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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风情点亮夜经济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邓超）“现在这里非常热闹了，店

里天天挤满了人。”近日，在新疆阿布拉江烧烤王店铺前，店

主穆海热木·艾麦尔一边忙碌着一边说。说话间，一个顾客

的食物已经打好包，“这个店开了好几年，店主热情、手艺

好，新疆特色的食物非常美味，我们家人经常过来品尝”。

这里是南昌市西湖区南浦街道船山路夜市，位于老

城区的核心区域，是一个由周围商户和群众自发形成的

饮食一条街。主营全国各地美食小吃，沿街两侧种类不

同的餐饮店共 57 家，经营总面积约 6000 平方米，其中由

少数民族人士经营的店铺有 10 余家。“这个夜市的地理

位置优越，我准备联合家人和朋友，扩大营业面积，丰富

经营种类，既能解决就业也能更好繁荣经济。”穆海热木·

艾麦尔充满信心地说。

科普知识进校园
本报南丰讯 （通讯员朱妍）近日，在傅坊乡中心小学，

南丰县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同学们讲

解天气与气候的概念、气象与生活、人工影响天气、暴雨灾

害防范等知识。随后，通过以雨量传感器模拟测量雨量大

小、以温度传感器测量实际温度等方式，为同学们上了一

堂有趣的气象科普文化课。这是南丰县科协联合县科技

局、县气象局、县图书馆开展科普进校园的活动现场。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科技作品展示、体感机器人活

动等方式，让同学们在近距离感受到科学技术无穷魅力

的同时，引导他们动手动脑，在实践中激发青少年参与科

学活动的兴趣和学习科学知识的热情，培养他们勇于探

索的科学精神。工作人员还为同学们送去了 200 多册儿

童科普类图书，进一步丰富了青少年儿童校园文化生活，

让探索科学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本报抚州讯 （全媒体记者汤民 通讯

员饶方其）5 月，位于抚州市东乡经济开发

区、连续三年获评全省重点文化企业二十

强的台德智慧科技再传喜讯，以其为龙头

建成的江西荣华人工智能产业园不仅引进

5 家加盟企业，且新开发的文旅融合智能

音频系列产品赢得市场青睐，为产业园年

实现产值百亿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一季

度 ，东 乡 区 规 上 文 化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5.32亿元，同比增长 8.64%。

东乡是抚州工业的主阵地，境内特色

农业资源丰富。依托当地传统优势，该区

以支持文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为抓手，着

力发展以人工智能、生态农业（康养）为核

心 的 文 化 新 业 态 ，汇 聚 产 业 融 合 创 新 力

量。为此，该区全力优化投资环境，一方面

深化惠企政策“一门式”服务，积极推进金

融 扶 持 项 目 ，去 年 仅“ 文 企 贷 ”获 批 贷 款

2000 万元；一方面用好由区领导和企业家

参加的“心港湾”恳谈厅平台，面对面听取

企业家意见建议，及时解决企业急难愁盼

问题。为打造荣华人工智能产业园，该区

充分发挥台德智慧科技虹吸效应，整合产

业链上下游资源精准招商，深耕智能终端

产业赛道，建立人工智能文化产学研基地，

聚力培育数字文化产业聚集高地。同时，

引进总投资 3 亿元的江西美尔丝瓜络生态

工厂项目，将丝瓜络的种植、加工、非物质

文化遗产手工体验融为一体，建成生态农

业基地，开发系列保健产品，培育文化产业

新业态。

为 发 挥 好 文 化 产 业 造 福 群 众 、提 振

消 费 等 方 面 作 用 ，东 乡 大 力 发 展 全 域 旅

游，重点打造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佛岭国

际公园，大力发展生态康养产业，推动文

旅、康养等元素深度融合。同时，加强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投 资 2 亿 元 高 标

准建成集大剧院、文化馆、图书馆为一体

的文化片区项目，使之获评全国 3A 标准

化 工 程 ，并 成 为 市 民“ 网 红 打 卡 地 ”。 大

剧 院 通 过 聘 请 专 业 团 队 运 营 ，引 来 全 国

知名艺术院团演出 20 多场。同时，擦亮

中 国 书 法 之 乡 品 牌 ，投 入 3000 万 元 兴 建

书法文化艺术中心，使之成为集收藏、培

训 、研 讨 等 功 能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艺 术 中

心。日益丰富的读书、书法、演出等文化

活动，及稳步壮大的文化产业，有力地提

升了当地文化软实力。

本报景德镇讯 （全媒体记者李政昊 通

讯员韩庆生）2019 年，景德镇市被人社部确

定为全国 8 个深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配

套改革试点地区之一，是我省唯一的试点地

区。近年来，景德镇市工商联等单位部门借

此契机，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促进“两个

健康”的重要着力点，通过“三方四家”平台，

积极探索劳动关系治理新模式，成为景德镇

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生动注脚。

坚持强化党建引领，着力打造共建共享

格局。景德镇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

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领导小组，全市 25
家单位党委（党组）书记为成员，凝聚大抓和

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合力。出台《党委（党组）

书记抓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述职评议办

法》，采取书面述职与现场述职相结合方式开

展述职评议。加强所属商会党建工作，将党

建工作融入商会章程和议事决策环节，将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纳入商会非公企业党建

述职内容和商会评先评优内容。建立市非公

党委委员挂点联系直属支部制度，定期参加

商会和非公企业党支部活动，强化非公企业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理念。

2021 年，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全国

工商联、人社部、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就业

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称号。

坚 持 强 化 示 范 带 动 ，着 力 营 造 和 谐 氛

围。景德镇制定完善和谐企业、和谐园区（乡

镇、街道）评价标准，对获评企业和单位工作

经验进行总结、交流、示范。积极推动市人社

局、财政局等联合出台激励政策，对获评“劳

动关系和谐企业”的单位进行正向激励，带动

并提升民营企业创建意识和热情。定期组织

民营企业家到已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先进企

业，通过现场宣讲和实际体验相结合，宣传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义，让企业家感受和谐

劳动关系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引导非公

企业树牢与职工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命

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

坚持强化平台建设，着力加强预防调处能力。景德镇整合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劳动监察局、人民法院、司法局及社会力

量，打造“集中一体、衔接联动”的专业性行业性一站式联合调处

平台，设立“五室一庭一栏”，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受理，多种手段

综合调解”多元共治模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同治理职能和

优势，批复成立8家商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促进非公企业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其中，作为该市第一家商会劳动争议调解

组织，景德镇都昌商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在预防、调解劳动争

议，宣传劳动关系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今年3
月获评全省2022年度“金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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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湖口讯 （全媒体记者凌瀚）

眼下，各地小麦开始收割，湖口县实施

的 小 麦 套 种 大 豆 种 植 模 式 迎 来 好 收

成。走进湖口县武山镇西桥村小麦套

种大豆种植基地，一垄垄金黄色的麦

穗随风摇曳、粒粒饱满，旁边的大豆长

势喜人。附近村民正用手工收割的传

统方式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今年，种植大户余云根据湖口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安 排 ，首 次 在 自 己 的 100
亩 承 包 地 里 种 植 小 麦 和 大 豆 。 看 着

颗粒饱满的小麦和长势良好的大豆，

余 云 对 此 次 尝 试 充 满 信 心 。 等 小 麦

收 割 完 成 ，他 会 在 大 豆 旁 边 种 植 棉

花，实现“一地三收”。“目前，小麦亩

产可达 500 公斤左右，看大豆的长势，

亩产应该可以达到 250 公斤，预计每

亩地可增加收益 500 元左右。”余云介

绍 ，麦、豆、棉 套 种 模 式 ，可 以 增 加 土

地 利 用 率 ，减 少 农 作 物 病 虫 害 ，提 高

单位面积农作物产量。

据悉，湖口县农业农村部门根据

地形特点，立足种植业发展实际，大力

推 进 间 作 套 种 ，提 高 复 种 指 数 ，推 进

“一地三收”和“一地多收”，提高单位

面积综合生产能力。

本 报 余 干 讯 （特 约 通 讯 员韩海

建）当前，正值油菜收获季节。在余干

县的田间地头，村民正趁着晴好天气

收割晾晒、脱粒 ，一派喜人的丰收景

象。据了解，今年该县油菜种植 15 万

余亩，每亩产量可达 82公斤左右。

“今年我家种了 5 亩油菜，这几天

就能收割完。现在油菜成熟快、销路

好，而且价格稳定，一亩可以赚 500 元

左右。”枫港乡大都村村民张暴锋在油

菜田里来回奔忙，并将收割好的油菜

籽装运烘干。

近年来，余干县积极引导农民利

用冬闲田种植油菜，收割后，将油菜地

灌水复耕种植水稻，增加收入。同时，

通过政府引导、资源整合、群众参与的

形式，全面整治闲置土地、撂荒土地，

推进稻油轮作模式试点。不断加大科

技种植油菜力度，采取“农业+旅游”生

态种植模式，选育优质、高产、抗病、耐

湿、抗倒伏的油菜新品种，有效提高了

经济效益。为提高油料产能，余干县

压实油菜扩种任务，出台多项奖补政

策，充分调动农户积极性。在扩种油

菜的同时，组织油菜专家深入田间地

头，手把手地指导生产全流程技术。

湖口“一地三收”增产量 余干油菜丰收富农民

农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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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 ，

信丰县农民正忙

着 采 收 西 瓜 ，准

备 抢“ 鲜 ”上 市 。

当地积极培育特

色 产 业 ，引 导 农

民种植美都品种

西 瓜 ，亩 产 达

3000 公 斤 ，带 动

农民就业增收。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培育龙头企业 发展新兴业态

东乡区壮大文化产业汇聚创新力量

5 月 10 日，万安县弹前乡新桥

村富硒果蔬基地一排排果蔬大棚整

齐排列，村民正忙着采收新鲜果蔬

供应市场。“每天可采摘辣椒 400 至

500 公斤，半年下来 5 万余公斤，收

益预计可达 50 万元。”基地负责人

卢先贵望着自家 30 亩辣椒苗喜滋

滋地说。

弹前乡结合土壤富硒优势，以

村企合作、群众参与模式，发展富硒

果蔬产业，带动 50 余户农户增收 2
万余元，村集体年均增收 5 万余元，

实现企业、村集体、农户“三赢”。

近年来，万安县围绕建设共富

共享美好生活实践区，为特色产业

谋思路、为农民致富找门路、为乡村

振兴找出路，创新推进企业、村集

体、农户“三方得利”模式，探索强村

富民新路。

党建引领共建共享

“花量大的果树会消耗大量的

树体养分，要疏除多余的花、果，提

高产量和品质。”高陂镇泗源村绿丰

果业合作社发起人邓兰云在基地对

果农进行技术培训。

绿丰果业合作社前身是一家以

种植温柑、南丰蜜橘为主的果园，种

植品种单一、产量不高。该村党员

邓兰云吸纳周边农户，牵头组建了

合作社并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将村

集体产业基地一并纳入共建管理，

按“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风险共担”

的方式发展，社员以土地、资金、务

工等方式入股，或在合作社党支部

的引导下独立发展，合作社提供免

费技术指导并统一代销。目前，已

有 143 名农民入社变成股东，不仅

每月领工资，每年还能拿到分红。

万安县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富

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

户”方式，通过共建基地、帮带销售，

积极探索合作社、村集体和农户的

利益联结机制，以统一品种、统一技

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

分户经营的“五统一分”服务模式，

推动三方共享发展成果。

产业联建互促双赢

“ 农 田 流 转 后 ，每 年 每 亩 有

310 元流转费用，我们还可以在家

门 口 就 业 ，一 天 有 80 元 收 入 。”韶

口乡韶口村村民刘俊一边管理农

田一边说。

2021 年，韶口村 337 亩农田经

过整改面临 3 年熟化期，水稻种植

效 益 低 ，每 亩 利 润 仅 500 元 左 右 。

为 拓 宽 村 民 增 收 渠 道 ，该 村 统 一

流 转 农 田 ，引 进 安 徽 淮 南 辰 露 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山东寿光国贸

温 室 有 限 公 司 ，建 立 绿 色 藜 蒿 产

业 园 和 富 硒 富 锌 蔬 菜 产 业 示 范

园，组织村民种植瓜果、蔬菜等农

作 物 ，有 力 推 动 了 经 济 效 益 与 生

态效益双丰收。

万安县充分发挥企业建基地、

带农户、接市场的优势，在村集体统

一流转农户土地、完善水电路基础

设施的基础上，精准引进龙头企业

或种养大户联建产业基地，盘活乡

村土地资源，形成企业和村集体、农

户联动发展模式。

抱团发展强村富民

百嘉镇距离县城 10 分钟车程，

土地金贵、用地紧张，在引进温氏集

团准备发展肉鸭养殖产业时，发现

各村都拿不出地块建鸭棚。该镇创

新探索飞地模式，将全镇 8 个行政

村的产业发展用地需求打包，根据

各自实力，分别建设 1 至 2 个大棚，

共同打造了 9 个大棚连片的肉鸭养

殖基地。同时，该镇坚持村党总支

引领，将 9 个大棚统一承包，托管给

温氏集团，种养产销一体化，并为当

地村民提供就业机会。

“1 个鸭棚每年可获租金 6.8 万

元，一年养 3 批肉鸭可盈利 20 多万

元 ；在 基 地 务 工 的 村 民 每 月 工 资

4000 多元，很多村民纷纷选择返乡

就业……”百嘉镇黄南村党总支书

记李小文如是说。

万安县对基础资源薄弱、发展

途径单一的村，由乡镇党委、村党支

部牵头，整合产业相近、地域相邻的

村庄资金和集体资产，采取“飞地置

业”方式与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基地，

抱团合作拓宽致富渠道，实现企业

盈利、集体增利、农民获利。

“三方得利”强村富民
周 幸

日前，在会昌县庄埠乡寨富村茶叶基地，纪检干部向茶农

了解产业扶持政策落实、干部作风等情况。会昌县纪委监委

围绕乡村振兴发展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深入一线听民情、

察民意、解民忧。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摄

教育培训赋能非公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南昌市安义县工商联有重点、分层次、多形式

地在民营经济领域开展了多项教育培训活动。

近日，安义县工商联开展多场教育培训活动，通过专题

讲座、实地参观、交流分享等多种形式，加强对非公经济人

士的学习培训，增强他们的业务水平，提振非公经济人士的

发展信心。

安义县工商联组织非公经济人士赴江西甘祖昌干部学院

接受红色教育，在访谈式教学、微党课、情景教学中深入了解

甘祖昌、龚全珍夫妇的革命事迹。佛山市江西安义商会、武汉

市江西安义商会、深圳市江西安义商会等党支部开展了专题

学习 20 多场，进一步引导大家把团结奋斗作为攻坚克难的力

量来源，坚定发展信心，全力服务高质量发展。该县工商联还

通过开展评选表彰工作，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让广大非公

经济人士学有目标、赶有榜样。

据了解，通过参加系列教育培训活动，非公经济人士纷纷

表示，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推动

该县非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胡细珍）

南昌国际陆港与广州港共建内陆港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5 月 29 日，南昌国际陆

港至广州港铁海联运班列首发，标志南昌国际陆港正式成为

广州港的内陆港。广州港南昌内陆港是继去年 9 月南昌国际

陆港与深圳盐田港共建内陆港之后的又一共建内陆港。

据了解，南昌国际陆港与广州港将在共建昌穗铁海联运

新通道、整车进出口合作示范园、粤赣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等方面，加强通关协作、提升通道运行效率，强化赣粤两地

合作交流，畅通广州港与南昌市之间的物流通道，实现我省与

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

作为“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南昌国际陆港已经与宁

波港、厦门港、盐田港、江阴港、上海港、天津港等11个海港建立

合作关系，不断提升外贸货运班列的承载力、吸引力、竞争力。

近年来，南昌国际陆港围绕“以通道促贸易，以贸易聚产业”发展

理念，全面深化和各大港口和央企合作，聚焦多品种运营、多方

式联运，先后开通11条中欧（亚）国际直达班列和11条铁海联运

外贸班列。截至 4月底，南昌国际陆港已开行外贸班列累计达

4664 列，货值约 74.5653 亿美元，其中铁海联运累计开行 4234
列，货值约62.0905亿美元，集装箱到发量位居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