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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陶艺醉心陶艺 传递力量传递力量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政昊 文/图

清晨 4 时，天还未亮，乐安县增田镇

石陂村蔬菜基地已是灯火通明、一片繁

忙，一辆辆满载新鲜蔬菜的货车驶往南

昌等地。

“村里蔬菜品质好，不愁销路，菜农

‘钱袋子’越来越鼓，有的还在县城买了

房。”石陂村党支部书记李福才介绍，石陂

村有着二十年的规模种植蔬菜历史，积累

了丰富的种植经验，现有蔬菜基地 800余

亩，大棚 1510 个，种植户达 68户，其中脱

贫户有26户。

2022 年 ，该 县 脱 贫 户 人 均 纯 收 入

增 长 14.9%，增 幅 位 居 抚 州 市 第 一 、全

省 前 列 。 这 个 来 之 不 易 的 成 绩 ，正 是

乐 安 县 近 年 来 转 变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思

路，找准特色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

带来的结果。

盘活资源，在“土”字上做文章

夏日里，万崇镇池头村的山岗上满

目苍翠，千亩油茶林连绵起伏，一颗颗

饱 满 圆 润 的 油 茶 果 缀 满 枝 头 ，微 风 拂

过，芬芳四溢。

“十年前，70 余户村民将村边的荒

坡地开垦成油茶林，如今村里建起了茶

油压榨加工车间，注册了商标，不仅绿

了荒山、美了村庄，还鼓了村民钱包。”

池头村党支部书记邱文武自豪地说。

王奇辉是池头村家喻户晓的致富

带头人。“通过收购村民滞销的辣椒、生

姜、大蒜、糯米、双孢菇等原料，利用村

集体闲置房，聘请脱贫户务工，企业生

产销售米酒、红鱼、红腐乳等土特产，实

现了村集体、脱贫户、企业三方共赢。”

王奇辉说。

盘活资源，盘活的是闲置的土地和

滞销的土货；在“土”字上做文章，就是

要用好土地，念好“土”字诀。

走进公溪镇新居村，绿树掩映、瓜

果飘香，一处处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

错落有致地镶嵌在房前屋后。“以前村

里的杂草地、垃圾堆，现在变成了菜园、

果园，不仅环境好了，收入也多了。”新

居村脱贫户曾红兰高兴地说。

新居村村办公司将村民房前屋后

等处 5000 余平方米的闲置土地，种上马

家柚以及红叶石兰、格桑花、波斯菊等

花 卉 ，收 益 由 村 集 体 和 农 户 按 比 例 分

红。“新居村还以每亩 380 元的价格，将

500 余亩土地流转给村办公司，创建冬

瓜种植基地，聘请村民管理，2022 年冬

瓜总产量达 900 余万斤，产值近 1000 万

元，为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5 万元，农户户

均增收 3 万元。”公溪镇党委书记黄赵平

介绍。

“县里坚持统一开发利用农村闲置

土地，整合资源要素，发展庭院经济，实

现‘活了资源、富了村民、美了村庄、强

了集体’的良性循环。”乐安县乡村振兴

局党组成员曾晓平说。

如 何 将“ 荒 芜 地 ”变 废 为 宝 ，种 出

“摇钱树”，需要激发村民的积极性，政

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对此，乐安县

出台扶持政策和奖补措施，积极引导农

户尤其是脱贫户盘活资源，大力发展具

有当地特色的种养殖业、加工业，丰富

和拓展土特产品种类。

因地制宜，在“特”字上下功夫

“ 一 把 刀 ，一 根 铲 ，挑 起 篓 筐 去 挖

笋；扫庭院，开笋仓，家家户户晒笋忙。”

盛夏骄阳似火，正是晒笋的好时节，招

携镇坝上村村民叶禄明家房前屋后晒

满了金黄色的笋干。

“一根大笋能卖到 10 块钱呢。”叶禄

明笑得合不拢嘴。坝上村坐落在鸭公

嶂下，村民靠山吃山，因地制宜种植竹

笋，去年因为干旱导致笋干产量减少，

但价格却翻了一番。

乐安县境内丘陵起伏，大小山岭星

罗棋布，山林面积占全县面积近八成，

土壤、气候适合毛竹生长。“‘乐安竹笋’

口感鲜嫩脆爽、清香自然，是国家地理

标 志 产 品 ，并 入 选 首 批‘ 中 欧 互 认 ’产

品。目前，乐安毛竹林面积有 39.83 万

亩，竹笋年产量约 17 万吨，总产值突破

20亿元。”曾晓平介绍。

因地制宜打好特色优势牌，靠的是

资源禀赋，但想要把好资源转化为好品

质、好品牌，必须强化优势、放大特色、

突出差异，最大化提升土地价值和经济

效益。

山林面积多、生态环境好、昼夜温

差大等，也有利于蜜源植物养分转化为

糖类，蜂蜜更醇香。对此，养蜂人萧春

才经营起了他的“甜蜜”事业，带动 300
多名蜂农建立起六大生态养蜂基地，开

发出多种口味独特的蜂蜜产品，其公司

年产蜂产品、蜂蜜果茶 6000吨以上。

萧春才告诉记者：“我们为村民免

费提供蜂箱、蜂种和技术，再以高于市

场价 20%的价格收购蜂蜜，提高蜂农的

收入。”萧春才“甜蜜”事业的发展，正是

乐安将发展蜜蜂产业作为惠农增收、农

业增效重要抓手的缩影，其“采蜂人”蜂

蜜已成为乐安蜂蜜产业的特色名片。

围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乐安

坚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调优结构、

创建品牌、壮大特色产业上下功夫。“目

前，我们已种植设施蔬菜 2 万亩、中药材

5 万亩、油茶林 19 万亩、双孢菇 100 余万

平方米、养蜂 1 万多箱、养小黄牛 2.1 万

头……”曾晓平如数家珍，“乐安竹笋”

“乐安红鱼”“乐安双孢菇”等独具地方

风味的预制菜得到快速发展，“乐安花

猪”亦深受市场欢迎。

延伸链条 在“产”字上谋突破

为提高竹笋产能、延伸产业链，乐

安整合竹笋龙头企业等，成立抚州市竹

笋产业化联合体。

“成立联合体后有效连通了竹笋产

业种植、加工、销售、物流、旅游等环节，

延长了产业链，实现了产业链上各主体

之间分工合作和优势互补，促进了乐安

竹笋产业优化升级。”乐安县登仙桥食

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传明介绍，公

司还兴建了竹笋文化馆，开展竹笋文化

研学，挖掘乐安竹笋文化，推动竹笋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乐安竹笋”

已远销国内外。

乐安坚持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

加快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设，重点围绕

竹笋、蔬菜、食用菌、油茶、蜂蜜和肉类

等 特 色 产 业 ，拓 展 延 伸 加 工 链 条 。“ 同

时，县里已投入近千万元推动农产品冷

链物流网建设，目前全县已有冷库容量

约 4.2 万立方米，冷藏运输车 30 台，培育

销售农产品的电商平台 188 家，年销售

农产品 5亿元以上。”曾晓平说。

在“产”字上谋突破，不仅仅限于产

能和产业链，更要注重产业协同和产业

融合发展，加快产业生态转型。

走进万崇镇古樟湾乡村森林公园，

漫山遍野的紫薇花争相斗艳，游客纷纷

拍照打卡。“乡村森林公园坚持‘旅游+
产业’的发展模式，已建立苗木种植基

地、特色水果种植基地、飞鸟乐园等，实

现了特色产业与旅游有机结合。”万崇

镇党委委员陈琴介绍。

从古樟湾乡村森林公园驱车 5 分钟

可到达乐安县天宝生态园，园内开发了

特 色 四 季 水 果 采 摘 园 、菌 类 研 学 科 普

区、动物观赏区、原生态康养区等，是集

产、教、研、学、游于一体的农耕文化研

学基地。“我们将打造宜学、宜游、宜养

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乐安县天宝生态园负责人

曹志云介绍。

农旅融合发展也带动了周边乡村

振兴。“生态园吸纳了周边脱贫户就业，

为村里留守儿童提供文化服务，为村里

农副产品提供销售渠道，丰林村、坪背

村等通过资金、水库产权入股等方式参

与分红。”曹志云说。

微型（精密）元件，是电子产品和精密设

备中的微型零配件，产品尺寸多为毫米甚至

丝 米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电 子 、航 空 航 天 等 领

域。鹰潭市余江区锦江镇深耕微型（精密）

元件产业赛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该镇的

微型（精密）元件产业已粗具规模，如今已有

“百家企业、五千工人、万种产品、千万税收、

亿元产值”，成为我省最大的微型（精密）元

件生产基地，也是全国三大微型元件产业基

地之一。

产品从低端如何迈向中高端？一个小

镇如何撑起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如何带富

一方百姓？7 月 25 日，记者走进位于余江

区锦江镇的微型（精密）元件产业园，一探

究竟。

一个乡镇撑起一个产业

微型（精密）元件产业是余江区的特色

产业，也是锦江镇的支柱产业。在 20 世纪

末，余江手表元件厂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产

业工人。改制后，这批工人们怀揣技术，购

置简易的生产设备后，通过家庭小作坊的方

式开始生产微型元件。他们在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凭借大胆创新的魄力，让昔日小打

小闹的小作坊产业，渐渐发展成配套齐全的

微型（精密）元件产业园区。

目前，在锦江镇共有注册微型（精密）元

件企业 100 多家，入园企业 70 家，高新技术

企 业 5 家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11 家 ，加 工 设 备

5000 余台，从业人员 5000 余人，去年实现营

收 20亿元。

盛夏时节，位于该产业园区的江西瑞

源 精 密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车 间 内 机 声 隆

隆，只见工人们正身着标准化工服，在生产

线上熟练地调整数控机床的参数，一派热

火朝天的生产景象。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吴

刘艳对记者说：“刚刚机器正在加工手机内

的配件，你用一个手指头随便黏一下我们

生产的成品，就能黏起 20 多个，而总重量却

不到 0.2 克。”

传统产业要迈向中高端，转型升级成为

必由之路。吴刘艳说：“公司从最初的作坊

式生产，发展成为年销售收入超 5 亿元、拥

有五大厂区和上千台机床的规模，关键在于

近年来公司转型升级的成功。目前，物联网

传感器、芯片探针、电磁阀、人工牙龈等一个

个业界领先的创新项目，已在瑞源先后孵化

出炉，公司共获得 4 项发明专利、25 项实用

新型专利。”

江西瑞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的蓬勃发

展，只是锦江镇微型（精密）元件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缩影。该镇常务副镇长吴翠薇说，微型（精密）元件产

业既是锦江镇的传统产业也是主导产业，一直以来，锦江镇因地制

宜 ，围 绕 专 精 特 新 推 进 该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决 心 从 未 动 摇 过 。 在

2004 年，余江因势利导，建立了锦江镇微型元件产业基地，吸引了一

大批在外闯荡的锦江人回乡办厂，一个微型（精密）元件产业集群在

这个乡镇初步形成。如今，政府围绕该产业不断出台招商政策，招商

力度也不断加大，让锦江镇从单一的制造微型（精密）元件向多元化、

高端化转变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相配套的产业链。

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

如今的锦江镇微型（精密）元件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产业集群已成

形成势，带来的效益也日益凸显。

在江西圣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组装车间内，明亮干净，没有机

器轰鸣声，这里不像是一个工厂，更像是由一个生产线环绕的巨大工

作台，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安静地组装各种配件。47 岁的工人高文

凤一边熟练地组装产品一边微笑着说：“这个工作对技术没有太多要

求，门槛比较低，只要细心认真就可以。在家门口上班，还能照顾家

庭，工资待遇也不差，每月有 4000 多元收入，真的不错。”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刘志花告诉记者，目前公司像高文凤这样的员工有 50 多个。

如今，随着锦江镇微型（精密）元件产业的蓬勃发展，用工需求还在不

断增加。

“目前，锦江镇微型（精密）元件产业工人有 5000 多人，普工平均月

薪超 4000 元，技工月赚 2万元。”吴翠薇表示，微型（精密）元件产业的量

质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相关企业，他们将工厂办在了村民的“家门

口”，不仅有效解决了本地大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进一步增强

了村民们的获得感、幸福感。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做优微型（精密）元件产业，锦江镇利用集

体土地打造了锦江精密制造入市产业园。记者进入该产业园，数栋崭

新的标准厂房首先映入眼帘，位于该园区的鹰潭市华和精密制造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有序忙碌，他们正在加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

线控制动系统的零配件。该公司行政部负责人童爱才说：“我们是第一

批入驻的企业，从签约到正式投产只用了三个月，当时招工特别快，招

聘公告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周边许多村民前来应聘。”

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锦

江镇前进村党支部书记桂志建告诉记者，该入市产业园用的是村里

的集体土地，共有 114.5 亩，建设了 10.3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如果

全部投入使用，可提供 2000 个就业岗位。目前，通过政府的大力招

商，现在一些企业正在陆续入驻，村里已有 60 余名村民在入市产业园

实现就业，月薪在 4500 元以上。该入市产业园不仅有效解决了村民

的就业问题，村集体还通过集体土地入市分红的形式，每年能增收 20
余万元。

“土特产”鼓起百姓“钱袋子”
——看乐安县如何发展特色农业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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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干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新干讯 （通讯员李细兰、邹子娟）“整地时做到外高内低，利于

水土保持；收集秸秆覆盖树盘，减少水分蒸发；喷好磷酸二氢钾，增强植

株抗旱能力……”近日，江西农业大学专家团队来到江西欣甜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商洲枳壳基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今年年初，新干县科协按照“一县一院”思路，积极组织协调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开展专家服务基层活动，推广科技小院，吸引高等院

校的涉农专家、技术人员、在校师生开展实用技术研究和推广服务工

作。经过该县科协的积极对接，江西农业大学组建了以黄喜根博士

为首的专家团队入驻江西欣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筹建商洲

枳壳科技小院注入科研力量。结对帮扶以来，专家团队协助公司做

好创建科技小院前期准备工作，在水土保持、土壤增肥、林下经济、资

源化综合利用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该公司总经理黄友荪说：“专家

团队送上门来的技术非常实用、管用，也为我们培养了一批‘带不走’

的乡村振兴人才。”

江西农业大学黄喜根博士说：“我们将把创建科技小院作为助力乡

村振兴的主要抓手，推动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走进田

间地头，打通科技传播‘最后一公里’，用技术辐射带动农业特色产业发

展，实现科技助农、科技兴农、科技富农。”

古屋情深留乡韵
袁方坤 张 静

古巷幽深，朝丰城市老城区西路街古建筑刘家井

走去，约 300 米青石板铺成的巷道直通沿江路。承志

别墅等 3 栋古宅连成一片，古老的青砖、别具一格的吊

楼，令人赏心悦目。尤其是承志别墅，还留有红色文化

印记。如今，丰城市在承志别墅设立红色教育基地，使

百年老屋焕发新时代光芒。

“以前这条街坑坑洼洼，下雨天泥一脚、水一脚。

为保护这片古街古巷古屋，今年剑光街办在保留原有

风貌的前提下进行修缮，并对周边基础设施进行改

造。”日前，西路街社区党支部书记丁美芳娓娓道来。

丰城市在文明城市创建中坚持抢救与开发并举、

申遗与保护并重，一场再现美丽乡愁的“拯救城市老屋

行动”悄然兴起。从 2021 年开始，该市对老城区桂山

坊、承志别墅等 11 处历史建筑进行抢救性保护修缮，

并计划在老城区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将历史建筑活化

利用，与旅游文化名城建设相结合，让古建筑焕发新时

代光芒。目前，该市已对 11 处古建筑地点、编号、命

名、年代、类别、保护级别、简介说明进行了详细登记造

册、拍照留痕。

乐安县招携镇坝上村村民抢抓晴好天气晾晒竹笋干。特约通讯员 邱志超摄

泰和铆足干劲抓项目
本报泰和讯 （通讯员肖亚婷、邓晓菱）泰和县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紧盯不放的干劲大抓项目、抓

大项目，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今年以

来，该县已成功招引落地亿元以上项目 20 个，总投资

达 136.8 亿元，其中引进的傲昕乌鸡屠宰加工项目和乌

鸡饲料生产项目将进一步整合养殖屠宰、食品加工、饲

料生产、冷链物流等全产业链环节，泰和乌鸡特色产业

集群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泰和县聚焦做强做优电子信息首位产业，做大绿

色食品大健康、智能装备制造主导产业，以产业链招

商、基金招商、以商招商等模式，引进一批龙头企业、优

质企业。该县始终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工业经济全方

位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主抓手，坚持把项目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全力推进重大工业项目建设，跑出项目建设

“加速度”。

在景德镇雕塑瓷厂进门右手边的小路上，一栋被

绿色植被覆盖的建筑，因店内精美的陶瓷作品，从一

排小店中脱颖而出。

这是景德镇一家陶瓷集合店——一方庭，精致的

装潢，略带小清新的风格，颇有“网红店”的风范。

店老板江智徽热爱收集陶瓷作品，怀着对小众陶

瓷作品的探索和热爱，2020 年他在雕塑瓷厂开了这家

店。他把自己从景德镇各集市精选的陶瓷作品摆放

在店内，将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分享在网上，展示陶

瓷的丰富与多元，让一些前来“打卡”的游客能够心满

意足地挑选心仪的作品，感受来自景德镇陶瓷文化的

魅力。此外，江智徽还经常性地举办小型展览，通过

自己店铺的影响力帮助陶瓷艺术从业者推广其作品。

谈及未来，江智徽说：“希望以‘一方庭’线下门店

作为一个窗口，继续传递景德镇青年陶瓷从业者新的

想法和声音，能够激发更多陶瓷艺术从业者的创作热

情，我觉得很开心。”

◀◀

江智徽正在检查陶瓷工艺品。

◀◀

顾客在店内拍照打卡。

◀◀

陶瓷艺术从业者的作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