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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信丰高新技术产业园的江西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批精密结构件。据了解，近年来，该县主攻 PCB 和

智能装备制造两个重点细分领域，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摄

◀7 月 5 日，瑞昌经开区智造小镇九江畔月照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出口订单。该公司是一家集研发、销售 LED 灯丝灯为

主的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特约通讯员 魏东升摄

近年来，我省通过建立健全节水

管理制度、精细化用水管理、推动工业

废水高效循环利用等方式，提升水资

源利用效率，节水成效明显——提前 3
年完成“十四五”期间国家节水型社会

建 设 达 标 县 任 务 ；2022 年 全 省 万 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分别较 2020年下降 20.1%和 33.6%。

分区计量减少“跑冒滴漏”

日前，景德镇成为我省首个国家

节水型城市。荣誉的背后离不开该市

在加大节水投入、推广节水技术等方

面精细化管理水资源的努力。

大屏幕上，信号闪烁，景德镇水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智 慧 水 务 ”平 台 实 时

“紧盯”耗水情况。“精打细算，年节水

约 160万吨。”公司副总经理樊明介绍。

今年 5月，景德镇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管网维护抢修相关负责人巢建福从

“智慧水务”平台发现昌河生活小区存

在用水异常情况，立即派出专人进行现场勘查、维修，当

天小区用水就恢复了正常。

昌河生活小区属于景德镇市老旧小区，住户规模超

1 万户。由于小区建立时间较早，内部自来水管道老化

严重，加上与附近城中村存在管网互通情况，致使小区自

来水漏损率一度居高不下。

如何精细化地对昌河生活小区用水情况进行管理，

减少“跑冒滴漏”，提高用水效率？“我们多方讨论之后，确

定对昌河生活小区用水进行 DMA 分区管理。”樊明口中

的“DMA”是指在供配水管理系统中，将供水区域划分为

若干层级的独立区域，采取关闭阀门或安装流量计的方

式，对该区域的水量进行计量的一种方式。

“我们借助小区雨污分流改造的契机，对昌河生活小

区自来水管道进行改造，划分为 5 级计量区域，共安装各

级流量仪 28只。”巢建福说道。

2020 年 5 月，景德镇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共投入资金

200 余万元，对昌河生活小区自来水管网进行一户一表

改造，惠及住户 3000 余户。改造后，昌河生活小区每月

用水量从原来 27万余吨下降到 14万余吨。

让工业废水“重获新生”

在方大九钢终端水处理厂房旁，两个景观鱼池中喷

泉叮咚，金鱼在清水中畅游嬉戏。这两个景观鱼池中所

使用的清水，正是该公司污水系统处理后的工业废水。

作为沿江工业企业，方大九钢大力发展终端污水处

理与二次回水系统等水处理设施，工业水重复利用率超

出钢铁行业清洁生产一级标准。

“处理后的工业废水不但可以养鱼，经深度处理后还

能直接喝。”日前，方大九钢迎来一批参访人员，该公司动

力厂供水车间副主任谢海洪从深度水处理直饮水龙头下

放出清澈的水，向大家介绍污水处理的工艺流程。

截至目前，方大九钢已累计投入 9800 余万元用于建

设各类水处理设施，吨钢取水量和废水排放量等能耗指

标不断下降。2022 年，方大九钢从长江取水量较 2021 年

下降 57 万吨、下降 3.5%，吨钢取水量下降 2%，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突破 97%，并获评江西省节水型企业和九江

市水效领跑者。

方大九钢绿色发展的生态优势逐步转变为经济优

势，2022 年实现销售收入超 280 亿元，多项主要经济指标

排名行业前列。今年上半年，方大九钢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124.68亿元。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

身处丰水区的江西为何如此重视节水工作？从水资

源总量和人均量来看，我省均列全国第七位，但人均水资

源量仅为世界人均的 40%，加上“资源型”“工程型”和“发

展型”缺水等现象时有发生，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破解矛盾的关键就在于精细化管理好水资源。近年

来，我省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在农业节水方面，加

强灌区节水改造，大力推广喷灌、滴灌、雾灌等节水灌溉

技术，不断提高农田水灌溉利用系数；工业节水方面，改

进用水工艺，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降低用水量；城

镇节水方面，开展供水管网节水诊断和改造，大幅降低供

水管网漏损。同时，加快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加强用水

计量监控、推广使用节水型器具。

记者采访发现，我省在做好节水工作方面仍然面临

不少挑战。例如，群众水忧患意识、节水意识不强，钢铁、

化工等高耗水工业企业存在用水量大、用水效率低等

问题。

精细化管理水资源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地需要继续

做好教育引导，唤醒公众节约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节水

的氛围；依靠科技进步推广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提高节

水效率；以问题为导向，补齐节水制度管理短板，推动节

水管理制度化、长效化发展。

■ 责任编辑 袁 华 舒艳秋 美术编辑 刘济海

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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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安县作为原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有着深厚的红色

历史文化底蕴。目前，存有各种形式的红军标语 3826
条，被誉为“红军标语第一县”。这些绽放着历史光芒的

红军标语，就像铭刻在大地上的红色印记，熠熠生辉。

众多标语为何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乐安采取了哪

些做法？怎样挖掘和解读红军标语？历经岁月沧桑的标

语在今天又该如何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守护曾经的记忆

1933 年 5 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在乐安县湖坪乡进行

军事整编。湖坪乡湖坪村汉上村小组的伟佐两先生祠

是 当 年 红 军 驻 地 ，屋 内 共 留 下 文 字 标 语 、漫 画 30 余 条

（幅）。

“小时候，爷爷就常常指着墙上的标语，和我讲红军

的故事。”说起红军标语，居住在这里的王宗耀总是感慨

万分。1939 年出生的他，是一位有着 53 年党龄的老党

员，一直居住在这间屋子里，作为红军标语的守护者和

传承者，他也常学着爷爷的样子，对儿女们讲“墙上的故

事”。为了保护好标语，他从不允许孩子们在墙上乱涂

乱画。

“像王宗耀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用心用情保护着

红军标语。”乐安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文物保护股

股长丁虎新介绍，乐安通过“认保”等方式，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保护红军标语，已有 26 个单位或个人通过“认保”自

筹资金 120 万元，对 26 处红军标语依附的建筑进行维修

和管理。

万崇镇池头村的“秀挹南山”老宅是万崇区苏维埃政府

旧址，有120余条红军标语。一直以来，87岁的邱希仁老人

和小他3岁的侄子邱惠仁，共同守护这座宅院里的标语。

“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从父辈手中接过‘接力棒’，

去年邱惠仁去世后，我儿子就加入进来了。”邱希仁介绍，

他们一家三代党员，将这些标语视若生命。曾经住在老

屋的 8 户人家捐款对其进行了全面修缮，乐安农商银行

等单位也对这间老屋进行了“认保”和捐款修缮。

此外，乐安还将红军标语保护工作纳入传统村落、

秀美乡村、红色旅游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等工作。

“我们投资 2000 万元将湖坪乡国宝公祠改造成红军标

语博物馆，投资 1500 万元对谷岗乡登仙桥村进行村庄

整治和建设，投资 1400 万元在南村乡打造南村红色小

镇。”丁虎新说，乐安还为每个开展红军标语保护工作的

村小组配备了 1 至 2 名红军标语保护员，对红军标语进

行守护。

针对因风雨侵蚀而损坏的红军标语，乐安聘请专业

文保公司，采取部分截取、原址保护、现场修复等措施进

行抢救性保护，目前已对 60 余栋红军标语建筑进行了抢

救性维修。同时，采取摄像、摄影等数字化手段，收集、记

录红军标语基本信息，逐条建账，建立健全红色标语动态

信息和数据库。

解读墙上的历史

“这是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登仙桥伏击战的场景，

敌军虽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但是仍被红军歼灭。”

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解说员刘睿芳，正在为研学学生

和游客解读登仙桥大捷漫画。

“全县普查登记的红军标语有 3826 条，分布在 15 个

乡镇 53 个行政村 83 个村小组 220 处（个）建筑物（载体）

上，有的信息残缺，有的字迹模糊，这些信息如何辨认，又

该如何认证和解读？”丁虎新说，2016 年乐安被列为江西

省红军标语保护利用试点县后，县里聘请了 6 名党史、军

史、地方史等专业人员，组成普查组，深入标语现场进行

调查、考证、鉴定等。

“我们到现场，向村民了解标语故事，向专家求证，充

分收集、挖掘和编撰经典红色故事，出版了《乐安红印》

《乐安红军标语精选》《巾帼血染芙蓉山》等书籍，对红军

标语进行全面阐述，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红军标语背后

的故事。”丁虎新介绍。

“县里专门聘请了抚州市党史专家作为党史顾问，就

普查出来的红军标语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进行详实考

证；与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院、陕西师范大学、江西

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

学者开展合作，对红军标语的保护、解读和利用进行研

究。”乐安县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周志华说。

穿越时光的延续

红军标语是见证中国革命历史风云的“活化石”，它

为传播革命真理、组织发动群众、瓦解震慑敌人等，提供

了巨大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思想武器。

“标语也是墙报的一种，而墙报作为‘全党办报’宣传

理念的实现手段之一，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舆论宣传

工作仍有启迪作用。我们将借助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传

播形式和载体，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

众。”乐安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游咏梅说。

沧海桑田，岁月流变。曾经的红军标语起着宣传教

育的作用，今天的乐安继续以实物、实景、实例、实事为载

体，强化红军标语的宣传教育属性。

“我们将红军标语编辑成书，推进红军标语进教材、

进机关、进社区等；举办形式多样的红军标语展览，在红

军标语较多的 16 个村实行‘一村一图展’；开展‘融媒红

色行’‘红色探源’等活动，创新红军标语的传播和宣传；

将墙上的《反对开小差的歌》重新谱曲成歌推广传唱；精

心创作情景剧《芙蓉山五女跳崖》《永不磨灭的红色印

记》，通过送戏下乡常态化演出宣传……”周志华介绍。

为进一步活化教育宣传场景，乐安把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地、红军标语聚集地等高标准打造成红色景点，积极

推动红色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加大力度申报国家级和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 年以来，我县先后建成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

馆等 5 家红色展馆，每年接待游客超 100 万人次。”乐安

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在打造“千

古第一村”“千年古樟林”“千尺飞瀑群”“千仞道仙山”

基础上，乐安将“千条红军标语”也纳入全县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精心打造“五千”旅游品牌，规划了“重温毛泽东

足迹”“重走红一方面军征程”等红色线路，将散落的红

色景点、革命遗址串联起来，擦亮“红军标语第一县”红

色名片。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熊修吉）为落实省委省政府稳

就业决策部署，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校毕业生

高质量充分就业，日前，省工商联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

“百城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据统计，本次行

动共动员 4904 家企业发布 8.45 万余个适合高校毕业生

的优质岗位，对接求职人员超 10 万人，签订就业协议

2.75万份。

为扎实开展“百城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

省工商联强化沟通协调，注重部门协作，推动形成工商

联、政府部门、高校、商会和企业多方联动携手促就业的

合力，打出了一套有力度、有温度的促就业组合拳。

岗位怎么做到“人岗匹配”、公司发展前景如何……

围绕这些高校毕业生关注的问题，省工商联发动基层工

商联组织、所属商会全面摸排民营企业岗位需求，广泛

收集汇总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岗位，并运用“互联

网+就业”新模式，搭建线上供需平台，多渠道发布岗位

信息，实现了用人单位和专业人才的深度了解、精准对

接。行动期间，省工商联还联合各方开展了多场校企面

对面座谈会以及系列线下专场招聘活动。

目前，全省共有 10 个城市、65 所高校参与了“百城

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累计举办线下大中城

市系列招聘活动 92 场次，线上招聘活动 127 场次，校企

面对面活动 67 次。全省共开展就业指导 34 次、宣讲会

36次、其他就业指导服务 14次。

“下一步，省工商联将按照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

动的有关要求，继续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搭建商会、企业

与高校的交流合作平台，提升就业服务的精准度，开展

企业高管进校园、大学生入企参观等活动，完善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体系，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省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精
打
细
算
水
长
流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舒
海
军

7 月 17 日，奉新县甘坊镇组织开展“七彩假日”书法课堂

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图为书法爱好者教孩子们正确的握笔姿势。

通讯员 闵婉蓉摄

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乐安县建设“红色保护带”让红军标语焕发时代光芒

谢龙龙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多部门合力送上就业“礼包”
共提供8.45万余个岗位供高校毕业生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