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丰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江西正导精密线材有限公司厂房内，员工们忙碌地工作。该公司

是一家从事极细铜导体研发与制作各类微细精密线材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军工、工业机器人、5G网络等领域。 本报全媒体记者 田 野摄
“小巨人”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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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服务暖人心
“我们是民营企业员工，以前下班后很难找个可以打打篮

球、减减压的地方，即使有也要跑很远，现在对面的学校对外

开放了，我们不仅可以打篮球，还可以开展其他文体活动。”江

西马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职工蒋刚高兴地说。

近年来，南昌市西湖区总工会按照“共享、共建、共管”理

念，优化服务阵地建设，惠及全区职工、新业态群体，全面构建

“15 分钟文体活动服务圈”。通过不断加大资金投入，西湖区

总工会对辖区东部广南学校、南部朝阳小学、西部桃花学校、

北部珠市学校云飞路校区、中部站前路学校朝阳校区等 10 多

所校区挂牌，打造职工文体活动场所。场所定时开放后，西湖

区的职工凭卡可登记预约，免费入场活动。

西湖区总工会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组织召开有区人大代

表、区政协委员、党外人士、市民群众等人参加的座谈会，面对

面听取民意、点对点了解诉求。根据各方意见建议，西湖区总

工会依托社区（村）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 28 家爱心驿站，为

劳动者提供温馨服务。西湖区农民工（散工）户外劳动者服务

站点（散工驿站）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 2022 年“最美工会户外

劳动者服务站点”。

今年以来，西湖区总工会创新成立的“党建引领工建、工

建服务党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联合工会，得到中华全国总工

会的称赞。 （廖永明 汤庆康）

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自南昌经开区蛟桥街道纪工委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

治工作以来，在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一些违纪违法党员干

部主动投案。近日，蛟桥街道行政执法办三名带班小组长主

动投案，并上交廉政账户涉案款项 4 万元。

为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工作，蛟桥街道纪工

委强举措、出实招，打出系列组合拳，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深

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工作。

强化政治监督，通过街道党工委会议研究通过优化营商

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推动政治责任和工作责任双落实，督

促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切实扛起主体责任、相关部

门担起职能责任，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落地生根。加强监督检

查，通过起底信访举报投诉件、实地走访、明察暗访、“体验式”

“蹲点式”“履带式”监督等方式，持续加强专项检查和日常监

督，着力发现破坏营商环境、侵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等突出问

题。严格执纪问责，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加强线索搜集

和循线深挖，围绕政策落实不到位、推进重大项目履职不力、

服务企业不作为、作风不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等问题，一经

发现，严肃查处。

该街道纪工委坚决贯彻落实“作风提升年”及优化营商环

境专项整治工作目标，持续把营商环境纳入日常监督重点，不

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严肃查处损害营商环境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全力督促职能部门改作风、优服务、提质效，为该街

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吕桂环）

2022 年 ，南 昌 市 红 谷 滩 区 在 推 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工业

节能减排工作，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有效降低工业能耗。去年，该区工业

企 业 能 耗 由 516 吨 标 准 煤 降 至 342 吨

标准煤，同比下降 33.77%，单位工业增

加 值 能 耗 同 比 下 降 37.5% ，在 南 昌 市

2022 年度工业节能工作差异化考核中

位列第一。

该区积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把

节能减排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

动绿色转型、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城市

品质的重要举措，形成了政府引导、企

业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局面。

该区注重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工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VR 产业

等新兴产业，加快了产业结构转型和技

术水平提升；鼓励企业开展节能技术改

造和管理创新，推广应用高效节能设备

和产品，实现了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

用；支持企业申报国家、省、市节能奖补

和贴息贷款项目，为企业节能投入提供

资金保障；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指导和服

务保障，定期开展节能检查和考核，并

及时表彰奖励节能先进企业。

在加强宣传教育和示范引领的同

时，该区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

刊等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国家和地方关

于节能减排的法律法规、先进经验等内

容，组织开展世界环境日、节能宣传周

等各类节能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节能

减排的认识和参与度，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洪能轩）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有这

样一支特殊的队伍，她们为了一个共

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组成了“爱心妈

妈”志愿服务队，用 13 年的真情和母

爱对从西藏来南昌求学的孩子进行关

心、帮助。

据 了 解 ，这 支 队 伍 成 立 于 2010

年，为“民族团结、传播爱心”而相聚到

一起。“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共有 100

多名队员，她们都是塘山镇各村（社

区）的汉族居民。在队里，年龄最大的

“爱心妈妈”有 70 多岁，最小的也已 50

岁。2010 年 9 月，省电子信息工程学

校首次招收了 45 名西藏学生。“爱心

妈妈”为了给予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

关心关怀，自制爱心联系卡，与他们分

别结对认亲。

2015 年，尼泊尔地震波及西藏，省

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2 名西藏学生家中

的房屋被震裂，牵动着“爱心妈妈”的

心。在她们的倡议下，塘山镇各村（社

区）展开了募捐活动，当地群众踊跃捐

款 ，帮 助 这 2 名 西 藏 学 生 重 建 家 园 。

同年秋季，“爱心妈妈”又走出塘山镇，

与南昌市十七中的 262 名藏族学生结

对认亲。截至目前，接受过“爱心妈

妈”志愿服务队帮助的藏族孩子累计

已有 1000 多人。“爱心妈妈”还开展“兴家风、淳

民风、正社风”志愿服务活动 320 余次。13 年

来，来自“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的慈善捐款累

计 8 万多元，200 多名困难群众得到了她们的直

接帮助。 （姜 蕊）

暑期来临，旅游市场火热。在井冈

山旅游新“打卡地”——天工开物坊，进

贤县文港镇生产的毛笔、文创产品、非

遗旅游商品吸引了各地游客驻足观看、

购买体验。在天工开物坊文港毛笔展

厅里，文港微雕、印泥、烙画，以及栩栩

如生的系列文创产品，涌动着富有生命

力的文化力量。

进贤文港毛笔源于东晋、兴于唐、

盛于宋，至今已有 1600 多年历史。如

今，文港镇是“家家出笔工，户户会制

笔”，百道工序彰显质朴匠心，呈现出

“笔不到文港不齐”的盛况。近年来，文

港镇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大力

建设、宣传和推广“晏殊故里·进贤文

笔”区域公用品牌，以此作为推动文化

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2021 年，文港

毛笔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第五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2022 年，“文港毛笔”

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荣获最受

欢迎的江西十大地域消费品牌，文港毛

笔制作技艺获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生产性示范基地。

创新是最好的继承。近年来，文港

镇深入挖掘毛笔文化的精髓和内涵，用

文港毛笔创意讲好中国故事，拓宽设计

思路，将毛笔文化与红色文化、陶瓷文

化跨界融合，打造了文港毛笔“爆款”系

列文创产品。如今，文港毛笔已成为热

销的文创产品、旅游商品，独特的地域

元素和文化创意推动着“晏殊故里·进

贤文笔”区域品牌发扬光大，助推文港

镇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周苏雁）

红谷滩区有效降低工业能耗

文港毛笔成井冈山畅销旅游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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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耕地保护工作，瑞昌市统筹谋

划、积 极 探 索 ，采 取“ 长 牙 齿 ”的 硬 措 施 ，

加强土地整治工作，强化耕地占补平衡，

守 牢 耕 地 保 护 红 线 底 线 ，夯 实 粮 食 安 全

基石。

增数量 让撂荒地变回致富田

雨过天晴，瑞昌市桂林街道六合村的

一个废弃采矿坑内，为了造地覆盖近 20 米

的土层散发出阵阵泥土的芳香。“谁能想

到这 80 多亩的采矿坑曾是无人问津的撂

荒地，现在经过盘活土地资源，将建成肥

沃 的 高 标 准 农 田 ，让 撂 荒 地 变 回 致 富

田。”六合村党支部书记曹兆祥脸上洋溢

着笑容。

据了解，六合村山多地少，全村 1000

多人口，可使用的耕地却不到 1000 亩。“为

了讨生活，不少村民在犄角旮旯里种点粮

食，还是吃不饱，只好去外地打工。”曹兆

祥说，待土地平整改成旱地后，将土地流

转给村民种植玉米、棉花等经济作物，提

高土地效益。

六合村的荒地变良田是瑞昌市开展

耕 地 撂 荒 整 治 专 项 行 动 的 一 个 生 动 缩

影。近年来，为了盘活撂荒土地，落实耕

地保护责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瑞昌市

通过“专项整治+复耕复种+产业合作化”

模式，调查盘点撂荒土地情况，制定整改

方案，建立整改台账，按照“宜耕则耕 宜

林则林”的原则，唤醒“沉睡资产”，提升恢

复耕地的含金量，提高农业效益质量，打

通耕地恢复到农民增收的“最后一公里”，

让撂荒地变回致富田。

提质量 把旱地改为肥沃良田

在瑞昌市桂林街道石山村 500 多亩农

田里，一台台自动化插秧机来回穿梭，将

一排排秧苗整齐地栽到水田。看着农田

快速披上嫩绿的新装，种粮大户董礼荣喜

笑颜开。

一年多以前，该片区 1900 多亩旱地，

由零零碎碎的“巴掌田”组成，土地大小不

一、高低不平，土壤肥力不足，大多数长期

处于撂荒状态，少数薄田零零散散地种植

一些蔬菜，经济效益极低。去年 12 月，瑞

昌市自然资源局启动桂林街道石山村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改造面积 1926
亩，今年 5 月完工。如今，改造后的水田方

方正正，3.5 米宽的田间道方便机械通行。

石山村党支部书记董圣旭介绍，村里统一

将改造后的水田流转给种植大户，村民既

能 收 租 又 能 在 地 里 务 工 ，拓 宽 了 增 收 渠

道。改造后的农田预计每亩可增收500元。

为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瑞昌市

按照“占水田补水田，占优补优”的要求，

对全市各类重点项目和集体农用地转集

体 建 设 用 地 占 用 耕 地 ，落 实 耕 地 占 补 平

衡。项目以土地开发治理工作为抓手，实

行“田、水、路”综合治理，完善灌排基础设

施，提高抗旱排涝能力，完善农业生产道

路系统，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需求，提高

耕地质量，保障粮食安全。近 5 年来，瑞

昌市通过土地开发项目新增耕地 7274 亩，

通过旱改水项目新增水田 1903 亩。今年

计划再实施一批土地开发及旱地改水田

项目，预计可新增耕地 1008 亩、新增水田

218亩。

荒地变致富田 旱地成肥沃田

瑞昌加强土地整治护航粮食安全
易永艳

长江干流江西段崩岸
应急治理工程湖口段基本完工

本报湖口讯 （全媒体记者凌瀚 通讯员徐会刚）长江干流

江西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湖口段，经过 20 多个月的紧张施

工，目前已基本完工。该工程对维护长江岸线稳定、消除防洪

安全隐患、保护沿线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将发挥重要作用。

沿长江堤岸望去，昔日杂草丛生、堤岸崩坍的岸线，统一

穿上了精心设计的护岸“铠甲”。据了解，长江干流江西段崩

岸应急治理工程项目，是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

三峡后续工作重点支持项目。工程批复投资 13.45 亿元，于

2021 年 11 月开工建设，治理崩岸 17 段，护岸总长 65.4 公里。

其中涉及湖口段的 11.8 万平方米一级坡护坡雷诺护垫和 4.6
万平方米二级坡护坡砼植生块已全面完成施工，只剩下不到

1 公里的二级马道辅助工程，预计 7 月底可全部完工，10 月可

完成工程验收。

盛夏时节，走进萍乡市玉女峰林场，记者被树干上

一圈一圈的绿色“围脖”所吸引。“这‘围脖’是铁皮石

斛。”在工作人员指引下，顺着透进林中的阳光，只见一

株株青翠的石斛苗正在水雾中生长着。

为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子，玉女峰林场工作人

员多番尝试，却一直没有找到好的种植品种。“一次偶

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些野生的铁皮石斛，于是萌生了仿

野生栽培铁皮石斛的想法。”玉女峰林场宣风分场负责

人钟垒介绍，今年 3 月，林场在 160 亩山林里进行仿野

生栽培铁皮石斛，采用在树干上附生铁皮石斛方式栽

培，保持铁皮石斛的原生态品质。

“这里林地密度大，空气湿度大，非常适合仿野生

栽培铁皮石斛。你看，这些石斛都长得很好，明年就可

见效益了。”钟垒掰着手指头算起账：每棵大树可附生 4
个铁皮石斛，亩产石斛鲜条达 75 公斤，亩均效益 1 万余

元，带动周边林农 100 余人务工，年人均收入可超 9000
元。“铁皮石斛‘上树’，一次种植成功附生，便可永久

采收，守了几十年的青山就要变成‘金山’了。”林农们

笑着说。

树干上爬满了铁皮石斛，也“爬”活了林下经济。

近两年来，萍乡市玉女峰林场践行“两山”理念，坚持党

建引领，充分发挥生态良好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

林下经济，走出了一条富民之路，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丰收。

铁皮石斛上树 “爬”出致富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进文

“火炬创新积分贷”落户
南昌高新区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日前，位于南昌高

新区的双胞胎（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获批中国农业银行

“火炬创新积分贷”专项信贷 500 万元，成为中国农业银行

推出“火炬创新积分贷”专项信贷产品的首家企业。据了

解，“火炬创新积分贷”是中国农业银行依托科技部火炬

中心企业创新积分制推出的专项信贷产品，是推动科技

金融工作落地见效的有效实践，旨在为全国高新区优质

科创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或固定资产贷款。

该专项信贷主要针对科技部火炬中心年度公布的创

新积分高于 60 分企业以及国家高新区评定的创新积分排

名前 10%的头部企业。为了让企业能第一时间享受到“火

炬创新积分贷”的金融惠利，南昌高新区积极与有关金融

部门对接，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7 月 10日，奉新县干洲镇溪泮村，小龙虾养殖户正在捕捞

小龙虾，准备投放市场销售。近年来，该镇大力发展特色种养

产业，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王 萍摄

铜鼓小竹签做成大产业
本报铜鼓讯 （全媒体记者朱华 通讯员刘辉）很多网友

还记得，今年山东淄博烧烤火爆网络时，一条“淄博烧烤用

上铜鼓竹签”的消息也跃上热搜。而铜鼓竹签，大多产自该

县排埠镇。

近年来，排埠镇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将竹产业作为富民强镇的支柱产业来打造，大力发展毛竹深

精加工，产品涉及竹筷、竹签、竹家具、竹炭、竹工艺品等。为

做大做强竹产业，排埠镇成立企业商会，探索“一企兴一村，一

村帮一企”的村企互助模式，新建上万平方米就业帮扶车间，

解决企业用地难、用工难问题，引导企业良性发展，产业集聚

效应凸显。

该镇还采取“党支部+专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

引导群众积极通过土地流转、带资入股、劳务雇佣等方式，加

入竹加工企业；鼓励企业建立网上销售平台，八成竹产品通过

网上销售。目前，排埠镇已拥有“签般好”“伟山”等自主竹产

品品牌十余个，竹产业年产值超 1.5亿元，产品远销欧美、东南

亚等地，年出口创汇达 3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