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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木““锁锁””时光时光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文/图

“振兴牛”真心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启红 钟进文

共绘乡村新图景
——贵溪市以村企党建联建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旻

六月徂暑，草木繁盛。

在莲花县良坊镇新田村的当面岭上，

一座现代化的养牛基地占据了整个山头，

18 个大棚一字排开，3600 多头西门塔尔肉

牛正气定神闲地听着音乐、吃着草料。如

果站累了或躺乏了，它们还可以做一个全

身 SPA，每个大棚专门安装了按摩刷，为这

些肉牛提供订制服务。尽管天气酷热，但

偌大的基地内闻不到一丝异味，着实让人

惊叹。“这些牛，派头可足呢，它们睡的是

席梦思、喝的是山泉水，过的可是神仙日

子！”该镇组织委员陈晓光打趣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在良坊，

这一头头茁壮成长的肉牛都被寄予厚望，

统一叫作“振兴牛”，其对于当地推进乡村

振兴的意义不言自明。

自 2016 年 5 月引进江西胜龙牛业有

限公司，发展肉牛产业以来，作为农业大

镇 的 良 坊 镇 在 7 年 时 间 内 实 现 华 丽 转

身，支柱产业从无到有、镇域经济从弱到

强 ，俨 然 成 为 该 镇 群 众 稳 定 增 收 致 富 的

“摇钱树”。50 多岁的新田村村民王文泼

因 给 妻 子 治 病 ，家 里 欠 了 不 少 外 债 。 在

政府安排下，他来到胜龙牛业上班，每月

能 拿 到 2800 元 工 资 ，几 年 工 夫 就 还 清 了

债 务 ，还 盖 起 了 新 房 。“ 能 在 家 门 口 找 到

一 份 稳 定 的 工 作 ，踏 实 ！”王 文 泼 由 衷 地

说。近年来，良坊镇实行党委推动养、支

部带领养、村级合作社示范养、党员带头

养、群众参与养“五项联动”，并把支部建

在 产 业 链 上 ，众 多 像 王 文 泼 一 样 的 村 民

在“ 牛 ”路 上 掘 金 挖 银 ，生 活 水 平 有 如 芝

麻开花节节高。

放眼莲花县，肉牛产业不仅仅是安置

农村劳动力的“主阵地”，就其拉动作用来

说，更是该县乡村振兴的“主引擎”。数据

显示，目前该县肉牛养殖产业已覆盖全县

36 个行政村，村均肉牛保有量达到 300 头，

栏舍面积总计 12.6 万平方米，实现村集体

经济收入近千万元。除了以村为单位发

展 规 模 养 殖 之 外 ，莲 花 县 还 依 托 胜 龙 牛

业，扶持散户养牛，目前，全县肉牛存栏数

为 5.9万头，产值超 13亿元，已有 1890户养

殖户，肉牛产业链直接或间接带动近 4000
户农户参与养殖。

鲜亮的数字，生动印证了“振兴牛”的

吸 引 力 。 下 布 村 是 良 坊 镇 第 一 批 走 上

“ 牛 ”路 的 村 子 。 目 前 ，该 村 养 殖 规 模 达

560 头，带动农户就业 60 人以上，户均增收

2 万元。“大家养牛的积极性为什么高？因

为我们的政策‘牛’呀。”言及当下莲花县

肉牛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下布村党总支

书记贺志雄脱口而出。

政策“牛”在哪？记者了解到，莲花县

成立了肉牛养殖整县推进专项工作组，建

立 了 企 业 与 农 户 合 作 、企 业 与 合 作 社 合

作、企业与村集体合作“三合作”，统一牛

犊采购、统一饲喂精料、统一饲养方法、统

一防疫监管、统一技术服务、统一保价收

购“六统一”的农企合作新模式，一举解决

了 农 户“ 不 会 养 、不 敢 养 、不 好 卖 ”的 担

忧。在此基础上，该县出台多项措施，用

真金白银为养殖户的幸福“加码”：村集体

建造栏舍每平方米补助 300 元，养殖户自

建栏舍每平方米补助 100 元；出栏一头肉

牛补贴 500 元；种植牧草每亩补助 200 元；

购 买 肉 牛 保 险 县 里 承 担 70%，胜 龙 承 担

10%，农 户 承 担 20%；回 收 秸 秆 每 亩 补 助

100 元；凭借胜龙合同，可以以 2.85%的低

息贷款购买架子牛。“全链条”的政策扶持

和服务指导，助力莲花县养殖户放心养、

安心干。

良坊镇高坵村村民贺金华刚入行时

心里老犯嘀咕，“肉牛这么金贵，万一养不

成，那可是血本无归呀！”不过，镇里的工

作人员给他壮胆，“有龙头企业帮你托底，

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贺金华吃下了

一颗“定心丸”，一口气养了 28 头肉牛，出

栏 后 狠 狠 地 赚 了 一 笔 钱 。“ 养 牛 很 靠 谱 。

我更有信心追加投资、扩建栏舍，争取达

到 200 头的规模。”谈到将来的计划，尝到

了甜头的贺金华踌躇满志。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炎暑时节，走进胜龙牛业科创中心，一间

摆满各种科研设备的实验室十分引人注

目，这是江西农业大学与该公司联合建立

的莲花县首个博士工作站。根据协议，江

西农业大学将派驻博士工作团队长期入

驻胜龙牛业实验室，重点对肉牛品种资源

开 发 利 用 、肉 牛 养 殖 、良 种 繁 育 、疫 病 防

控、饲草料开发利用、动物营养、肉牛产品

深 加 工 及 人 才 培 养 等 领 域 开 展 合 作 研

究 。 截 至 目 前 ，从 这 个 博 士 工 作 站 里 ，

“飞”出了 10 多篇发表在国内外期刊上的

学术论文，其中 SCI 论文就有 5 篇。把论

文写在“牛棚里”，江西农业大学的博士们

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当地的肉牛

产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智力支持。

江西胜龙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日

龙表示，“有博士团队做我们的坚强后盾，

莲花县肉牛产业的现代化、标准化、产业

化和品牌化之路一定会越走越顺！”他告

诉记者，未来五年，胜龙牛业将在乡村振

兴中“独袖善舞”，年出栏肉牛 15 万头，年

销售额突破 100 亿元，年纳税 2 亿元，可安

排 3000 余人就业，直接带动 1 万户农民增

收致富。

一役功成再出发，沃野田畴展芳华。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脱贫牛”，到推进

乡村振兴的“振兴牛”，莲花县的肉牛产业

在时代逐浪中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正奋蹄

迈进。

一场夏雨过后，在贵溪市雷溪镇溪望

田野生态农业公司（以下简称溪望田野）

的四季果园中，葡萄、西柚、蓝莓、红美人

柑橘等果树青翠欲滴、清香扑鼻，雷溪镇

鲶桥村村民杨红根在果园里施有机肥，他

笑呵呵地说：“如今，溪望田野和我们村进

行‘一对一’结对，我们村民能够在‘家门

口’务工，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多了。”去年

以来，贵溪市为破解部分村庄资源要素短

缺的发展难题，创新开展企业与农村党建

联建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推动 37 家优质国

企民企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一对一”结

对联建，为贵溪市乡村振兴提供了来自企

业界强有力的新力量。

结对联建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

6 月 18 日 一 大 早 ，雷 溪 镇 鲶 桥 村 村

民 杨 红 根 就 从 家 里 走 路 到 溪 望 田 野 上

班 ，这 种 近 似 于 城 里 人 朝 九 晚 五 的 工 作

他干了有一年多。杨红根原本有着能赚

钱 的 好 手 艺 ，但 由 于 眼 疾 ，视 力 渐 渐 退

化，就回到村里做些农活。去年，溪望田

野 和 鲶 桥 村 开 始 结 对 联 建 ，杨 红 根 虽 然

眼睛不好，但踏实肯干，在溪望田野得到

了 一 份 长 期 稳 定 的 工 作 ，一 年 为 家 里 增

收 近 5 万 元 。 在 雷 溪 镇 鲶 桥 村 ，有 不 少

村民像杨红根一样，因企业与村庄“一对

一”结对联建而获益。

贵溪市雷溪镇，具有“四面逢源”的区

位优势和“良田千顷”的资源优势，乡镇内

建有万亩省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吸引

了贵溪国控农投、华业农业等农业企业入

驻。然而此前，企业与乡镇的联系并不十

分紧密，村集体多数是单打独斗，村集体

经济的发展有些后劲不足。

2022 年，贵溪市为破解部分村庄资源

要素短缺的发展难题，在“万企进万村”的

基础上，创新开展国企民企与农村党建联

建助力乡村振兴行动，推动优质企业党组

织与农村党组织开展结对联建，为全面推

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企业界的有力

支撑。趁着这股东风，雷溪镇根据“就近

就便就亲”的原则，推动村党支部择优与

党建工作硬、发展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的

企业“一对一”结对共建。目前，6 个村党

组织已与 6 家重点农业企业党组织完成结

对共建，结对双方签订《村企结对共建协

议书》，明确共建举措、确立共建目标，并

研究制订长效机制，找准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新路径。

据贵溪国控农投副总经理、溪望田野

负责人徐骏介绍，由国控农投控股的溪望

田与鲶桥村“一对一”结对联建中，坚持以

抱团发展的思路，突破单一局限，盘活村

集体现有土地，探索承包租赁、流转经营

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子。为了实现强村惠

企富民“三赢”，鲶桥村以乡村振兴衔接资

金投资入股溪望田野，建设了连栋大棚 1.6
万平方米、玻璃大棚 1000 平方米，出租给

溪望田野使用，每年分红 6 万元，连续分红

17 年。同时运用溪望田野的销售渠道，销

售村里面各类经营主体生产的农产品，壮

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

“一对一”，互利共赢。据贵溪市委组

织部部务委员王雨昕介绍，贵溪市以提升

组织力为重点，推动联建行政村与企业同

向发力，通过建立联合党（总）支部、联席

会议制度等多种形式，加强交流合作，形

成大事共议、要事共决、发展共谋的合作

形 式 。 截 至 目 前 ，37 对 结 对 村 企 联 合 开

展工作推进会 110 余次，建立村企党建联

建 的 长 效 发 展 机 制 ，发 挥 出“1+1＞2”的

效果。

激活“红引擎”
党建引领闯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在“村企党建联建”行动中，贵溪市重

点充分发挥联建村企党组织战斗堡垒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活党建引领的“红

引擎”，实现村企共融共赢的目标。

6 月 16 日 ，江 西 渥 泰 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司（以下简称渥泰环保）联合塘湾镇上

祝 村 开 展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省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获 得 者 、渥 泰 环 保 的 技 术 骨 干 王 旭 刚

为 企 业 和 上 祝 村 的 党 员 上 了 一 堂 党 课 ，

勉 励 党 员 实 干 担 当 树 立 标 杆 ，为 乡 村 振

兴贡献力量。事实上，去年以来，渥泰环

保 和 上 祝 村 已 经 开 展 了 10 余 次 村 企 党

建联建活动。

据上祝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陈歌

介 绍 ，上 祝 村 位 于 塘 湾 镇 南 部 山 区 ，是

“十四五”省定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和鹰

潭 市 红 色 名 村 ，上 祝 村 依 托 其 独 特 的 红

色资源打造了闽坑红色教育基地。在村

企 党 建 联 建 中 ，双 方 党 组 织 依 托 闽 坑 红

色 教 育 基 地 多 次 开 展 村 企 联 席 会 、互 上

党 课 以 及 共 同 开 展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等 等 ，

将 企 业 、村“ 两 委 ”以 及 村 民 紧 紧 结 合 起

来 、拧 成 一 股 绳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激 励 党

员 以 更 饱 满 的 热 情 投 入 到 村 企 产 业 发

展、乡村治理等工作中。

渥泰环保行政总监吴伟告诉记者，在

开 展 村 企 党 建 联 建 中 ，公 司 联 合 上 祝 村

“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多次座谈并组织考

察，制订乡村振兴的发展规划。渥泰环保

结合其生产线建设的丰富经验，指导上祝

村在原有罗汉果种植项目基础上，打造特

色生态罗汉果基地，派出党员开展生产管

理 及 污 水 处 理 等 工 作 ，提 供 包 括 净 水 设

备、技术服务等方面援助。接下来，村企

双方就发展罗汉果深加工发展进行深度

合作。

系 上“ 红 绳 子 ”，闯 出 新 路 子 。 据 介

绍，贵溪市通过村企党建联建这根“红绳

子”，激活双方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推

动企业党组织选派党员骨干到联建村帮

扶，选派村“两委”成员到联建企业参观学

习，提升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中干事创业

能力。

目 前 ，贵 溪 市 村 企 结 对 双 方 互 派 人

员 已 超 230 余 人 次 ，渥 泰 环 保 等 企 业 联

合结对村庄共同组建村企党建联建党员

先 锋 队 、志 愿 服 务 队 37 个 ，解 决 乡 村 振

兴 发 展 问 题 137 个 。 村 企 党 建 联 建 行 动

为贵溪市 37 个村集体经济增收共计 430
余万元，其中 11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50 万元。

熊文义正在修缮古木锁的钥匙。

清代三维木锁。明代城门木锁。清代三锁合一木锁。

“咔、咔、咔……”6 月 18 日，抚州市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木锁博

物馆内，伴随着几声脆响，几把明清古木锁尘封的时光被馆主熊文义再

次开启。“这是清代预设置木锁，可以说是现在指纹锁、密码锁、声控锁的

祖先……”在遍布各种古朴木锁的展厅内，熊文义热情地向游客们介绍

着他的收藏。

“锁痴”这个称呼，是对熊文义最好的肯定。12 岁左右，一次意外相遇，

让他和古木锁结缘，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搜寻木锁，他曾遍寻全国的古

玩市场，近 50 年时间里，收集了上万把木锁。他的收藏一度引起国际古锁

界的关注，美国刊物《美国古锁收藏家》曾专题报道了熊文义的中华木锁藏

品及研究成果，德国的世界古锁收藏家、欧洲锁具收藏创始人皮特在 2018
年慕名前来参观交流……

沙哑的声音，喉咙的伤疤，也是他与木锁友谊的见证。2012 年，熊文义

罹患喉癌，令他几乎崩溃。“我当时想着这些木锁，我想陪着他们，想让全世

界都了解木锁的故事。”熊文义说，靠着对收藏木锁的执着，他挺过了手术，

虽然声带受损，但他学会了腹语，依旧可以讲述木锁的故事。

横峰150亿元锂业项目开工
本 报 横 峰 讯 （通 讯 员刘向东）6 月 18 日 上 午 ，横 峰 县

2023 年第二季度工业项目开（竣）工，投资 150 亿元的赣锋锂

业正式开工建设。

近年来，横峰县坚持“项目为先、项目为大、项目为王”

的工作理念，抢抓锂新材料产业战略机遇，牢牢把握发展主

动权，聚焦全产业链发展锂新材料产业，因势而谋、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把矿产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高标准谋

划了占地 5000 余亩的锂新材料产业园，以赣锋锂业为龙头

企业，聚集锂盐加工、正极材料、铜箔铝箔、隔膜、铝结构件、

锂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打造锂产业全产业链；以南方钽铌

为龙头企业，利用锂矿尾料提炼钽、铌、铷、铯稀贵金属，建

设钽铌冶炼、钽铌靶材加工、钽铌电容器超导材料加工、铷

铯提炼的全产业链体系。同时，该县在锂钽铌原矿所在地

葛源，布局了采选矿项目。预计今年二三季度，首批签约锂

产业项目将陆续在园区开工建设，2024 年底前基本建成投

产。横峰县锂新材料产业园正努力朝着营收 500 亿元的目

标迈进。

2023 年端午佳节即将来临，今年的端

午节，在吃粽子、插艾和菖蒲这些端午习俗

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习俗在我省各地上演，

那就是龙舟竞渡。据悉，6 月 22 日端午节当

天，全省有 7 场龙舟赛举行，一幅幅锣鼓喧

天、桨浪翻飞、百舸争流的盛世图景将把今

年端午的节日气氛“拉满”。

龙舟劲舞，舞出民族文化底蕴和民族

精神。赛龙舟发源于中国，兴起于汉代，是

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项目。宋代时，很

多 地 方 赛 龙 舟 已 经 发 展 成 全 民 性 娱 乐 活

动，黄公绍有诗云：“好是年年三二月，湖边

日日看划船”。江西南北长,东西短，三面

环 山 ，流 下 2400 多 条 大 大 小 小 的 河 流 ，形

成赣江、抚河、信江、修河和饶河五条江河，

一起注入北边的鄱阳湖，流入长江，汇入大

海。河渠纵横，同时又雨水充沛，这让江西

各地很早就有端午赛龙舟的传统。时至今

日，龙南杨村龙舟赛、分宜洋江龙舟竞技、

青云谱舨王庙龙舟赛、万安龙舟赛等在当

地仍然颇具影响力。

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龙舟竞渡里蕴含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中华民族精神，

龙舟与端午节密切相关：包粽子、吃粽子、饮

雄黄酒、系五色丝、佩戴香囊、悬挂艾草等，

都包含着人们驱邪祛病的愿望。划龙舟更

有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寓意，尤其是

“点睛仪式”，直白表达了人民对生活的美好

祝愿。

龙舟劲舞，舞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美好愿景。2022 年 3 月，文化和旅游部等六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的意见》，明确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的时间表和任务书。文化是乡村振

兴的灵魂和根脉，是一个地方独有的特殊资

源，也是最吸引人，卖点最大、流量最大的特

殊资源。而只有那些弘扬传统、立足时代、

扎根乡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动力

的文化产业，才能真正开创乡村振兴新局

面。而龙舟比赛正是一项这样的活动，今天

我省乃至全国，都在争相举办龙舟赛事，也

正是对农耕文化中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的深入挖掘与大力弘扬。

龙舟劲舞，舞出了全民健身的新风尚。《南昌县志》里就

曾详细记录了赛龙舟的精彩场面：“龙舟有专以竞渡者，不载

旗帜，两船并斗，数里外但闻鼓声隐隐，瞬息即至，其捷如

飞。”可见，龙舟的竞技魅力从古至今都没变过。“坡上人呼霹

雳惊”“桥上桥下人如蚁”，龙舟竞渡以其独特的竞技性和娱

乐性吸引着群众的目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划

龙舟是一项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特点的特色运动项目，

又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势必会在全民健身计划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重午龙舟岁岁陈，轻凫飞燕各如云。在日益重视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龙舟劲舞的场面将会越来越

常见，参与的人群也会越来越广泛。飞舞的双桨中，展现的

是乡村振兴成果和传统文化魅力，一朵朵浪花里，映照出一

张张幸福的笑脸和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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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女湖区“润心行动”实现全覆盖
本报新余讯 （通讯员刘文军）“通过考前心理咨询辅导，

我轻装上阵，以阳光积极的心态乐观面对，高考发挥正常。”

来自北师大新余附校高三年级的李姓考生开心地说。近三

年来，针对中考和高考考生普遍存在的考前焦虑，新余市仙

女湖区积极推进“润心行动”，目前已投入专项资金 104 万元，

实现心理咨询教室中小学校全覆盖。

该区建立专职兼职心理咨询教师队伍；做好学生心理健

康全面筛查工作，定期分析评估并提供个性化的心理疏导、咨

询和稳定的危机评估与干预，建立个性化诊疗档案。北师大新

余附校通过问题辨析、角色扮演、游戏辅导、心理情景剧、团体

辅导、心理训练等形式，统筹利用综合实践课等开设心理健康

教育课，并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和课表，确保所有班级每两周不

少于 1课时，每学期至少开展 1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专

题班团队会。目前，仙女湖区在全区推广该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