中于都富

硒大米企业标准获评全国粮油产品企业

标准“领跑者”；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

172 个，带动富硒农业种植面积 15 万亩，

开 发 富 硒 农 产 品 11 类 ，认 证 富 硒 产 品

181 个、涉硒商标 13 个，富硒产业及其辐

射带动加工业、现代服务业年产值达 15
亿元，富硒产业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

富硒产业旺，“硒”望无限好。“总书记

的关怀始终暖人心田，催人奋进。我们

将立足绿色生态和富硒资源优势，大力

培育和发展富硒功能农业、富硒现代食

品工业、富硒特色现代服务业等现代生

产要素聚集的富硒产业集群，让老百姓

日子越过越红火。”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王冬香说。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好日子

宋嘉华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

科技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唐 燕

5 月 12 日，记者走进江西金力永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稀土创造美好生

活”的标语格外显眼。生产车间内，机器

轰鸣声响彻不停，员工各司其职忙生产、

赶订单，干事创业的激情扑面而来。

“总书记强调，要紧紧扭住技术创新

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

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这为我们发展指

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虽已过去四年，

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情形，金

力永磁董事长蔡报贵仍激动不已。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四年来，金力

永磁苦练内功，在节能、环保领域持续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掌握了国际领先水平

的晶界渗透技术，成为全球稀土永磁行

业首家“零碳工厂”。

在金力永磁展示厅，记者看到“成为

世界稀土永磁行业领军企业”“建设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稀土钨稀有金属产业

基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标语，

诠释了企业发展的初心。

在展示厅，记者见到了公司技术研发

总监刘路军。四年前，他向习近平总书记

表达了“做出世界上最好磁钢，为祖国争

光 ”的 决 心 。“ 技 术 创 新 是 企 业 的 命 根

子。总书记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公

司舍得投资研发、宽容失败的工作环境，

让我们放开手脚大胆做事。随着各项技

术瓶颈的突破，我们逐步打开另一片天

地。”刘路军说。

站在透明的展示柜旁，他随手拿起

一件新能源汽车稀土永磁样品向记者介

绍：“它运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晶界渗透

技术，磁性能从 42EH 提高到 50EH。更

为 关 键 的 是 ，重 稀 土 使 用 量 节 约 了

70%。去年，这类磁钢销售量可装备 286
万辆新能源汽车。”

晶界渗透技术只是缩影，找到制胜

法宝的金力永磁一路疾驰：2022年，公司

投 入 研 发 费 用 3.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0.71%，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4.71%。截

至 2022 年 末 ，公 司 已 拥 有 授 权 专 利 60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28 件、授权实用

新型专利 32件。

与展示厅紧挨着的是烧结车间。磁

钢烧结是金力永磁生产过程中的一道关

键程序。车间里，“90 后”烧结工段负责

人赖鑫波带领着班组 10 多名年轻员工

在机床上忙碌。

“总书记的肯定与鼓励，坚定了我们

做好产品的信心，激发了我们提高烧结产

品合格率的干劲。”四年前，习近平总书记

与他们亲切交谈的场景，赖鑫波至今记

忆犹新。四年来，“新生代”工人不负重

托、刻苦钻研，将企业烧结工序产品合格

率提升到 99.7%，比 2019 年提高了 0.7 个

百分点。

如今，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金力永

磁已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公司营

业 收 入 从 2019 年 的 16.97 亿 元 增 长 到

2022 年的 71.65 亿元，并于去年在港交所

主板上市，成为赣州第一家、全省第三家

“A+H”上市企业，全国第二、全球第三

的钕铁硼龙头企业。

5月 11日，航拍下的于都县梓山镇富硒蔬菜产业园。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全媒体记者吴福清摄

◀ 5月 12日，于都集结大桥建设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