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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南城县浔溪乡浔溪村百亩

茭白种植基地，满眼葱绿，茭叶婆娑，茭身

粗壮，长势喜人。微风拂过，一片片茭白

摇曳生姿，泛起层层绿波。当地村民正手

持镰刀，穿梭在茭白田间，采收今年第一

茬茭白，将一捆捆鲜嫩、水灵的茭白从田

中收割上岸，抢“鲜”上市。

浔溪乡是南城县典型的边远山区乡，

山高路陡，山多田少。2021 年底，该乡党

委结合本地气候和水质，聘请致富能人、

乡贤等为“名誉村长”，助力茭白产业发

展，全乡 7 名“名誉村长”出点子、跑项目、

强服务、广推介。短短两年时间，茭白产

业 从 无 到 有 ，2022 年 ，全 乡 共 种 植 茭 白

1100 余亩，茭白成为浔溪乡乡村振兴新

的增长点。

实施茭白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离不

开资金支持。为破解资金问题，“名誉村

长”积极推动“资金流”汇入“产业流”。在

乡贤努力下，浔溪村、大竺村、敖家湾村成

功对接惠农贷款，取得初始 100万元资金。

作为新兴产业，技术是保障，“名誉村长”化

身技术指导员，给村民送去“及时雨”。作

为“名誉村长”，茭白种植专家王兴国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指导村民科学种植，

组建浔溪乡茭白产业种植群，常常通过视

频、文字等方式分享茭白种植经验技术，及

时解答村民的技术难题。为了卖好茭白，

“名誉村长”、乡贤张珈宾带领团队到浔溪

乡敖家湾村，全程录制茭白种植短视频，并

通过直播带货、电商运营服务等方式，让茭

白搭上“互联网+”快车道，走出山村、走向

全国。 （黄军伟 彭国正）

6 月 13 日下午，南昌市站前路学校华

侨城校区举办了“传承‘史’命 星火燎原

红色故事我来讲”演讲比赛。赛前，各班

思政课老师指导学生从中国共产党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以及全国“双百”人物、时代楷模、道德模

范等先进典型事迹中挑选素材进行演讲

创作。在决赛环节，现场气氛热烈，高潮

迭起。同学们演讲的每一篇红色故事背

后都蕴藏着振奋人心的力量，让大家接受

了一次红色教育的洗礼。

该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持续时

间长，是“讲好西湖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动实

践。目前，该活动已陆续在南昌市西湖区

各中小学校举行，通过组织学生线上游

览、参观、体验红色文化，让红色基因和革

命精神代代传承。西湖区各学校还把课

堂搬进现场，组织学生走进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开展线下“红色研学”“红色寻访”，

将红色元素融入思政、语文、历史等学科

教学，融入教学科研、校本教材、文体活

动、班队会、社团活动；同时，通过微视频

展播、成果汇报展演、优秀宣讲员评选等

方式，让同学们汲取红色营养，扣好人生

第一粒“纽扣”。

据了解 ，西湖区推动红色基因传承

示 范 校 、全 民 国 防 教 育 示 范 学 校 、少 年

军 校“ 三 校 同 创 ”，以“ 大 思 政 课 ”的 方

式 ，将“ 红 色 火 种 ”播 撒 在 青 少 年 心 间 ，

让 爱 党 、爱 国 、爱 社 会 主 义 的 主 旋 律 在

西湖唱响。 （姜 婷）

“大叔您好！如您身边有损

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可以通过扫

这个二维码向纪委反映……”近

日，寻乌县项山乡圩市上的“信访

举报宣传暨基层大接访”活动现

场热闹不已。纪检监察干部通过

摆摊设点、入户宣传，用百姓喜闻

乐见的方式听民声、解民忧，赢得

了当地群众的点赞。

今年以来，寻乌县纪委监委

充分吸收寻乌调查中“下马观花”

的调研方法，成立 7 个宣传调研

组，聚焦群众身边的难点热点问

题，主动下沉基层，通过每月一主

题展开调查研究，广泛收集群众

诉求，变群众“上访”到干部“下

访”，把纪检监察信访工作的触角

延伸到基层。

截至目前，该县纪委监委共

结合信访举报宣传开展专题调研

5 次，“面对面”接受群众咨询 150

余人次，收集群众诉求 16 条，发

放 各 类 信 访 举 报 宣 传 资 料 2000

余份，帮助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

盼问题 3 个。

“信访 举 报 是 政 治 生 态 的‘ 晴 雨 表 ’、

问题整治的‘风向标’，通过调查研究不断

规范信访举报秩序，可以让群众的获得感

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该县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人说。 （胡丹芳 钟 琼）

“两整治一提升”为发展添动力
今年以来，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强力推动“两整治一提升”工

作，助推“五型”政府建设，为石岗镇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以“西二环”沿线整治为契机，石岗镇在 7 个行政村 22 个

自然村进一步开展“三拆三清”，目前已拆除危旧房 239 栋、废

弃猪牛栏 6267 平方米、树木遮挡 660 米。石岗镇还与江西赣

申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华申基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分别签订石岗生态湖科技产业园项目、石岗现代食用油生产

基地项目。特别是石岗生态湖科技产业园项目计划投资 5 亿

元，将建成高标准的乡村文旅融合示范基地并促进石岗镇农

牧业及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石岗镇 2023 年“两整治一提升”工程总投资 1600

万元。截至目前，朱坊喻家、上罗廖家、罗山岗上、石岗斜下 4

个村已经高标准完成“三拆三清”和招投标工作，预计 6 月底

能够完成全部工程量的 40%。

“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完成以后，我们将不断壮大本地特色

农业，引进特色产业，比如引进罗山村岗上自然村的湖羊养殖

基地，壮大石岗村斜下自然村的油茶种植、生产基地等，以本

地特色产业为支撑，增加当地村民收入和村集体收入，真正实

现村庄美、产业强、农民富的目标，不断深入推进乡村振兴。”

石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雷 虹）

讲好西湖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名誉村长”助力茭白产业发展

近年来，南昌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

省市有关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工作

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充

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

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全市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规章制度

逐步规范，保护发展成效显著。

坚持规划设计先行，谋“一村一特”思

路，打造乡村品位特色风貌。南昌市坚持

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活化利用建设规律，

因地制宜编制规划；坚持以保护为先，抓

好传统村落的原址、原貌、原要素保护；高

标准编制《江西安义古村落群—罗田、水

南、京台保护规划》《新建区汪山历史文化

名村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等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规划。

挖 掘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扬 文 化 传 承 魅

力，推进传统村落活化利用。近几年，南

昌市坚持探索挖掘传统村落的历史传统

文 化 ，做 到 在 保 护 中 传 承 、在 传 承 中 保

护。有 1400 多年历史的安义古村，是赣文

化和赣商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安义县投

入约 1.2 亿元进行古村、古建筑保护和修

缮，开发古建筑民宿，打造赣商文化博物

馆，保留传统的业态店铺，保护开发两条

腿走路，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强举措增强内生

动力，推进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南昌市坚

持 全 面 改 善 和 提 升 环 境 ，让 村 民 回 到 村

落，让村落回归村民。安义古村先后投入

4 亿多元资金，为古村修桥补路、植树造

林，使古村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路更

平，为游客提供了观光休闲好去处，为村

民创造了优美的生活环境。周坊村投入

4000 余万元用于雨污分流、旅游公厕等工

程。一批批传统村落在保护利用中，护住

了传统风貌、改造了基础设施、提升了人

居环境、发展了特色产业、增强了内生动

力，焕发了新的生机。 （江村轩）

传统村落保护激发乡村活力
党建+传统村落保护专栏

服务企业 优化环境 共赢发展
近年来，为加快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不断优化招商引资软

环境，遂川县商务局打造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服务的“企业之

家”，通过设立商务洽谈接待中心，进一步提升为企服务效能，

为市场主体添便利增动力。

该县商务局主要负责人介绍，商务洽谈接待中心的设立，

进一步完善了招引机制，优化了项目入园审批流程，全面提高

了工作效率；同时，建立了项目促谈促签机制和职能部门联席

会议制度，具体负责项目考察后促谈促签的综合协调推进工

作，按照企业洽谈流程图进行流水线操作，要求涉及项目可行

性论证的职能部门提前介入洽谈、会商，面对面沟通对接，及

时回应投资方提出的相关问题，且每个项目至少保证一名分

管县领导参与接待洽谈，以提高招商项目洽谈成功率，协调推

进在谈项目进程，全力促进项目落地。

据统计，今年以来，遂川考察洽谈客商达 500 余批次，达

成意向项目 80 余个，签约落地项目 40 余个，涵盖电子信息、硅

基产业、装备制造等领域。

不久前，江西优科工业材料有限公司在商务洽谈接待中

心咨询后，快速完成了企业出口权开办业务。企业负责人刘

礼冰说：“通过到商务洽谈接待中心咨询，办起事来很快理出

了头绪，少走了很多弯路”。

据了解，商务洽谈接待中心为企业提供咨询引导、政策宣

传、诉求解决等服务，并设立企业服务专员，帮助协调企业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已累计为 50 余家企业答疑解惑

80 余次，协助办理各类事项 30 余件。 （张冬秀 李书哲）

寻
乌
县
：
﹃
下
马
观
花
﹄
护
民
生

本 报 抚 州 讯 （谢龙龙）“6 月 1 日 ，

2023 年中央财政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示范试点项目名单公示完毕，抚州是全

省唯一入选城市；6 月 8 日，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建设试点城市名单公布，抚州位列

其 中 …… 这 些 喜讯将有力促进我市中医

药事业发展。”近日，抚州市卫健委中医科

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介绍。抚州是传统

地方医学“旴江医学”和传统中药炮制重要

流派“建昌帮”的发源地。近年来，该市高

度重视中医药振兴和发展，深入实施中医

药强市战略，强化科技、人才和产业支撑，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发展活

力十足。

着眼战略性谋划中医药振兴。抚 州

将中医药发展纳入该市四大新兴产业和重

点工程，成立市级中医药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中医药事业、中医药产业、中药材

种 植 三 个 推 进 小 组 ；出 台 一 系 列 扶 持 政

策，设立 10 亿元规模的市级医药产业引

导基金，推进中医药一二三产健康发展；

聘请黄璐琦院士团队编制《抚州市中医药

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明晰中医药发

展蓝图。

顺应时代性促进中医药传承。该市率

先建立方邦江国家“岐黄学者”工作室，争

取到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项目 14 个。宜黄县成立全省首家县级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心，建成全省首家

纯中医医院。抚 州 市与江西中医药大学

等合作推动“旴江医学”流派和“建昌帮”中

药材炮制工艺的挖掘整理工作；与中国中医

科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改进中药品

种、研发中药新药。该市现有中药批准文号

近300个，其中，国内独家中药品种8个。

加速产业化助推中医药转型。抚 州

突出培育龙头骨干、扶优扶强，支持珍视明

药业、银涛药业、建昌帮药业等扩大再生

产，打造中药品牌。推进中药材规模化标

准化种植，临川金银花、广昌泽泻、金溪黄

栀子等 7 个中药材品种获得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保护，品种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并落户了全国首个“悬浮 365”自动化立体

中药材繁育室。深度挖掘中医药的旅游、

文化、康养等属性，按照“中医药+X”模式，

延长中医药产业链，推动中医药与其他产

业融合发展。

构建全方位中医药服务体系。抚 州

投资 10 亿元对抚州市中医医院进行改扩

建，市内已有 10 家中医医院完成改扩建和

新建搬迁。同时支持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医

疗联合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参加的医

疗机构达 126 家。在各县（区）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化中医馆，

该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

生院均能提供中医药服务。此外，该市实

施智慧村医工程，在全省率先完成 1556 个

村卫健室和 179 家乡镇卫生院改造，基本

建成全省首个移动化、物联化、网络化的

“智慧医疗+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

传承有“方”创新回春

抚州全面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我省11个设区市均
建成应急备用水源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舒海军）6 月 12 日，记者

从省水利厅获悉，我省 11 个设区市均建成应急备

用水源。

近年来，随着我省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城市

供水压力逐渐增大。为此，省水利厅联合有关部

门加强监督检查和工作调度，压实各地城市供水

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全力推进市、县两级城市应

急备用水源建设。下一步，省水利厅将以相关规

划为指导，确保重要城市供水体系建成两处主水

源和一处备用水源，县级以上城市全部具备保障

供水能力。

渝水区课题攻关
掀起全员创新热潮

本报新余讯 （全媒体记者江拓华 特约通讯

员倪菁）日前，在新余精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铸造工程师罗海津忙着和工友们探讨高

硅固溶球墨铸铁技术的开发运用。这个技术创新

项目，在新余市渝水区课题攻关评比中获二等奖，

也为该企业争取到一笔大订单。

为鼓励企业员工主动参与技术研发、改良和

创新，增强企业“降本增效”内动力，渝水区创新出

台《关于推进全员课题攻关的实施办法》，拿出真

金白银激励企业员工技术创新。《办法》明确，对该

区企业技术课题立项和实施实行动态监测管理，

并组织专家定期评比，按不同等次给予资金奖励，

奖金直接奖励给课题攻关负责人及团队，极大激

发了企业员工的创新积极性。《办法》出台以来，该

区掀起全员创新热潮，收到申报课题 418 个，奖励

金额 30余万元。

本 报 遂 川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董文涛 特 约 通 讯 员 李书

哲）6 月 1 日，遂川县林业局工

作 人 员 梁 冬 红 等 人 正 在 为 该

县泉江镇的国家二级、三级古

树进行挂牌。今年以来，遂川

县将国家二级、三级古树纳入

挂 牌 管 理 ，由 各 级 林 长 、属 地

乡镇村组、属地生态护林员共

同落实管护责任，积极开展对

古 树 名 木 抢 救 性 复 壮 及 破 除

地面过度硬化等工作，建立古

树名木长效保护模式。

树滋养人，人呵护树。长

期居于丘陵、高山、深谷等复杂

地形，让遂川人形成了靠山护

山、以林养山、以树养人的生态

理念。早在 2007 年，遂川县在

修护绕县城而过的泉江河河堤

时，发现河堤内有 1 株树龄达

500 余年的古樟树、2 株树龄逾

百年的南岭黄檀树和 10 余株

朴树。相关部门经过多次实地

考察，制定了保护古树根基的

专 项 方 案 ，顺 利 完 成 河 堤 修

复。近年来，遂川县先后安排

资金对衙前镇溪口村、巾石乡

巾石村和新安村、新江乡横石

村被洪水损毁的 48 株古树实

施抢救性复壮、病虫害防治和

日常养护等保护措施。

为进一步做好古树名木保

护，该县开展古树名木专项调

查统计，收集、汇总古树名木的

数量、种类、分布等情况，并实

行古树名木信息化管理制度，对登记在册的古树

名木进行挂（立）牌保护，给每株古树名木发放“身

份证”，实现一树一档、一树一牌。据初步统计，遂

川县有古树名木 1.4 万余株，其中楠木的古树数

量、集中成片分布规模、种群保存完好程度均居全

省前列。

同时，遂川县结合古树名木的生长环境、生长

情况、保护现状等，划定属地保护范围，明确专人

保护职责。针对古树名木出现的罕见性病虫害、

生理性机能衰弱、综合长势不良等情况，该县派专

业人员制定科学的日常养护方案，对古树实施有

效的管护措施，全县 1516 名护林员与爱树护树的

群众共同组成一张生态保护网。

让古树名木枝繁叶茂，遂川县人工造林和苗

木培育规模也逐年扩大。“以前从来没想到，种树

也能发家致富。”该县大坑乡禾溪村村民刘宗源经

过多年摸索，研究出容器育苗技术，楠木和罗汉

松、桂花树等树种实现规模化培育、标准化种植，

远销福建、湖南等地。目前，遂川县每年投入楠木

建设与保护资金 140 余万元，出台政策鼓励楠木

造林及苗木繁育，年培育楠木苗 600 多亩，苗木年

销售额 288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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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奉新县澡溪乡下保村黄桃采摘园，游客正在采摘成熟的黄桃。近年来，

澡溪乡立足当地资源特色，把绿色产业发展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通讯员 许晓婷摄
绿色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