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3年 7月 14日 星期五

■ 责任编辑 龚莉芹 陈 璐 经 济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

特约通讯员郑文斌）近年来，赣江新区永

修组团坚持把有机硅产业作为首位产业、

支柱产业来打造，依托江西星火化工实训

基 地 平 台 ，积 极 探 索“ 产 教 融 合 、育 训 一

体”的人才培育方式，不断提升“人才链+
产业链+科技链”融合指数，构建了有机硅

产业人才近悦远来的雁阵格局。

推动高质量产教融合。永修组团聚

焦有机硅产业发展需求，以星火有机硅化

工生产经验和天津大学化工原理技术为

基础，重点建设特种作业培训基地和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培考中心，通过与江西赣江

新区有机硅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高效对

接，推进化工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安

全生产“互联网+”培训线上平台和线下实

训有机结合的数字化智慧实训基地。联

合南昌航空大学、南昌大学开展学生实训

基地共建共享，先后被认定为江西省危险

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培训机构、江西省高

技能人才培训共建共享基地、九江市高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

实施数字化智慧教育。永修组团创

新教学方式，提升教学实效，解决实训难

题，依托 3D 虚拟仿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将传统培训教学模式，升级为“VR 辅助理

论教学+VR 仿真预实训+上手实操”的高

科技课堂，实现教育模式与教学方法双向

促进，构建适应新时代、新技术、新职教的

智慧教育新生态。同时，打造江西星火化

工实训基地，结合企业新员工入职培训、老

员工温习培训、人才技能提升和再教育等需

求，形成了安全生产培训、特种作业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等三大培训体系。目前，江西星

火化工实训基地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

讲师30余名，并建立了专兼职讲师团队。

共建多元化实训平台。永修组团充

分利用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等头部企业

的实践基地优势，为有机硅产业人才提供

从获取准入资格到技能等级提升全阶段

培训。同时，设立岗前化工实训，吸引在

校大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训，储备意向型化

工 从 业 人 员 ，壮 大 有 机 硅 产 业 技 能 人 才

库。目前，江西星火化工实训基地服务园

区有机硅企业达 55 家，举办特种作业等各

项培训共 175 期，累计培训 1.58 万人次，输

送高技能人才 207 人，推动青年人才向产

业一线集聚。

多平台建设 多元化实训

赣江新区永修组团产教融合助推有机硅产业发展

湖口机械化模式提高晚稻育秧质效
本报湖口讯 （全媒体记者凌瀚）眼下，早稻进入抽穗扬花

的结实期，晚稻育秧也已开始。为有效提高连作晚稻育秧的

质量和效率，湖口县大力推广机械化育秧模式进行集约化晚

稻育秧，为粮食生产夯实基础。目前，湖口县已建成集中化育

秧工厂 5个，单季集中育秧可满足 2.2万亩农田需求。

近日，在湖口县武山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的育秧工厂，近

10 米长的育秧流水线旁，工人们正将一个个育秧盘放置到传

送带上，机器自动装填基质、喷水、播种、覆土……不到 2 秒

钟，流水线便“吐”出一个制好的秧盘。“高速育秧流水线利用

机械臂，一小时大约可生产 1500 盘，一天作业 8 个小时，能生

产 1万多盘秧苗。”育秧操作员说。

“每年 6 月底至 7 月初开始晚稻育秧，7 月中下旬，早稻开

始大面积收割后，晚稻秧苗正好移栽，实现早晚稻种植无缝衔

接。”该中心副主任夏康告诉记者，“工厂化育秧出芽率基本在

98%以上，跟以往直播水稻相比，每亩可增产 200 余公斤。目

前，该中心已接到 2000余亩的晚稻育秧订单。”

会昌千亩灵芝迎丰收
本报会昌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 特约通讯员刘兆春）

7 月 11 日，走进会昌县中村乡洋光村生态灵芝种植基地，只见

一朵朵形似祥云的灵芝布满林间，农户们正忙着采摘。

“这里地处深山，生态环境好，种出的灵芝功效好、产量

高，一年可采两次，年亩产生灵芝 1000 公斤，效益很好。”种植

户刘炳禄满脸欣喜。当天采摘结束后，刘炳禄组织农户将生

灵芝第一时间送进烤箱烘干。由于灵芝药用价值高，备受顾

客青睐，市场前景广阔，基地还对灵芝进行深加工，走高端化

市场，产品远销国内外。

会昌县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80.87%。依托当地

林地资源，该县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推广“基地+农户”生

产经营模式，从品种选择、栽培、全育期生长管理以及加工销

售等方面，提供技术服务和专业指导，引导农民发展“林+菌”

“林+药”等特色产业，带动 200 余户农户实现增收。目前，该

县共种植灵芝 1000余亩，年产值超千万元。

上犹“云上”招投标提升效能
本报上犹讯 （全媒体记者曹章保）“现在竞标不用再跑现场了，省了很多

事。为上犹县行政审批局不断优化的服务点赞。”日前，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

近年来，针对传统招投标活动中存在的交易程序冗长、投标成本高、工作效

率低下、监管难等问题，上犹县行政审批局以“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为实施路

径，配备“不见面开标”系统，全面推行网上交易，实现投标“不出门”“零跑腿”，

为广大企业和居民办事提供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从“面对面”到“屏对屏”，上犹

县“云上”开标提了效能、降了成本，营造出统一规范、开放共享、运行高效、竞争

有序的招标投标环境。

▼ 7 月 8 日，新余市渝水区新溪乡上保村田间地头一片金黄，数台收割机穿梭其中，抢收水

稻。今年，该区早稻种植面积达 32.05 万亩，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割期。 本报全媒体记者 江拓华摄

◀ 7 月 10 日，靖安县仁首镇石下村农民在烈日下抢收早稻。靖安县数万亩富硒早稻迎来丰

收，各地农民战高温，加紧收割早稻。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 7 月 12 日，在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黄潭村，机械轰鸣，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农户利用

晴好天气抢收早稻，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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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修剪时，要把过密的枝条剪掉，保

证树形合理……”日前，在上犹县金峰生态农

林有限公司的 6000 亩油茶基地里，一排排整

齐的油茶树苗茁壮成长，专业技术人员正指

导 20 余名村民给油茶树修枝、施肥、垒土，为

油茶丰收增产打好基础。

近年来，金峰生态公司建成了现代化茶

油 加 工 体 系 ，集 油 茶 种 植 、加 工 、销 售 于 一

体 ，帮助周边 60 多户村民直接在家门口就

业，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户吃上“油茶饭”。

“今年 1 月，公司与江西农业大学共建的

赣南油茶科技小院正式揭牌，引进科研团队

40 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8 人。科技与人才

的有机结合，将为本地油茶产业发展升级插

上腾飞的翅膀。”金峰生态公司负责人吉贵林

说。据介绍，油茶科技小院采取“高校+企

业+农户”模式，围绕油茶人工管理成本高、

果实采后处理难、产品销售不畅、产品附加值

不高等问题，整合多方资源，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对当地农户进行技术培训，推动传

统油茶产业改造升级。

“在传统的油茶产业发展中，茶壳和榨完

油的茶粕只能丢弃或当作燃料，既浪费资源

又污染环境。”经营了多年榨油坊的村民廖良

明很是惋惜。经过充分调研论证，该县借助

油茶科技小院，引进皂角素生产项目，在茶

壳和茶粕中提取皂角素，用于生产药品、化

妆品和洗涤用品，延伸产业链下游产品，提

升油茶附加值，变废为宝，增强产业抵御风

险的能力。

近年来，上犹县把油茶产业生态化、现代

化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加大与科

研院所、高校的合作力度，建立油茶产业示范

基地、科研基地，大力发展油茶生态旅游，促

进当地农民持续增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三期
扩建工程预计年内动工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晖 实习生桂萱予）近日，记者从江

西机场集团获悉：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正式获批。这意味着该工程可于年内全面动工。

据悉，该扩建工程总投资约 243.9 亿元，按照满足年旅客

吞吐量 42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60 万吨规划设计，将进一步

提升昌北国际机场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为我省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铅山孵化基地促创业就业
本报铅山讯 （通讯员杨扬、陈艳群）近年来，铅山县通过

加强政策引导、提升服务等措施，全面推进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目前，该县拥有省级、市级、县级创业

孵化基地4个，入驻企业99家，提供实际就业岗位2000余个。

加强政策引导，增强载体吸引力。铅山县对入驻创业孵

化基地的企业，按每月实际费用的 60%给予补贴，去年至今，

共发放孵化基地运行费用补贴 200 余万元；对新认定的省级、

市级、县级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分别给予 10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运行良好、孵化效果明显的省、市、县创业

基地分别给予 20万元、15万元、10万元的运行费补助。

提升服务，激发创新源动力。铅山县建立重点孵化项目

培育库，重点梳理自有项目以及引进的重点孵化项目；组织孵

化器、众创空间从业人员参加从业人员资格培训，实现 100%
持证上岗；积极发动在孵企业参与高校毕业生招聘，持续开展

高层次人才引进、孵化企业及团队引进等活动。

科技助力村民吃上“油茶饭”
赖圣坊 本报全媒体记者 唐 燕

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新余讯 （通讯员陈满莲）近年来，新余高新区水西镇丁下村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该村创新载体平台，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作用，推动基层

各项工作全面进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该村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破解村级集体经济“空

壳”等问题。通过发展蔬菜产业、果业、乡村文旅产业等，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增

长和村民增收。同时，建立健全党员干部与群众联户结对机制，采取“一联一”

“一联多”等形式，实现了“家家有党员联系户、户户见党员”的目标，全村各项工

作有序推进。此外，该村流转盘活闲置土地，促进农业产业收入和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实现增长。

“法律明白人”助力建设法治乡村
“法律明白人”是法治乡村建设的带头人，在遴选任用过

程中，奉新县上富镇以“比创新，争先行；比攻坚，争先锋；比效

能，争先进”“三比三争”活动为抓手，统筹指导各村坚持工作

原则、严把遴选关口，扎实推进乡村“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

据了解，上富镇主要从村干部、党员、人民调解员、大学生

村官、致富能手等 11 类人中优先遴选“法律明白人”，以村（社

区）为单位，按照村民自荐或村两委推荐、考核上岗的程序，认

定“法律明白人”。除利用集中培训、驻村法律顾问进村培训等

传统方式，还利用干部远程教育系统、农民夜校、基层社会治理

视频系统，定期开展主题普法讲座、直播间，完善“法律明白人”

培训体系，提升了“法律明白人”学法主动性，提高了培训实效。

“法律明白人”来自群众、服务群众，长期生产生活工作在

基层一线，亲缘、地缘优势明显，在化解群众矛盾纠纷方面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上富镇不断引导“法律明白人”深入群众，

走访乡里乡亲，将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所怨，整理成

社情民意信息，收集并上报，及时掌握基层治理动态，对症下

药，成为法治乡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张晋飞）

网格办实事 为民践初心
“纠纷调处半个月，各让一步皆欢喜。”“路面一直都有保

洁员在扫，可树叶掉得太多，志愿者加入后轮流打扫保持了干

净”……在上栗县鸡冠山乡恢柳村文化小广场，村里的网格员

正在开民情碰头会。

像这样的民情碰头会，鸡冠山乡恢柳村党支部每个月都会

召开一次。鸡冠山乡党委委员谢莉祥说：“通过民情碰头会，网格

员成为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惠民惠农传播员、情况报送反馈员。”

近年来，鸡冠山乡以党支部为引导，用贴心网格运行机

制，提出了“党支部+网格员+小组长+志愿者”乡村社会治理

模式，在全乡划分 190 个网格，推选村里党员、志愿者、退伍军

人、“五老”乡贤等人员担任网格员，负责宣传相关政策、收集

民情民意，确保人居环境治理、调解邻里纠纷、促进产业发展

等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鸡冠山乡还充分调动村民

参与村务工作积极性，累计调处辖区内矛盾纠纷 80 多起。一

个个小网格，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不断拉近

党群干群关系。 （杨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