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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护考的“绿马甲”
林 欣

“ 谢 谢 你 们 的 帮 助 ，有 你 们 真 好 ！”6 月 7 日 上

午，在宜春中学考点门口，身穿绿马甲的爱心车司

机王磊停好车，从后备箱取来轮椅。随即，车上下

来一名行动不便的考生及其家长。在一旁协助交

警 维 持 秩 序 的 微 爱 公 益 志 愿 者 周 专 平 、徐 宇 欣 赶

紧 上 前 ，推 着 轮 椅 护 送 这 名 腿 脚 不 便 的 考 生 过 马

路，进入考点。

高 考 期 间 ，宜 春 市 微 爱 公 益 发 展 中 心 派 出 60
余 名 志 愿 者 ，来 到 中 心 城 区 的 宜 春 中 学 、宜 春 一

中、宜春三中等 5 个考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

服务。“爱心送考”司机为 18 名家庭困难、住址离考

点较远或行动不方便的考生提供“一对一”上门接

送服务。微爱公益志愿者彭渝钧对接的两兄妹住

在 袁 州 区 西 村 镇 。 考 虑 到 他 们 的 住 所 离 考 点 较

远，彭渝钧便将兄妹俩接到自己家住，全程护送他

们 参 加 高 考 。 高 考 考 点 外 ，宜 春 微 爱 公 益 志 愿 者

忙 着 为 考 生 发 放 饮 用 水 、小 风 扇 、风 油 精 、考 试 用

具等物品，协助交警、城管维持秩序。“这是我第一

次参加高考志愿服务。4 年前我参加高考时，很多

志 愿 者 为 我 们 护 考 。 现 在 ，我 也 想 为 考 生 尽 一 份

力。”徐宇欣说。

萍乡渐冻症男孩圆高考梦
本报萍乡讯 （全媒体记者钟进文 通讯员江雅雯）

6月 8日下午，在萍乡市安源中学考点，患渐冻症的“轮

椅考生”廖文杰圆了高考梦，完成了一次人生“大考”。

廖文杰 10 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确诊患有 SMA 脊

髓性肌肉萎缩症，又称“儿童版渐冻症”。在命运的

磨难面前，廖文杰一家没有低头服输。渐冻症导致

身体不便，廖文杰的大事小事都需要别人帮忙，他的

父母便开启陪读生涯。白天，父亲廖志波在学校陪

读，渴了端水、饿了送饭，抱着去上厕所。放学后，父

亲上夜班，母亲陈洁就帮儿子洗漱，陪写作业。

十二载陪读，生活过得艰辛，但廖文杰一家也得

到很多帮助。“文杰是在充满爱的环境中成长。求医

时医生们很照顾，读书时学校和老师也悉心帮助。”

陈洁感激地说。

在充满关爱的环境里，廖文杰将所有精力投入

学习，成长为一名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少年，年年

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不久前，他还获评萍乡经

开区“新时代好少年”。

6 月 7 日，廖文杰顺利进入高考考场，圆了高考

梦。“求学 12 年了，能看着儿子进入高考考场，非常欣

慰。如果他考上大学，我们会继续支持他、陪伴他。”

廖志波说。

6 月 8 日下午，我省 2023 年普通高考第二日考试结束。在南昌二中高中部考点外，不少家长手捧鲜花等待，

考生们走出考场后与父母热情相拥。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服 务 业 ，一 头 连 着 生 产 ，一 头 连 着 消

费。随着消费行业全渠道、全天候、全球化

等新业态迭出，从生产到消费的供应链条，

正加快模式嬗变，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消

费新活力。

“五一”假期刚过，记者走进物流企业

和商圈，探索商贸领域配送、零售链条的转

型升级。

京东物流亚洲一号南昌智能产业园有

省内最大的智能分拣中心，日均处理包裹超

百万件。5 月 6 日，记者来到产业园 3 号库，

机器轰鸣，一片繁忙景象。高速窄带自动分

拣矩阵高效运转，多条分拣线忙碌运行，分

拣后的包裹就像“跑在公路上的车辆”，经过

“六面扫”DWS 设备识别后，根据包裹的配

送地点将其分往代表不同地区的格口。

数字化场景技术的融合应用，为物流

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支撑。京东物流

南昌亚一分拣中心负责人蓝伟峰告诉记

者，去年“双 11”前夕分拣中心全面投用，通

过自动化设备、智能机器人和智能供应链

系统，确保在面对瞬间暴涨的海量订单时，

也能将消费者的包裹及时送达。

“人工逐件扫描，效率低、且容易将包

裹 分 配 到 错 误 的 配 送 区 域 ，延 误 配 送 时

间。现在通过自动化识别分配，不光分拣

效率提升 3倍以上，还能让包裹精准分配到

最小配送区域，极大地提高了物流速度。”

蓝伟峰介绍。

在不远处的 2号库里，一个个小件包裹

被作业人员放置在供包台上，经过高速自动

环形交叉分拣机落入相应格口下的集包袋，

之后这些包裹将被装车送往下一个目的

地。在这些智能设备的加持下，消费者在前

台下单的商品，最快只要30分钟就能出库。

“ 京 东 物 流 基 本 能 做 到 省 内 当 天 送

达。”蓝伟峰介绍，京东物流通过供应链基

础设施的布局，与京东快递、冷链等产品能

力落地渗透，让包裹实现高效运输。

近年来，我省商务部门加强调查研究，

把服务业转型升级作为重点产业来打造，

认真贯彻落实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坚持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着力恢

复和提振商贸消费。

5 月 6 日傍晚，记者来到南昌市繁华的

中山路商圈，在南昌百盛购物中心门口，搭

建着万寿宫宫殿门头造型。南昌百盛购物

中心 A 馆总经理王巍说，这是为了配合百

盛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开展的“城

市大秀”新搭的场景；“五一”假期消费火

爆，购物中心客流量超过 40万人次，创历史

新高。

传统零售的链条上，消费场景更多向联

动和融合迈进。“2022 年开始，我们意识到，

只有商圈内的企业相互融合才能产生更大

的声势。”王巍说，整个中山路商圈就像一个

大型购物中心，企业之间业态互补，购物、餐

饮、住宿、娱乐、生活服务在这里都能提供。

“商圈联动和融合发展，不仅丰富了商品结

构，也让消费者有更强的体验性。”

场景体验始终是线下最大的优势。为

给顾客更高品质的服务，南昌百盛结合化

妆品、服装、钟表三个零售大类，以延伸产

业链的方式，形成体验和消费互动新模式。

零售端的联动和融合，丰富了消费场

景，让消费更轻松便捷。百盛 B 馆是一座

汇聚零售、餐饮、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于一

体的购物体验中心，聚焦年轻消费者，与 A
馆的零售业态互为补充。“我们在招商过程

中偏向于年轻消费者的喜好，引进新的品

牌，希望能给南昌的消费市场带来更多新

鲜感。”南昌百盛购物中心 B 馆总经理金洪

宇介绍，目前 B 馆内餐饮业营业额占全馆

营业额的 50%以上。“虽然目前餐饮业恢复

情况良好，但零售消费依然蕴藏巨大的增

长潜能。”

一条“链”的模式嬗变折射的是我省服

务业的升级发展。今年一季度，全省服务

业实现增加值 3762.6 亿元，为江西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

业态升级，激发消费活力
——一条“链”的模式嬗变之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晖

六月初夏，走进庐山西海巾口景区，沿着起伏的小径

逶迤前行，只见一片片花海被风吹起金色波浪，与不远处的

湖面、群山、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如诗如画。这是庐山西海

风景区精心打造的夏日花海，也是吸引大量游客的网红打

卡地。

白天领略湖光山色、夜间畅享烟火美食，春夏时节赏

花戏水、秋冬时分采摘康养，在景区内体验智慧旅游、走

进乡村感受自然馈赠……庐山西海旅游资源富集，汇聚

了湖泊岛屿、山地峡谷、温泉、渔业等众多优质资源；坚守

“保护一湖清水”底线，湖区水质长期保持在国标 Ι 类标

准，“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频现。

夜幕降临，走进柘林老镇，璀璨灯火和古典建筑相映

生辉。逛老镇、尝小吃、看表演、赏美景，西海迎宾礼、龙

王招婿、萌狮出游等各种精彩表演连番上演，《西海追梦》

水幕电影、灯光秀给游客带来视觉盛宴，跷脚牛肉、九江

萝卜饼等美食小吃让游客大饱口福。

穿行庐山西海“最美水上高速”，就来到庐山西海服

务区。这里既是高速服务区更是度假区——不仅有游客

服务中心、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等旅游业态，还有全息投

影、咖啡屋、摩托艇俱乐部、儿童乐园等娱乐设施。“进得

来、留得住、玩得好”。与此同时，“露营+民宿”微度假也

颇受青睐，每到节假日，庐山西海露营基地和民宿基本处

于“满员”状态。

全业联动、全景展现、全面配套。在庐山西海，全时

全季全域旅游发展格局魅力初显，天蓝地绿、水清岸美、

白墙黛瓦的诗意画卷正徐徐展开。

春夏赏花戏水 秋冬采摘康养
庐山西海构建全时全季全域旅游新格局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

用心用情为企业发展营造
更好的营商环境
罗小云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题调研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钟珊珊）6 月 8 日，省委常委、省委

政法委书记罗小云深入省非公有制企业维权服务中心、省

发改委（省营商办）等地，专题调研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相

关工作，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各单位对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的意见建议。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谢茹陪同

相关调研。

罗小云来到省非公有制企业维权服务中心，详细了解

全省非公企业诉求受理及办结情况，以及民营企业营商环

境评价情况等；在省发改委（省营商办），罗小云深入了解全

省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文件、监测调度、专项治理、创新

示范等工作，以及今年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任务进

展、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展等情况。在

调研点还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人员关于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

罗小云充分肯定我省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成效，并

强调，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高质量发展，是政

法 机 关 义 不 容 辞 的 政 治 责 任 。 要 完 善 政 法 机 关 与 政 府

营 商 环 境 牵 头 部 门 、工 商 联 的 常 态 化 联 络 沟 通 机 制 ，形

成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合力；要健全完善政策机

制 ，加 强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努 力 提 供 更 加 优 质 高 效 的 法 治

服 务 ，实 实 在 在 解 决 问 题 诉 求 ，千 方 百 计 为 各 类 经 营 主

体 排 忧 解 难 ，依 法 平 等 保 护 各 类 经 营 主 体 的 合 法 权 益 ；

要 聚 焦 执 法 司 法 薄 弱 环 节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认 真 查 找 分

析问题短板及根源，找准切入点、发力点，集中解决一批

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全省法治化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升级。

提升检验检测认证能力
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殷琪惠）6 月 8 日，副省长史可

到 省 检 验 检 测 认 证 总 院 ，就 计 量 赋 能 产 业 、工 业 产 品 检

测、食品检验检测和特种设备检验大数据平台等工作开

展调研。

史可指出，要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民生，提高科

研 水 平 、增 强 检 测 能 力 ，更 好 助 力 全 省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展；坚持一手抓创新、一手抓人才，把创新摆在核心位

置；坚持一手抓强项、一手抓短板，切实提升检验检测能

力，提供更加优质的技术服务；坚持一手抓事业、一手抓

产 业 ，努 力 打 造 检 验 检 测 认 证“ 江 西 品 牌 ”；坚 持 一 手 抓

机 制 、一 手 抓 激 励 ，持 续 完 善 激 励 制 度 ；坚 持 一 手 抓 统

计、一手抓分析，强化检验检测认证数据分析研判，助力

市场监管提质增效；坚持一手抓巩固、一手抓拓展，积极

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努力推动江西检验检测认证事

业再上新台阶。

2023吉安市农业产业招商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梁桂出席活动并讲话

本报泰和讯 （全媒体记者朱嘉明、董文涛）6 月 8 日，

2023 吉安市农业产业招商重点项目（预制菜）集中开工活

动在泰和县举行。省委常委梁桂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吉安市委书记王少玄一同启动开工仪式。

梁桂代表省委向项目开工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吉

安市此次举行集中开工仪式，是贯彻落实“头雁引航、雏鹰

振飞”行动的有力举措，是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阶

段性重大成果。他强调，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龙头企业作

用至为关键，产业链水平非常重要。我省作为农业大省、生

态大省，理应有更多更强的“头雁”，带着一流的品牌、一流

的技术，引航乡村振兴事业，让更多的增加值留在乡村、留

给农民，为县域经济腾飞出力。当前，我省农产品加工业、

食品产业，尤其是预制菜产业正处于发展风口。希望吉安

以此为新起点，抢占产业新赛道，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农业强省贡献吉安力量、展现吉安

担当。

此次集中开工共 19 个项目。在泰和傲昕乌鸡发展有

限公司武山扩繁场项目点，梁桂详细了解泰和乌鸡保种

育种、繁育饲养、种蛋孵化等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

依托独特资源禀赋，擦亮泰和乌鸡名片，提升产业集聚度

和集群竞争力，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要加快布局高

端市场，壮大农产品深加工全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和竞争力。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推动新业态发展，

扩大零售终端和消费终端。要坚持扎根本土发展，健全

联农带农益农机制，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推进农业产

业化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 1版）于是确定以非警务警情分流改革为抓手，统

筹推进全省 12345 和 110 高效对接联动，并梳理细化 11 个

大类 165 个细类的转办规则流程，确保各地对接联动工作

规范化、标准化。目前，全省 11 个设区市 12345 热线均与

110 报警服务台实现对接联动，数据互联互通、工单警单双

向流转、受理反馈闭环运行、对接事项跟踪督办和智能监管

等工作高效运行。今年以来，全省 12345 热线联动分流 110
报警服务台非警务警情 23.4 万件，有效缓解了非警务警情

占用警力情况的发生。

下一步，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公安厅将继续推动基层治

理关口再前移、社会服务更全面主动，努力扩大 12345 热线

与 110 报警服务台、综治中心等联动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将

企业、群众关于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

护等领域的纠纷、咨询、非紧急求助、投诉、举报和意见建议

等报警列为非警务警情，由对应职能部门负责处置；对矛盾

纠纷类非警情，按属地原则处置，公安民警配合做好紧急危

害排除、安全疏散、证据固定和防止矛盾升级等工作，做到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各类突发

事件，努力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探索创新社会综合治理新

思路。

高效对接探索创新社会治理新思路

6 月 8 日，湖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的华东船业造船

厂生产有序，工人正对即将交付的船只喷漆扫尾作业。

特约通讯员 张 玉摄

赢得先机 取得成果
庄兆林率团参加第十九届深圳文博会

本报深圳讯 （全媒体记者钟秋兰）6 月 7 日至 8 日，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庄兆林率省直有关单位参加第十

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并在深圳调研

文化科技企业和重点产业园区。

7 日上午，庄兆林来到江西主展馆，考察了省属文化企

业展区，并仔细观摩了“陶瓷文化”“非遗传承”“精品文创”

“特色文化街区”等展区，详细了解参展产品等情况。随后，

庄兆林来到国家版权局举办的“版权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主题展景德镇版权馆，了解主题为“版权赋能 瓷上中国”景

德镇版权保护成果，并就景德镇围绕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

新试验区建设，把版权作为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素，

统筹推进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工作，版权赋能

城市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表示了肯定。7 日下午，庄

兆林还参加了首届文化强国高峰论坛、“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发布会。

8 日，庄兆林率团考察了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等，了解企业全球领先的激光

显示技术及文化、科技、影视领域的新技术、新标准、新方

向。考察中，庄兆林了解了定军山科技落地宜春中小学红

色文化影视教育示范项目的情况。他指出，红色文化影视

教育进校园是一个新事物，我们要发挥先行优势，赢得先

机，取得成果，实现共建共赢。

6月 7日，深圳文博会如约而至。开幕后的短短两天，江

西展馆以独特的赣鄱文化迎来一拨拨客人，数字文化、精品

文创、瓷上生活、非遗匠造……虚拟与现实，交互与体验，古

老与时尚，展示了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江西，也展示了一

个青春蓬勃与时俱进的江西，令观展者纷纷赞叹。

江西展馆位于文化产业综合馆 12 号馆。在展厅，最忙

的是非遗匠人们——在新余夏布绣展位，绣娘飞针走线绣

出江南诗意；在样式雷展位，古今建筑科技穿越时空对话；

在贵溪铜錾刻展台，铜和银等金属被錾刻工具赋予形体与

实用之美。一根木头、一块铜铁、一坨泥巴、一片羽毛、一件

竹衣，在非遗匠人手下有了生命与活力，也让江西展馆变得

忙碌热闹，成为被围观最多的场馆之一。

“今年我是第二次参展，观众对江西传统文化的热情太

高了，当场就下定要抱走我的斗拱展品。”丰和营造的展台

负责人揭建云表示，观众非常喜欢来自样式雷家乡的手艺，

8 日，深圳八木文化有限公司创始人庄雪娟来观展，被摆在

展位里的木制斗拱深深吸引了，考虑公司从事传统创意文

化和手作教学，对孩子们的现场教学能起到非常好的展示，

所以迫不及待当场拍板购买。

在现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呈现的赣鄱文化，同样吸引

不少游客目光。如以多媒体触摸屏现场互动形式展示的

“赣鄱书云”平台及《江右文库》子数据库，通过多种检索与

操作功能，帮助用户获取多元化信息；以 AI 作诗、挑战诗人

两个数字互动展项及多媒体播放形式展示江西省首个践行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大文化项目——滕王阁江右文化

数字体验馆，也让参观者踊跃体验。

此次江西展馆内展示了众多特色文化产品和文创精

品、国家级非遗项目、诗派古村落作品，及具有前瞻性、代表

性、创新性的文化产业新产品，产品超 2000 件，全方位、多

角度展示赣鄱文化魅力。

深圳文博会江西展馆：

巧匠出活 非遗出彩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