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

游 客 在 永 丰

县 藤 田 镇 老

圩村七彩百合

园 赏 花 游 玩 。

近年来，永丰县

通过“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模式发

展百合产业，打造以

百合种植、观赏、加工

为一体的产业链，促进

当地经济发展。

通讯员 刘浩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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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赣州市龙舟邀请赛在上犹举办

6 月 20 日，由赣州市体育局、中共上犹县委、上犹县人民

政府主办的 2023 年赣州市龙舟邀请赛暨上犹县第二十三届

龙舟赛在上犹南湖开赛。赛点设在南湖大桥至阳明国际垂钓

基地水域，赛事为男子 500 米直道竞速，来自省皮划艇 1 队、赣

县区、宁都县、上犹县、章贡区等全市 14 支代表队和来自上犹

县各地的 22 支代表队共 36 支代表队参赛，比赛还邀请了中国

青年艺术滑水队进行精彩纷呈的水上表演。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上犹（豫章）代表队、石城代表队、上

犹（彭城）代表队斩获赣州市龙舟邀请赛前三名；彭城 1 队、太

原 2 队、竹林 1 队斩获上犹县第二十三届龙舟赛前三名。除举

办龙舟赛以外，上犹县将于 6 月 20 日至 23 日在阳明国际垂钓

基地举办龙舟音乐节，内容包括狂欢音乐节、奇幻魔术秀、无

人机灯光秀等活动。 沈 亮摄

“有了你们的指导，我们才能及时从

‘蓝财通’大数据企业服务平台上顺利申

请到贷款，这为我们企业研发新产品和拓

展市场争取了宝贵时间。”近日，面对前来

上门开展帮扶工作的南昌小蓝经开区财

政局工作人员，江西康一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廷强不停致谢。

事情还得从今年 3 月说起。江西康一

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食

品、化妆品、保健用品、药品研发及生产的

高科技生物公司。当时，出于产品研发和

市场拓展需要，公司急需一笔资金进行周

转。如果按照正常流程去银行贷款，前期

手续再加上银行考察、审核，资金下来往

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企业根本等不及。

就在刘廷强发愁之际，他突然想到小

蓝经开区推出的“蓝财通”大数据企业服

务平台。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通过“蓝

财通”向小蓝经开区说明了企业遇到的实

际困难和需求，并提出了贷款申请。令他

没想到的是，平台根据企业情况，立即为

其精准匹配了由浙商银行昌南支行和南

昌县就业局合作的“人才银行+创业担保

贷款”产品。不到 15 天的时间，一笔 200

万元的贷款就打进了公司账户，并且是政

府全额贴息。

“‘蓝财通’大数据企业服务平台里面

收录了辖区企业的详细信息。企业从平

台上发出贷款申请后 ，因为有政府进行

‘背书’，放贷银行很放心，省去了实地考

察和审核等相关环节，这就为辖区企业发

展赢得了时间。”小蓝经开区财政局副局

长卢志红说。

企业画像精准细致、惠企政策及时匹

配、奖补资金一键办理……“蓝财通”大数

据企业服务平台的上线，正是小蓝经开区

持续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化“放管

服”改革的最新成果，也是其在企业服务中

的创新举措，让企业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企业画像具有数据多、数据准、数据

活、形式新颖、实用性强等特点，能准确反

映出企业的优劣势、历史扶持信息等关键

资料。”卢志红说，“蓝财通”大数据企业服

务平台目前共收录园区 1169 家企业信息，

其中“五上企业”（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

的建筑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限额

以上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规模以上

服务业）577 家、高新技术企业 223 家。通

过企业各层面数据，小蓝经开区相关部门

能多维度梳理查找企业发展中的强项与

薄弱环节，精准分析、点对点采取举措进

行帮扶。

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在小蓝经

开区，大数据运用一直在为政务服务提速

提效进行赋能。

为 提 高 企 业 查 找 、获 取 涉 企 政 策 的

便捷度 ，帮助企业全面掌握惠企政策及

申报流程 ，协助企业及时申报各类项目

奖补资金，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今

年 4 月底，小蓝经开区企服中心推出微信

小程序“小蓝经开区企服一点通”，让企

业可以通过电脑端或手机端 ，方便快捷

地享受政策咨询、诉求提交、办事指南等

一站式服务。

“小蓝经开区企服一点通”小程序上

线后，企业纷纷点赞。近日，南昌文汇印

刷包装有限公司负责人熊文会在巡查厂

区时发现，由于下水管网堵塞，污水倒灌

进了厂区。发现问题后，他立即登录“小

蓝经开区企服一点通”平台，将问题在线

反映给小蓝经开区企服中心。收到问题

后，小蓝经开区企服中心网格员迅速上门

服务 ，协调相关部门及时疏通了下水管

网，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真的很方便，现

在我们企业一旦遇到问题，就直接在这个

平台上进行反映。如果处理结果不满意，

企服中心还会回访，服务相当周到。”熊文

会笑着说。

据统计，上线以来，“小蓝经开区企服一

点通”平台已实现辖区落户企业注册全覆

盖，导入各级各类政策 864 条；收集企业诉

求55条，现已全部办结。 （江 辉 胡雪萍）

南昌小蓝经开区企服中心工作人员打开微信小程序南昌小蓝经开区企服中心工作人员打开微信小程序““小蓝经开区企服一点小蓝经开区企服一点

通通””平台的后台界面平台的后台界面，，及时处理企业诉求及时处理企业诉求 刘刘 玮玮摄摄

“南昌县（小蓝经开区）营商环境优在哪”系列报道（三）

数据多跑路 企业少跑腿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6 月 13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

获悉：今年我省持续开展“清河行动”，针对水污染问题，从 14
个方面开展专项整治，切实解决影响河湖健康的突出问题，持

续推进碧水保卫战。

近日，鹰潭市信江新区召开 2023 年“清河行动”部署推进

会，针对河湖存在的非法围垦、侵占河湖水域岸线、排污、捕捞

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和联合执法。今年，我省坚持问题

导向，明确从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水、城乡生活垃圾、河湖水

域、渔业资源保护、黑臭水体、船舶港口污染、破坏湿地和野生

动物资源整治等 14 个方面开展专项整治。省直相关部门联

合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如开发区污水收集处理提升专项行动，

加强开发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管；“五河一湖一江”排污口

整治专项行动，督促各地分类分批整治，持续推动入河排污口

规范化建设等。

5 月 17 日，全省长江及赣江干流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

作调度推进会在南昌召开，相关设区市对前阶段排查整治工

作进行了汇报。今后，我省将定期通报各地排查整治情况，对

整治迟缓的地方开展实地督导，同时根据“一口一策”整治要

求，探索建立入河排污口长效监管机制。将入河排污口纳入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严肃查处不按规定设置排污口行为，

严厉打击私设管道、污水直排、借雨排污、超标排污以及污水

处理厂违规溢流等违法行为。

“ 我 是 1969 年 下 放 到 江 西 的 知

青。听说有江西农产品展会，今天特

地来看一看我们‘家乡’盛产的莲子。”

6 月 13 日，上海市民毛爱兰在外孙的陪

伴下，来到广昌县莲爽实业有限公司

的展位前，细细品尝该公司的莲子新

产品。“还是原来的味道，真心希望江

西的好产品能够走出大山。”毛爱兰高

兴地说。

6 月 13 日，上海市普陀区安远路口

的江西优质农产品（上海）品牌运营中

心热闹非凡。由省商务厅、省农业农

村厅联合举办的江西优质农产品上海

推介会在此举办，33 家江西优质农业

企业，带着百余款我省优质农产品亮

相上海，让上海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

验江西风味。

喝富硒水的大米、绿色有机的山

茶油、江西特色跑山猪肉……省商务

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处长赵群

告诉记者，今年的推介会重点围绕“优

质 ”两 字 做 文 章 ，推 介 会 呈 现 种 类 多

样 、产 品 优 质 、企 业 知 名 度 高 三 大 特

点，参展的百余款产品中，八成以上是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优质，是高档商超、高档餐厅选择

江西农产品的重要原因。

“盒马一直强调要给人们鲜美生

活经营理念，我们对江西名优特产一

直很期待。”盒马联合创始人、盒马（中

国）副总裁沈丽女士在与江西农业产

业化考察组洽谈时说，经过前期的接

触，她对江西优质农产品有了更多了

解，在做大做优脐橙、蜜柚等产品的基础上，希望进一步深耕

江西市场，继续扩大江西农产品的开发。

优质，也是近年来我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点。

日前发布的“2023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中，我省赣南脐

橙、庐山云雾茶、狗牯脑茶、崇仁麻鸡等六个区域品牌（地理标

志）产品入选全国100强，上榜品牌数量位居中部地区第一。

随着江西优质农产品口碑的日益唱响，江西优质农产品

的吸引力也在逐步提升。今年的推介会，吸引了近百家采购

商、供货商代表参加。

“今年是我省连续第 16 年在上海举办农产品展销推介活

动，我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将江西优质农产品推向全国。”省

农业农村厅市场与涉外处副处长喻静婷介绍，我省正着力打

造“品牌运营中心+品牌旗舰店+直营（加盟）”的江西优质农

产品营销体系。5 月 9 日上海运营中心开业，当天就与上海中

农佳创农产品有限公司达成 5 亿元采购协议，在米面粮油、蔬

菜水果、海鲜水产、肉禽等大宗农产品供应链业务进行多元化

合作，助力江西农业融入长三角地区发展大局。

不断延伸的农产品产业链，让上海市民多了一份选择，也

让江西优质农业企业走出去的信心更足了。

“我们正以优质富硒大米为原料，开发米果、米饮料等多

种产品。”江西吉内得实业有限公司市场部运营总监朱珈玉

说，今年，公司在与上海外滩多家餐饮企业加强合作的基础

上，将加大产品开发力度，开拓深圳市场，并争取在两年内进

驻香港市场。

我省持续推进碧水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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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只小麻鸭，祖祖辈辈生活在湘

赣边的罗霄山脉中。像我这样的小麻鸭，

到处都是，看不出有啥特别。可经过一番

演变，我还有一个名字——莲花血鸭。

6 月 20 日，在我的家乡莲花县，一场以

我为主角的美食文化节正在举行，“莲花血

鸭”品牌正式发布。就在几天前，我还走出

大山，在网红城市长沙，迎来了一个火辣

“出圈”时刻——以“赣菜非遗·莲花血鸭”

为 主 题 的 系 列 活 动 ，在 当 地 三 大 夜 市 和

100 家知名餐饮店开展。看着活动现场乡

亲们的笑脸，看着众多食客大快朵颐，看

着给家乡带来的名气，我倍感自豪。

不过，自豪之余，我更感觉到自己肩

负的传承和发展的重任。因为，小麻鸭也

有大梦想。我要聚合起产业之力，为山区

的振兴多作贡献，报答抚育我的乡亲们。

成名

相传，我的过往和两个大名鼎鼎的历

史人物发生过故事。

南宋名臣文天祥在莲花联络各路豪

杰抗击元军，饮血酒誓师时，因为缺鸡，只

得以鸭血代之。誓师后聚餐，火头军在炒

鸭子时，误将没喝完的血酒当作辣酱倒进

锅中，没想到成就了一道名菜。文天祥尝

过之后，直赞美味，问为何菜，答曰血鸭。

文天祥高呼：今天我们喝血酒、吃血鸭，誓

与敌人血战到底！场面令人荡气回肠。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游历武功山后

来到莲花石门山铜坑村，还未进村，老远

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原来一户人家正在

炒莲花血鸭。好客的主人请徐霞客品尝，

徐霞客吃后赞不绝口，此后还念念不忘，

传为一段佳话。

有名人效应加持，我这只小麻鸭的演

变之路更加宽广，名气大增。我也成了莲

花百姓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一道菜，逢年过

节，都要端出来招待亲友。

不过，要说我能取得现在的声名，除

了前人的故事底蕴，更在于后人的不断努

力。2008 年，我被列入北京奥运会菜谱，

供世界各地来宾品尝；2009 年，关于我的

烹调技艺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作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

李国华，这个土生土长的莲花汉子，解决

了烹调技术的难点，组织制定了我的烹饪

技艺规范的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操作从

此有规可循。

之后，2018 年，我又入列“中国菜”之

十大江西经典名菜；2021 年，省商务厅正

式发布的赣菜“十大名菜”名单，我也榜上

有名；2022 年，我还以“莲花麻鸭”之名，跻

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聚势

虽然有了名气，但在很长时间里，我

在从百姓餐桌走向市场餐馆之路上，在把

名气打造成品牌的过程中，还步履蹒跚。

为了我能茁壮成长，莲花县委县政府也是

费尽心思。

去年，是我成长史值得记录的一年：

莲花县成立莲花血鸭品牌创建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莲花血鸭品牌创建与产业发

展实施方案》，编制《莲花血鸭品牌创建战

略策划》；“莲花血鸭”产业协会正式组建，

产业开始迈向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

主体联合发展的规范化发展之路。

与此同时，为了加大对我的品牌建设

的支持力度，县里对养殖户给予建设资金

补贴，对年出栏量大的养殖户给予奖励，

对重点餐饮企业和深加工企业设立扶持

配套资金。还采取系列举措，着力推进品

牌文化建设、产业标准化建设、示范基地

建设，培育壮大龙头企业。

为 了 我 能 飞 出 大 山 ，让 更 多 人 知 道

我、喜欢我，县里接二连三出招。除了在

家乡举办美食节和烹饪擂台赛，我还进军

长沙搅动夜市。6 月 15 日，我的名字登上

游 船 ，首 航 黄 浦 江 ，在 璀 璨 的 夜 上 海 穿

行。而在这之前一个月，我已经在大上海

风光了一回。在这里举行的 2023 年中国

品牌日活动上，由我“升级”而成的莲花血

鸭预制菜，在现场开设专区展示，客商纷

纷下订单。同样是在 6 月 15 日，以我的名

字命名、满载莲花血鸭元素的高铁列车首

发，从江西飞驰而出，奔向湖南、广东、云

南等地。同时，县里还经常开设莲花血鸭

烹饪培训课程，已免费培训数百名厨师向

外输送。

县委县政府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造

品牌，是因为对我寄予厚望：要让莲花血

鸭成为有大影响力的公用品牌，朝产业化

发展道路阔步迈进，通过莲花血鸭这一道

菜聚势，引领县域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强链

在莲花县高洲乡黄天村，养殖户谢树

中每天都要为我忙上忙下。我是他家常

客。从原来的散养小打小闹，逐渐发展到

现在每年出栏 2万多羽的规模，他家也因我

而兴旺。“以前愁不知往哪卖，现在愁养殖

规模跟不上。”这是包括谢树中在内的很多

养殖户的“烦恼”。因为，一条关于我的产

业链，如今已经在莲花县形成并不断完善。

莲花血鸭预制菜、自热饭……在江西

莲花血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各类产品琳

琅满目。在这里，每天加工 6000多羽，自动

化生产线每小时出品 3000 份预制菜，在智

能 化 、全 链 条 的 加 持 下 ，我 得 以“ 转 型 升

级”，从大山中直销全国各地。而以“公司+
合作社+农户”模式主导的江西莲花血鸭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带动了200户养殖户，去年

销售额突破亿元，被评为江西省龙头企业，

成为产业链上的主力军。

在莲花，有很多人和很多公司，在为

把我做成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品牌而忙

碌。下面两则好消息，对他们不啻利好的

东风：莲花血鸭被纳入 2022 年首批全国预

制菜（预制农品）登录宣展名录、莲花血鸭

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入选国家第

十一批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现在，在我的产业链上，涵盖了品种培

育、种养基地、专业屠宰、中央厨房、冷链配

送和渠道、线上销售等各环节。市场需求

量越来越大，我的身价也噌噌往上涨。据

统计，目前在莲花县，我每年的出栏量 200
多万羽，养殖户年均净收入2.6万元。

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因为县委书

记 易 刚 的 一 席 话 ，说 到 我 心 坎 上 了 。 他

说，全县将坚持规划引领，在全产业链上

做文章，在糯米、辣椒种植，茶油、料酒加

工、麻鸭养殖等产业重点环节下功夫，通

过“食物链 ”形成“产业链 ”，带动农户参

与，共享品牌创建成果，真正让莲花血鸭

成为富民产业。

小麻鸭也有大梦想
——“莲花血鸭”自述
本报全媒体记者 尹晓军 刘启红 钟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