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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饶讯 （全媒体记者余燕 通讯

员赵双琴）“现在卫生环境好多了。”近日，

面对回访的万年县纪委监委干部，陈营镇

滨西社区居民胡斌感慨道。此前，陈营镇

纪委在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

发现，有居民反映润丰广场北侧一处杂乱

不堪的垃圾堆放点长期未清理，居民看着

堵心。对此，万年县纪委监委提级督办，

督促县城管部门组织人员尽快清运垃圾，

同时推动职能部门厘清管理范围、保障垃

圾清运和规范处置工作，事情很快得到妥

善解决。

为进一步畅通基层小微权力监督渠

道，自 2022 年 7 月起，上饶市在鄱阳县、玉

山县和万年县试点运行小微权力“监督一

点通”平台，建立由市纪委监委统筹谋划、

县（市、区）纪委监委主抓、职能部门协调

联动、乡（镇）推动落实、村（社区）全面应

用的“五联动”工作机制，促进监督直达民

生一线，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群众足不出户便可全程监督，实现

问题反映‘一键通达’。”据该市纪委监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3 个试点县根据基础清

单 并 结 合 本 地 实 际 ，进 一 步 细 化 党 务 村

（居）务工作、集体“三资”管理、民生服务

项目等 40 余项监督事项，明确办理流程、

责任部门和办理时限，建立投诉问题快速

受理、归口交办、跟踪督促、限时办结和及

时反馈全过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得到及时高效解决。

“对未受理的投诉件，第一时间通知

相关监督部门受理转办。”鄱阳县纪委监

委信访室工作人员介绍，该县信访室全程

监 督 办 理 过 程 ，对 群 众 诉 求 坚 持 即 收 即

转、快办快结，平台上线以来，办结率不低

于 90%，群众满意度达 90%以上，信访量同

比下降 17%。

“ 动 动 手 指 就 能 看 到 惠 民 资 金 的 去

向，还能实时反映问题、参与监督，大家更

放心了。”玉山县横街镇塘尾村村民李大

爷说。该县动态更新小微权力清单，重新

梳理确定了 6项 42类小微权力清单进行公

示。目前，平台已覆盖试点县 60 个街镇

1008 个村居，公示村级事务、集体“三资”

管理等相关信息 1.8万余条。

为做好平台推广运用工作，各试点县

采取“线上+线下”联动，通过门户网站、新媒

体平台和村（社区）公告栏等载体开展宣传，

进村入户向群众讲解使用方法和操作流

程，让群众看得懂、会操作、能监督。自2022
年7月上线以来，平台总访问量740余万次，

收到群众投诉问题114件，办结 112件。

聚乡贤之力助振兴
本报丰城讯 （全媒体记者卞晔 通讯

员陈燕清）近年来，丰城市铁路镇创新开

展 乡 贤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赋 能 基 层 社 会 治

理，助力乡村振兴。

该镇安排各村（居）对乡贤能人实行

“一人一表”登记建档入库，建立全镇乡贤

人才库，鼓励他们以多种形式、多种身份

参与乡村建设。在此基础上，搭建平台，

积极促成鞋业加工、畜禽养殖、蔬菜种植、

花卉果木等优势产业建立专业合作社，让

各类乡贤能人担任领头人。同时，推行乡

贤 农 村 议 事 制 度 ，引 导 乡 贤 参 与 矛 盾 化

解、治安防控、文明创建、环境保护、法治

宣教、公益服务、民主协商、村务监督等乡

村治理活动，充分激发乡贤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的热情。如今，邻里矛盾少了，乡风

更文明了。

永丰完成本年度转业士官安置工作
本报永丰讯 （通讯员肖雨隆、高军）7 月 11 日，永丰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举办 2023 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转业士

官选岗现场会 ，28 名转业士官悉数签订岗位确认书 ，完成

2023年度转业士官安置工作。

在移交安置过程中，永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编办、组

织、人社等部门，为本年度 28 名转业士官提供 32 个事业单位

岗位。选岗过程坚持“阳光安置”的原则，对 28 名符合安置条

件的转业士官在部队的服役表现进行量化评分，按照总分由

高到低排列的方式，由转业士官依次公开择岗，并现场签名确

认，选岗结果当场公布，切实保障转业士官合法权益。

武宁特巡警守护一城安宁
本报武宁讯 （通讯员刘敏）今年高考期间，武宁县公安局

特巡警大队通过放飞无人机开展空中可视化巡逻、地面巡逻

等方式，提高见警率、管事率，为高考保驾护航。这是该特巡

警大队履行职责使命，守一城安宁、护一方平安的缩影。今年

上半年，武宁县侵财类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 26.4%。

今年以来，武宁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推出“无人机+街面

巡逻”新举措，确保及时发现警情并赶赴现场处置，形成统一

指挥、快速反应、整体联动的警务模式，做到城区巡逻防控全

覆盖。与一线办案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让队员带着警情

上路巡逻，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做好救助和服

务群众工作，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

7 月 17 日，位于芦溪

县的江西铭德新材料有

限 公 司 生 产 车 间 内 ，大

型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

业 ，车 间 工 人 正 在 操 控

设 备 进 行 铝 材 挤 压 、切

割 等 ，一 派 热 火 朝 天 的

生产景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进文摄

项目兴则产业兴，项目强则

经济强。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牛鼻子”和“强引擎”，

是稳投资、调结构、惠民生的重

要支撑，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所在、希望所在、后劲所在。

今年以来，南昌市新建区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结合“思想大解

放、发展大落实、作风大提升”三

大行动，把强作风能力落在项目

推进的全过程，牢固树立“项目

为 先 、项 目 为 要 、项 目 为 王 ”理

念，聚焦工业（园区）、农业、城市

建设、城市管理、社会事业五大

重点投资领域，通过高位谋划、

高频调度 、高效落实,建立健全

项目推进机制，以大项目引领大

投资，以大投资带动大发展，为

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区委书记、区长率队深入一

线，入园区、进企业、看项目、问

创新；挂点区领导上门“把脉问

诊”，一线调度，破解项目推进的

痛点、难点；职能部门履职尽责，

补漏洞、保进度，强化落实……

一个个重点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一批批合作意向提上日程，新建

大地处处涌动着拼经济、促发展

的滚滚热浪。

截至 7 月 4 日，全区新建、续

建 196 个 项 目 中 ，已 开 工 项 目

118 个，开工率达 60.2%。

重大项目数量、总投资额、年度投资额创历史新高
南昌新建区：聚焦五大重点领域 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谋篇布局“先”声夺人高位推动
项目建设关乎全局、惠及长远，其重在

“谋”，贵在“推”，实在“建”。今年 2 月，“干字

当头 拼搏争先 新建当自强——新建区年度

工作回望暨出征誓师大会”召开，新建区大步

向前，勇开新局的号角昂然吹响。

“今年，新建经开区将大干快上，全面发

力，确保全年引进‘152’项目不少于 4 个，签约

项目投资总额突破 300 亿元，实现规上总产值

和营业收入新突破，着力建设现代工业新城。”

“联圩镇将全力实施乡村示范样板村及

江西鄱谷‘一粒米’等农业产业化项目，不断

扩大投资带动效应。”

…………

各 乡 镇 、街 道 和 开 发 区 一 把 手 干 劲 十

足，纷纷亮出今年工作的计划书，明确全年

经济发展目标，争当新建经济发展排头兵，

共 同 推 动 新 建 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开 好 局 、起

好步。

新春伊始，大潮澎湃起。一季度开工项

目 95 个，开工率 48.47%。

仲 夏 时 节 ，潮 涌 逐 浪 高 。 6 月 ，新 建 区

2023 年二季度重大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16 个。

…………

从誓师大会到集中开工，从超前谋划到

跟踪落实，从协同贯通到考核督查，无不彰显

新建区委、区政府坚持“拉满弓、上满弦”，一

刻不停歇、一刻不松懈抓项目建设的坚定信

心与坚强决心，这也为该区保持经济稳中有

进的良好态势、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项目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是

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抓

项目就是抓发展。”新建区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全区上下紧扣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

把“项目为先、实干奋进，争分夺秒拼经济”作

为贯穿全年的工作主线，以“起步即冲刺、开

局即决战”的奋斗姿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

任，加强统筹调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南昌贡献更大力量。

今年以来，新建区把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

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集中推进5家上市公司

投资布局的5个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见效。

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项目，今年 5 月，维

科技术南昌钠电一期项目实现量产，二期项目

开工建设，预计 2026 年全部建成投产，届时整

个项目可实现年产值近百亿元，为新建区打造

新能源及储能产业集聚地提供强劲支撑。

作为新建区首个“拿地即开工”工业项目，

总投资 5 亿元的壕门电子传感器生产基地项

目建设正酣，该项目 1号厂房已封顶，2号厂房

已施工 3层，计划 10月完工、11月试生产。

…………

这一切的背后，是新建区破釜沉舟的担

当和背水一战的勇气。数据显示，2023 年新

建区重大项目的数量、项目总投资额、年度投

资额均创历史新高。

为保障项目运行，新建区建立“1+5+2+

1”组织体系，即 1 个项目协调推进工作领导小

组、5 个专项指挥部、2 个工作专班、1 个督查

考核指挥部，实施领导挂点制度，推动重大重

点项目领导挂点全覆盖；建立分线分口、分层

分级定期调度的纵向机制，施行项目责任单

位日调度、行业部门(属地)周调度、分管(挂点)

区领导半月调度、区主要领导月调度、重大问

题随时调度的项目推进制度，确保项目快推

进、稳推进；采用“三单制”（任务单、问题单、

成绩单），形成“以目标倒逼进度、以督查倒逼

落实”的推进机制，并按照时间表、施工图、路

线图加大督查力度，加密督查频次。

“为了推进度、提质效、抓落实，全区领导

和职能部门始终把项目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扑下身子推进项目，沉下心来解决问题，力求

尽早落地、尽快见效。”新建区发改委党组书

记刘洋表示，以 6 月为例，区领导一线调度重

大项目 25 次。

同时，新建区坚持问题导向，梳理汇总项

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瓶颈问题、共性问题，

实行任务跟办、现场督办和进度评办，先后破

解了影响项目推进的包括土地问题在内的多

个问题，尤其是破解了影响项目推进的资金

问题，全力抓好中央预算内资金、企业中长期

贷款、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领域项目申报工作，

强化项目资金保障，为项目顺利开工创造良

好条件。截至目前，已向省、市申报 18 个项

目，总投资 67.37 亿元，债券额度 18.88 亿元。

如今，时时想项目、日日抓项目、月月上

项目、年年成项目，已经成为全区各级干部的

共识共举共为，各项规划图正在变成实景图，

各项进度表正在变成实物量，项目建设为发

展跃升提供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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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亲清行，‘亲’上又加‘清’，

新建区领导主动上门办实事解难题，

让我们感到暖心舒心，更让我们对投

资新建、在新建发展充满信心。”华讯

方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光胜表

示，“暖心、舒心”是他对新建区投资

环境作出的评价，也正因如此，他愿

意加大投资，推动更多的新项目、好

项目落户南昌。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

“软实力”，是集聚各类资源要素的“引

力场”。今年以来，新建区持续深入推

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

坚持瞄准一流减流程、刀刃向内抓改

革、真心真情优服务，着力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全力打造高效便

捷的政务环境、开放便利的发展环境、

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激发经营主体

的创新创造活力，使营商环境成为推

进新建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全区 36 名区领导以上率下，组

成 18 个联系帮扶小组，每月联系帮扶

一次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各乡镇、街

道、园区、管理处以及区直各部门按照

属地管理和行业主管等原则，同步开

展“周末亲清行”活动，上门听需求、摸

实情、找问题、给对策，真情实意为企

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使新建区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投资兴业的宝

地。自活动开展以来，累计联系帮扶经营主体

9830 家，收集企业诉求和问题 407 个，办结 390

个，办结率 95.82%。其中，全区领导共联系帮扶

重点企业 118 家，动态调整 1 次，收集企业诉求

和问题 169个，办结 161个，办结率达 95.26%。

抓环境就是抓发展，抓招商就是谋未来。

新建区组建由区领导挂帅出征的招商小分队，

重点瞄准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数字经济、

新能源储能等产业，有针对性地开展精准对

接、精准走访、精准服务，大力实施招大引强，

全面掀起“大力招商、全员招商”的热潮。截至

目前，累计开展招商活动 30 余次，先后举办 6

场大规模专题推介活动，引进重大招商项目 38

个，总投资额达 201 亿元，形成了以“工业为主、

一三产齐头并进”的招商势头。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起扬帆正当时。一个

又一个事关城市发展、产业布局、民生福祉的

大项目上演着速度与激情，一幅新建区蓄势聚

能的高质量发展画卷正徐徐展开。

江西华讯方舟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卫星通信车间

开工投产“快”马加鞭一线调度

干部代表齐诵出征誓词，勠力同心推动新建区经济扬帆起航

维科南昌钠电一期量产暨二期开工，新

建区新能源及储能产业蓄势腾飞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实地查看、一线督

导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江西中铁装备有限公司全景
钟宏瑜 吴周鑫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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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一键达”监督“一点通”

上饶畅通监督渠道规范小微权力运行
南昌认定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见义勇为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记者 7 月 21 日从南昌

市红十字会获悉：南昌市委政法委、南昌市红十字会近日联

合 印发通知，将造血干细胞捐献行为纳入见义勇为表彰奖

励范围。

南昌市红十字会有关人士表示，造血干细胞捐献行为是

挽救生命、彰显大爱的义举，将造血干细胞捐献行为纳入见义

勇为表彰奖励范围，有利于营造捐献光荣的社会氛围，激励更

多志愿者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队伍，从而挽救更多患者的生

命。据统计，目前，南昌市造血干细胞入库血样 1.735 万人份，

累计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55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