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有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但长

期只是扮演旅游中转站的角色，“过

境不过夜”，这一直是南昌市旅游的

一大痛点。而最近，大家谈论较多的

一个话题是：在“五一”旅游热度飙升

榜中，南昌进入前十名，成为新晋“网

红”旅游城市。

到滕 王 阁 看 江 景 ，去 博 物 馆 探

文化，来绳金塔逛夜市，尝珠宝街的

特 色 小 吃 …… 南 昌 的“ 出 圈 ”，折 射

出 我 省 发 展 旅 游 产 业 的 坚 实 步 伐 。

但如何让“网红”变“长红”，还有很

长 的 路 要 走 。 以 保 护 为 前 提 ，不 过

度 商 业 化 ，让 旅 游 成 为 人 们 感 悟 当

地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这无

疑是让一座城市或一个景区“长红”

的有效路径。

旅游产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经

济支柱之一，它能够创造就业机会、

增加收入和促进地区发展。发展旅

游产业，适度的商业开发是必要的，

但过度商业化将严重阻碍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比如，有的地方不顾环

境资源的承载力，只顾开发，不注重

保护，让自然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有

的地方花费人力物力建设人造景观、

仿古建筑等，却丧失了地方特色和文

化风貌；有的地方则为了追求利益最

大化，把当地的古建筑物打造成一座

购物中心，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历史文

化价值，一些商家还使用不合格的食

品和药品，导致游客饮食、健康等出

现问题。景区景点一旦过度商业化，

商业广告和促销无处不在，不仅会让

游客感到心烦意乱，还会破坏旅游的

文化内涵，影响旅游者的真正文化体

验。这些急功近利的做法是一种短

视行为，是发展旅游产业之大忌，必

须要坚决抵制。

厦门是我国最早推广旅游的城

市之一，也是全国旅游业发展的先行

者。尽管是个港口城市，厦门却一直

保持了其自然和文化的魅力。许多

自然和历史古迹，如南普陀寺、鼓浪屿、胡里山炮台等，

为游客提供了深入了解厦门独特风景的机会。同时，厦

门市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采用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式来发

展旅游业。厦门市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在环境治理方

面，并通过减少污染和垃圾处理，确保了城市的清洁和

美丽。

泸沽湖位于四川和云南省之间，被山脉和峡谷环绕，

是彝族和摩梭族的重要居住地。尽管泸沽湖已经成为一

个知名的旅游目的地，但这里的旅游并没有过度商业

化。它以其美丽和古老的风景，以及摩梭族民俗文化而

著名。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漫步在湖畔，观赏日出和日落，

可以参加摩梭族的盛大祭礼。泸沽湖一直推广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鼓励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决策。

我省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得天独厚的红色

基因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红色圣地井冈山、

全国最美乡村婺源、千年书院白鹿洞书院、全国最大

的淡水湖鄱阳湖……丰富的旅游资源是我们的优势，

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推动着我省旅游产

业的发展，这些旅游资源是我们必须倍加珍视的宝贵

财富。我们要以更加科学的态度、更加长远的目光去

进行旅游资源开发，防止过度商业化，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

因而，在发展旅游产业时，可以制定合理的旅游规

划，在城市和旅游景点周边设立旅游用地指标，引导企

业积极参与规划，抑制无序扩张；可以制定严格的旅游

项目审批制和行业准入机制，对大规模投资、重点景区

开发等进行严审，在开发过程中，要优化景点选择，避免

重复开发现象；可以加强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注重地方

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将商业化与文化内涵相融合，挖掘

旅游资源中的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可以控制游客数

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制定合理的管理策略，确保游客

旅游体验的质量。

旅游业是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它需要所有相关各方

加强沟通与合作，将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要素相结

合。期待我省更多的城市能够“出圈”成为“网红”旅游

城市，并发展为“长红”旅游城市，通过发展优质旅游、推

进全域旅游等，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我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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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万载县白水乡，一年一度的

百合文化旅游节花开迎客，慕名而来的游

客在百合花田赏花、拍照，流连忘返。看

到今年种的“龙牙红”长势喜人，万载县后

稷百合食品有限公司董事欧阳乾坤掩饰

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告诉记者，这是一种

更高产、花更美的百合品种，是科技小院

的智慧结晶。

一道道科技难题被攻克

万载是全国三大百合主产地之一，龙

牙百合久负盛名。然而，由于需轮作、病

害 多 等 影 响 ，百 合 种 植 面 积 一 度 逐 渐 萎

缩。科技小院在万载落地，让欧阳乾坤重

新燃起了希望。

宜春市科协负责人熊敏剑告诉记者，

科技小院是中国农技协、中国科协农技中

心合力打造的农业科技服务平台，集科技

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重点

研究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既能指

导农户增产增收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也

是团结科技工作者服务“三农”和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

2021 年，经中国农技协核准，“江西万

载龙牙百合科技小院”获批复成立。这是

全国第一家百合产业科技小院，依托万载

县后稷百合食品有限公司，由省科协、江

西农业大学、宜春市科协、万载县科协共

建。

针对百合在万载种植过程中存在的

产量低、病害重、良种繁育严重不足等种

植难题，江西农业大学教授、育种学博士

胡颂平带领祝锦敏等 9 名研究生，进驻万

载龙牙百合科技小院进行技术攻关。

“灰霉病是白水百合种植的难题，以

前想尽办法治，收效甚微。在科技小院专

家指导下，我们改治为防，今年种的百合

没有出现灰霉病。”欧阳乾坤开心地说。

科技小院还引进百合突破性食药用

品种“龙牙红”进行示范栽培。“龙牙红”品

种的茎基部能产生 10至 20个小鳞茎，与传

统 的 鳞 片 扦 插 繁 殖 方 法 相 比 ，繁 殖 速 度

快、病害少、生长周期缩短一年，突破了龙

牙百合种球繁殖的技术瓶颈。

万载龙牙百合科技小院利用南昌大

学食品加工技术优势，与周磊教授合作进

行百合精粉技术和产品研发，在全国率先

开发出百合速溶粉等系列产品，突破了百

合生粉速溶难题。欧阳乾坤告诉记者，今

年种植的龙牙百合已全部预订，预计每亩

百合鲜货产值最高可达 10万元。

一个个特色产业在蜕变

“建设一家小院，带动一个产业，辐射

一片乡村。”像龙牙百合科技小院一样，目

前有 5 个科技小院散布在宜春各地，它们

在各自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

上高水稻科技小院是我省首批成立

的 7 个科技小院之一，每年常驻博士、硕士

研究生 10 余名。在产粮大县上高，他们聚

焦水稻优质高效生产中存在的关键技术

问题，依托水稻科技小院重点开展双季稻

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双季优质稻绿色抗

倒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培养了一批农业

种植的乡土人才，去年每亩双季稻节本增

效 500元以上。

奉新县猕猴桃产业存在主栽品种特

色不明显、产量偏低、品质不高、采后处理

加工薄弱等问题，奉新猕猴桃科技小院坚

持科技助农，从育种端、栽培端、采后处理

端到销售端全链发力，全面提升奉新猕猴

桃产量和品质。目前，该县猕猴桃种植面

积达 9万亩。

宜丰茶叶科技小院是我省目前唯一由

省外院所牵头提供科技力量的科技小院，

由华中农业大学黄友谊和 5名副教授组成，

先后入驻了 6 批次研究生和 10 余批次教

师，连续三年指导协助江西盈科泉茶业有

限公司开发了黄金茶、白茶、松针等产品。

他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制

茶方法。在加工黄金茶的过程中，通过烘

炒二青、加大投叶量等方式，改善了黄金

茶外形不紧直和发灰的问题。在加工红

茶过程中，由于室温低难以发酵，科技小

院的研究生们将揉捻叶置于低温低速的

理条机上进行发酵，改善了红茶品质。科

技小院还攻克技术难题，恢复了失传已久

的珠兰花茶窨制工艺。

宜春市科协院士专家服务中心负责

人刘晓告诉记者，每一个科技小院须有 1
位首席专家，至少有 2 名农业专业学位研

究生，每年入驻时间不少于 120 天，从制度

上保障科技小院的科研力量、科研时长。

首席专家、研究生来到乡间，走进田

间科技助农，常态化服务“三农”，使水稻、

百合、猕猴桃、油茶、茶叶等宜春的特色产

业破茧成蝶，焕发新活力，迎来科技兴农

的春天，有力地促进了乡村振兴。

一家家科技小院在兴起

5 月 25 日，江西农业大学胡冬南教授

来到袁州油茶科技小院，向当地 40 多名油

茶种植户传授油茶修剪技术。一名油茶

农告诉记者，油茶科技小院经常有专家来

培训，送上门来的技术实用管用。

在袁州油茶科技小院，胡冬南教授带

领研究生团队展开技术攻关，取得了油茶

品种配制、节本高效栽培、油茶壳的再利

用 等 科 研 技 术 成 果 ，有 效 提 高 了 油 茶 产

量，降低了油茶经营成本，促进了油茶种

植户增收。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

小院学生的回信，让我们在科技小院搞科

研更有信心、更有动力。”5 月 27 日，江西农

业大学农艺与种业专业果树方向研究生

徐艺对记者说。去年 9 月读研后，这名来

自重庆石柱的土家族女孩扑下身子，在奉

新猕猴桃科技小院搞科研。

猕猴桃疏果期的叶果比、授粉期的花

粉与辅料配比、猕猴桃的富硒研究……在

科技小院，徐艺跟着导师，与基地农民打

成一片，零距离搞科研，服务果农。

“科技小院选育的‘金奉’猕猴桃新品

种，口感特别好。”奉新猕猴桃科技小院基

地 负 责 人 石 茂 松 说 ，科 技 小 院 解 决 猕 猴

桃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有 10 个，推广了 11
项 新 技 术 ，示 范 面 积 500 亩 ，辐 射 面 积 3
万余亩。

熊敏剑告诉记者，科技小院就像是一个撬

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支点，通过研究生驻扎农业

生产一线，专家、教授提供技术支撑，研究解决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各类实际问题，培养农业高

层次人才，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今年以来，科技小院创建工作在宜春

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丰城富硒碎米荠、

樟树江枳壳、高安富硒辣椒等 16 个项目积

极申报科技小院，科技助农的热情空前高

涨。越来越多的科技小院正通过“政用产

学研”，把攻关课题做在产业基地里，把研

究论文写在广袤农地上，镶进乡村振兴的

活跃创造中。

近年来，随着撸串的兴起，贵溪市的

串串加工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企业

从 2015 年的 8 家发展到现在的 78 家，种类

也从单一的肉串加工发展到现在的 100 多

个品种，产品远销浙江、广东、山东等地。

贵 溪 的 串 串 加 工 产 业 为 什 么 能 蓬 勃 发

展？近日，记者走进贵溪的一些串串加工

企业，去寻找答案。

小串串成了兴农富农的大产业

初夏时节，位于贵溪市滨江镇婆桥村

的鹰潭市富昌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村民何春莲身着工作服，正在将切好的

鸡肉串成成品烤串。“我每天的工作是串各

种烤串。”何春莲一边熟练地串着烤串一边

说。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小孩需要照顾，外

出务工不方便，现在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每月能挣 4500元左右，她很满足。

该公司总经理夏占富在湖北从事串

串加工行业二十年，他表示，前几年了解

到贵溪市正在大力发展串串产业后，便萌

生了回家乡办厂创业的想法。在详细了

解相关政策后，他以每年 16 万元的租金向

婆桥村租用了产业下沉车间，用于加工串

串，今年销售总额有望突破 8000万元。

夏占富带着技术和资金返乡办串串

加工厂，只是贵溪市串串产业发展中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串串产业在贵溪市迅猛

发展，创业者大多是 80 后，他们将原材料

配料、腌制加工后，再通过人工和机器将

其用竹签串成一个个小串，利用冷链物流

销往全国各地。

如今，串串产业已成为贵溪市的一个

特色产业、富农产业，实现了企业、农民、农

村共赢发展。贵溪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

记、局长方太发说：“串串产业属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可吸纳乡村闲散劳动力，带动农

民增收，同时还能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据统计，去年贵溪市的串串产业共带动周

边 1万多名农民实现灵活就业，带动农民增

加工资性收入约5亿元，并发展了11个串串

产业帮扶车间，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小食品生产流程实现规范化

位于贵溪市经开区的江西羽农实业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10 余名工人正娴熟

地操控着 6 台串五花肉的机器设备，加工

五 花 肉 烤 串 。 该 公 司 总 经 理 孔 忠 化 说 ：

“我们现在满负荷生产，每天可生产出 3 吨

五花肉烤串，通过自动化的机器设备，不

仅节省了人工成本，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产能提升后仓储能力也要跟上。贵

溪市政府针对冷库建设、企业用电等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孔忠化告诉记

者：“去年，光冷库建设就为我们节省了 90
多万元资金。同时，在用电方面，每年还

给予减免优惠。这一系列的政策，对我们

发展串串产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如 今 ，串 串 产 业 在 贵 溪 市 已 粗 具 规

模。方太发表示，近年来，贵溪市将串串

产业作为农业特色支柱产业，通过持续加

大资金支持、招引上下游产业链等方式，

使串串产业在逐步做大做强的同时，加强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力度，生产流程也日益规范。目前，贵

溪市政府正在出台《关于加快串串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计划市财政连续三年每

年安排 1000万元资金扶持串串产业发展。

小食品香飘天下
——看贵溪市如何促进串串加工产业发展

周丹红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桐

本报南城讯 （通讯员杜星）为防范溺水事件发生，南城

县公安民警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宣传，

形成家警校三方合力，为辖区广大中小学生系紧“安全带”，

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该 县 加 大 防 溺 水 宣 传 覆 盖 面 ，民 警 走 进 中 小 学 、幼 儿

园进行宣传，让大家了解更多防溺水知识，在遇到险情时能

避险防灾和自护自救。建立防溺水互防互警机制，按学生

回家路线、居家远近划分联防小组，发动责任感强的学生及

家长作为联防小组组长，遵守互防互警防溺水公约，增强自

我管理和相互约束能力，让学生自觉远离危险水域。举办

防溺水主题教育家长会，向家长发放《防溺水告知书》，并通

过班级微信群、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等形式,推送防溺水

知识宣传，督促家长（或监护人）履行好监护职责，配合校方

共同做好防溺水工作，形成家警校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南城系紧防溺水“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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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中草药种植有了药种植有了““数字大脑数字大脑””
本报全媒体记者 郑 莹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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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中草药种植基

地，“四情”测报系统对中草药大田种植的土壤

墒情状况、病虫状况、气候等进行实时监测；“高

空慧眼”实时捕捉中草药的生长信息，传入云

端；道地药材实现全域、全流程质量追溯……

“有了‘一图感知平台’，可以对中草药种

植的生长条件进行数据分析，也为科研单位的

基础研究提供数据支撑。”赣江新区神农岭本

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廖枝锋说道。5 月 24
日，记者在神农岭本草科技园信息中心了解

到，该平台利用数字孪生、三维地理信息技术，

对园区进行 3D 可视化建模，通过“地、空、星”

一体化数据采集，实现从中草药培育、种植到

销售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

作为赣江新区的主打产业之一，中医药科

创城从中医药产业链源头入手，借力数字科技

赋能，打造神农岭本草科技园中草药种植“数字

大脑”，打通中药材种植培育、创新研发、基础研

究等关键环节，着力提升中药材质量，加快推动

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神农岭本

草科技园项目建设面积有 3600 亩，其中茶园

1092亩、林地797亩、中药材种植面积550亩。

中草药种植基地的物联网监测设施中草药种植基地的物联网监测设施工作人员查看土壤墒情和肥力工作人员查看土壤墒情和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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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点亮““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文/图

江西农业大学的教授江西农业大学的教授、、研究生团队在奉新猕猴桃科技小院给猕猴桃疏果研究生团队在奉新猕猴桃科技小院给猕猴桃疏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