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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窑砖砌筑而成的博物馆内，近距离感受青

花之美、感悟“瓷的精神”；小憩之余，现场扫描二

维码进入“青花秘境”角色扮演在线游戏，在趣味

十足的游戏中了解光辉灿烂的中华陶瓷文明，通

过游戏程序定制青花图案衬衫等文创产品……

6 月 3 日，在景德镇陶阳里御窑景区举行的“御窑

天下·青花秘境”特展，让流连于瓷世界里的游客

如痴如醉、惊叹连连。

这场形式新颖的展览，搅热了瓷都。统计数

据显示：自 2022 年 12 月开展至今，“御窑天下·青

花秘境”特展吸引 60 余万人次参观。其中，今年 4
月 30 日、5 月 1 日，主展区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客

流量分别达到 4.19 万人次、4.29 万人次，连续创下

我省博物馆客流量单日最高纪录。

被誉为“瓷国皇冠上的明珠”的景德镇御窑

厂，是明、清两代皇家御用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

以青花瓷为代表的各品类堆积瓷片、丰富的瓷器

生产遗址，见证了中国宫廷窑场与世界各地陶瓷

产区在技术、工艺等方面的交流。

近年来，景德镇加快推动以御窑遗址为核心

的瓷业遗迹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由 8 个多曲面

拱体结构造型构成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拔地而

起；核心保护区周边 400 多幢古民居，经修缮改造

利用重现光彩……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了解到，近

年来，景德镇市筹集近百亿元资金打造陶阳里御

窑景区，御窑遗址保护范围由最初的 13.1 公顷，扩大到如今的 320 多公顷。与

此同时，以历年考古发掘的元明清时期为主的近 2000 万片各类古陶瓷标本为

依托，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等院校机构，联手共建了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通过数字

技术，构建起可用于陈列展示、文物保护及 3D打印的精细化模型。

传承弘扬古老的陶瓷文明，聚力实现遗址保护区的活化利用。2022 年下

半年，以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数据为基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景德镇陶文旅

集团共同策划了“御窑天下·青花秘境”特展。主策展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院长翁彦俊介绍，与大多数博物馆展览不同的是，此次展览以全域、跨界、数

字共生为核心理念，以青花瓷为载体，打破博物馆空间局限，将景德镇陶阳里

御窑景区的考古遗址展示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等纳入展览场域之中，同时结合

线上游戏程序，实现线上、线下空间互联，多元呈现景德镇灿烂的陶瓷历史文

化。2022 年 12 月，在景德镇举办的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上，“御窑天下·青

花秘境”特展一经亮相，就赚足了国内外游客的眼球。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景德镇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2023 年 3 月 7 日，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景德镇御

窑博物院、景德镇陶文旅集团承办的“青花秘境”图片展开幕式暨《古今互鉴

异域同辉》讲座活动，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为“景德镇陶瓷文化专题月”

活动拉开帷幕。活动期间，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青花秘境”图片展向观众

生动地展示了以青花瓷为纽带的世界陶瓷文化交流史，唤起中德共同的友好

交流记忆，为促进中德双方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场展览浓缩了绵延千年的陶瓷文明，焕发了文化遗产的时代活力，见

证了薪火相传的文化力量。同时，展览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彰显了大国外交

风范。让文物融入时代和生活，陈列在瓷都大地上的遗产因此“活了起来”。

在刚刚过去的 5 月，因在传承创新、文化传播等方面成绩突出，景德镇御窑博

物院捧回了由中国博物馆协会设立的“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殊荣。对此，

翁彦俊表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将紧紧围绕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建设，以御窑遗址地上地下文物和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为依托，继续

奋力开拓创新，全方位打造“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不

断用国际化语言，讲好精彩的中国故事。

这几天，在赣州市赣县区阳埠乡黄沙村的亮金

腐竹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忙着制作手工腐竹，生产

出来的腐竹成品，将通过村里的电商零售网点源源

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近年来，赣州市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渠道，合力推

动农产品出村进城，先后获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首次支持”县（市、区）17 个、“二次支持”

县（市、区）6 个，3 个县（市、区）入围“中国电商示范百

佳县”。如今，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遍布赣

南乡村，零售电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互联网+”

销售新模式异军突起，“互联网+”已然成为当地农产

品出村进城的重要推手。

数据显示：赣州电商产业扩张势头迅猛，网络零

售额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 20%以上。2022 年，全

市网络零售额逆势上扬，总量达到 613.2 亿元，占全

省的 28.4%，位居全省前列。

“以前，我们要把脐橙挑去镇里卖，路程远还费

时间；现在，客户只要在网上下单，快递车直接开到

果园，脐橙就地分拣、打包，以最快速度送到全国各

地。”安远县“村播”魏韶珍说，脐橙销售旺季，他通过

直播电商，每天可以卖出 2000公斤脐橙。

快递进村，直播成为“新农活”。在赣南，通过推

行“寄递+电商”模式，快递、电子商务、现代农业融合

发展，助力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香飘四海。赣南脐

橙因“网”得势，电商裂变使其由“卖难”到脱销，真正

意义上成为赣州兴业富民的支柱产业。

据统计，赣州市已培育网销产品 1000 余个，形成

了脐橙、家具、服装、油茶、富硒农产品等一批优势电

商产业和电商品牌产业。目前，赣州市已有电子商

务经营主体 8 万余家，个体网店 10 万余个，从业人员

40余万人。

运营底层逻辑及技巧、短视频拍摄剪辑变现、主

播动作表情镜头感训练、选品排品定价策略……为

了培养和挖掘更多对电商感兴趣和有电商创业意向

的人才，抓住当前直播、短视频电商发展新机遇，今

年以来，赣州市多地常态化举办电商直播培训班，为

创业就业助力赋能。

“畲乡的特色食品很多，大家一起成立了一个食品

协会，线下销售的同时共同直播带货，把我们家乡的美

食推介到全国各地。”6月9日，在赣州市南康区的数字

乡村体验中心，饶记商行的一名经营者兼主播说。

90 后大学生魏树珍，放弃高薪回到家乡创业，创

立“一品优”生鲜品牌，利用互联网销售家乡水果甚

至全国应季水果，成为第一批入驻石城县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并成长为最早实现销售额破亿元的县域

龙头电商企业。

在赣州，电商助农成效明显，带动 3.6 万脱贫人

员在电子商务产业链中创业就业、增收致富，有 6 人

获评“中国农村电商致富带头人”。瑞金“廖奶奶咸

鸭蛋”创始人廖秀英、宁都残疾人电商创业园创始人

廖竹生，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拉链坏了下楼可以换、钥匙丢了路边直接配、鞋子坏了街角就能补……

“小修小补”虽不起眼，却是居民生活的刚性需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街道越来越干净整洁，小区环境越来

越优美舒适，身边的修补服务却越来越难找。采访中，有的居民大倒苦水：车

胎破了得拎着自行车满街找人补，十分不便。

不过，记者日前在南昌市西湖区绳金塔街道耶苏堂社区便民服务广场，

却看到了另一番景象。这里搭建了修伞、缝补、修鞋、理发、配钥匙、家电维修

等多个小木屋，屋子里，人们聚在一起谈笑风生，烟火气十足。

其中，赵长根的小木屋最受欢迎。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木屋里，堆满

了居民送来需要修理的雨伞、家电，赵长根逐一编号登记。东西修好之后，他

便第一时间通知居民取走。在维修过程中，赵长根不收取任何手工费，如果

需要更换配件，则收取相应材料费。赵长根是一名有着 52 年党龄的老党员，

精通维修技术，从国企退休后，常常上门为群众解决各种维修难题。去年 11
月，赵长根得知社区要建设便民服务广场，并对外招聘有特长的党员群众加

入服务团队，便第一个报了名。

耶苏堂社区党支部书记战晓茜介绍称，去年 11 月，社区邀请辖区人大代

表、老党员、群众代表召开幸福圆桌会，公开征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缝补、修

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问题高居诉求榜首。随着调研的深入，社区意识到，

“小修小补”是具有浓郁烟火气的便民服务，得想办法为“小修小补”留出一席

之地。随后，社区将社区活动广场闲置的一角利用起来，建起了便民服务广

场，所有租户免收租金。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流动小摊影响市容环境和扰民

的问题，又减轻了从事“小修小补”的群体租赁店面的负担，还给居民提供了

生活便利，一举多得。

同样，在景德镇市昌江区景航社区，每个周末，拥有一技之长的师傅都会自

发前往社区的群众文化活动广场，主动参与修补服务，深受邻里街坊们的欢迎。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引导居民参与邻里互助，渐渐形成了‘你帮我助’的

浓厚氛围，让小修小补重新回归居民生活。”该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志红告诉记

者，社区将师傅的特长及相关信息登记在便民服务中心平台上，只要群众有

需求，社区就帮助他们联系相应的师傅。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师傅则提

供上门服务。

城市再大也是一砖一瓦地建，生活再好也要一针一线地过。今年，商务

部明确要求重点完善社区消费的供给设施，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一

圈一策，推动补齐便民服务设施短板，完善生活基本保障类业态和品质提升

类业态。相信，随着我省各地积极构建“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越来越多的修

补服务将有序回归百姓生活。

芒种节气之后，小龙虾迎来产销旺季。南昌市

霓虹闪烁的夜经济中，小龙虾成为当之无愧的“餐桌

流量王”，城市夜生活的烟火气正强势回归。

南昌是我省小龙虾主产地之一。该市稻田养虾总

面积突破13万亩，占全省稻田养虾面积的6.5%左右，养

殖总产量约1.7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7.7%左右。

成功探索：稻田养虾让低洼田变
聚宝盆

江西省国营恒湖综合垦殖场是南昌市规模化稻

田养虾的发源地，场长杨明介绍，养小龙虾是被逼出

来的。恒湖综合垦殖场属鄱阳湖滨湖地区，有耕地面

积5.5万亩，其中低洼稻田4.2万亩，这些田几乎年年遭

水淹，只能种一季水稻。为了提高稻田产出率，稻田养

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年推广面积超过4万亩。

稻田养虾既能保证水稻生产稳定，又解决了小

龙 虾 养 殖 的 场 地 问 题 ，实 现 了“ 一 水 两 用 、一 田 双

收”，属生态环保的绿色高效综合种养。养虾的稻田

产出的水稻是公认的绿色农产品，虾稻米卖价也要

高出不少。

近三年，南昌市小龙虾产业呈快速发展态势，主

产区集中在新建区、南昌县及进贤县等环鄱阳湖县

（区）的乡镇，其中新建区和恒湖综合垦殖场养殖面

积约占全市小龙虾总产量的 75.3%。

新建区铁河乡目前稻田养虾面积 1.1 万余亩，但

2020 年仅有 2000 亩，三年间小龙虾养殖从小打小闹

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已有 2 户养殖面积 2000 亩以

上的大户，带动 52 户农户从事稻田养虾，全乡按亩产

140公斤小龙虾算，产值 6000多万元。

据铁河乡养殖大户潘伟介绍，小龙虾养殖对环

境要求高，该乡水质好，低洼田土壤含沙率低、微生

物种群丰富，养出来的小龙虾个头大、活力足、耐运

输，肉质饱满、口感鲜美，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深受江

浙沪及东北地区客户欢迎。

目前，南昌市稻田养虾较为成熟的模式是稻虾

轮作，即先养一季小龙虾，收虾后种一季中稻，实现

养虾用地不占地、稻田一地双收。稻虾轮作的缺点

是每年 5 至 6 月，小龙虾集中上市，很难卖出好价。

为了延长小龙虾上市时间，去年开始，潘伟到安徽等

地学习稻虾共生技术，准备今年在 600 亩已插秧的早

稻田里，适时投放虾苗，真正实现稻虾共生，这项技

术一旦成熟，意味着每亩将在现有基础上增收 3000
元以上。

发展瓶颈：从种苗供应到品牌营销
须补链强链

在小龙虾消费增长的强劲引领下，小龙虾养殖

面积不断扩大，产业链存在的问题也随之显现。

首先是种苗体系尚不健全。目前仅恒湖综合垦

殖场及周边乡镇小龙虾养殖面积就有 10 万亩左右，

需苗种量约 6 亿尾。但人工繁育的优质苗种不到

20%，大多是人工增殖和自然繁殖的苗种，导致小龙

虾生长速度慢、单产偏低、抗病能力弱。近年来南昌

市小龙虾产业蓬勃兴起，却没有选育出一个地方新

品种，且种养技术参差不齐，存在“种稻的不会养虾、

养虾的不会种稻”现象，养殖方式粗放，稻虾技术耦

合度、疫病防控、精细化管理等都有待提高。

其次是仓储加工环节较为薄弱。南昌市目前仅

有 3家小龙虾加工企业及 3家集中交易市场，跟武汉、

南京、合肥等城市相比，不仅龙头企业少，且加工和仓

储能力严重滞后于小龙虾产业发展。小龙虾加工产

品以初级加工为主，精深加工不多，产品附加值低。

此外，品牌建设迫在眉睫。目前南昌市的小龙

虾还以地域品牌为主，除了恒湖综合垦殖场在着手

创建“恒湖牌小龙虾”“恒湖牌虾稻米”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外，其他主产区乡镇还在各自叫卖。

为此，有关专家建议江西重点主打“鄱阳湖小龙

虾”，同时保留地方品牌，如恒湖鄱阳湖小龙虾。市

县乡三级政府持之以恒加大对品牌建设的支持力

度，让南昌等环鄱阳湖周边所产小龙虾红遍天下，让

虾稻米香飘万家。

产业要发展，种苗是基石。为了做强小龙虾产

业链，南昌市农科院恒湖科技园正在建设小龙虾良

种选育、繁育基地，准备引进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流

域的亲本杂交选育本地新品种。同时，依托南昌大

学、南昌市农科院，完善并推广繁养分离、无环沟平

养大虾等养殖技术。主攻秋苗、早春苗繁育技术，延

长小龙虾上市周期。在稻虾共作基础上，科学搭配

鳝、龟、蟹、鱼等小龙虾的天敌，既可提高小龙虾品

质，还可收获副产品，提高养殖效益。

前景可期：“接二连三”线上线下
齐发力

6月初，记者在恒湖综合垦殖场看到，投资 135万

元的恒湖京东稻虾数字农场已投入运营，这是京东

集团在全国建立的首家以稻虾综合种养为特色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1000 亩核心区内安装有虫情检测、

水质检测和土壤监测等各种仪器设备，进行全方位

数字建模，利用区块链技术，保证稻虾产品实现从田

间到餐桌可视化和数字化溯源。

小龙虾产业可分为良种选育、优质苗种繁育、健康

养殖、加工、餐饮、冷链物流等环节，在大力发展种稻养

虾生产的同时，如何搞好加工，避免小龙虾集中上市卖

价低，办好美食节、打造美食街区，推动小龙虾产业向

二三产延伸，成为南昌市各主产区的主攻方向。

今年“五一”假期，铁河乡联合海昏侯国遗址公

园，成功举办了为期 5 天的“新建铁河龙虾节”活动，

第一天就吸引游客约 2 万人次，在此品尝消费 4000
多公斤龙虾。近两年，首届南昌（恒湖）小龙虾美食

节、首届中国江西（蒋巷）小龙虾文化旅游节等节庆

活动，让南昌小龙虾的知名度有所提升，但与江苏盱

眙、湖北潜江比，差距还很大。正是因为缺乏影响力

大的公共品牌，企业品牌缺乏背书，南昌小龙虾和虾

稻米溢价能力不强。

目前，南昌市各主产区已经意识到小龙虾产业

延链补链的重要性，纷纷行动起来。恒湖综合垦殖

场除了依托京东拓展线上销售外，在“接二连三”上

也已走在前列，小龙虾交易市场、冷链仓储保鲜冷

库、制冰厂等小龙虾产业配套项目已经建成。铁河

乡的江西芰湖食品有限公司投资 300 万元建设预制

菜生产线，可日产 10 吨锁鲜液氮速冻小龙虾和小龙

虾虾尾，并配套有冷链仓储。除了引进电商，布局线

上销售，线下各地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力发

展“小龙虾+”餐饮美食、休闲旅游、农事体验、科普教

育等，一产与二三产相融合，拓展多功能、培育新业

态。我们期待，南昌的小龙虾游向更为广阔的大市

场，不断提升产业价值链。

电商，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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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修小补”回归
城市更有温度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展览吸引许多游客前来参观游玩展览吸引许多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小小龙虾乾坤大
本报全媒体记者 鄢 玫

6 月 15 日，萍乡市湘东区龙舟赛在龙舟公园举行，来自周边乡镇街道的 17 支龙舟队同场竞技，在 22 人龙舟 500 米直道竞速项目上

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劈波斩浪、奋力划桨，上演了一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近三年，南昌市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但也存在从种苗供应到品牌营销
等方面的发展瓶颈，亟须“接二连三”齐发力，不断提升产业价值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