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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幸福生活“加码”
——看永新县如何用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周智玮 吴婷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幸

日 前 ，科 技 部 公 布 了 第 二 批 全 国 创 新 型 县（市）

建设名单，永新县以“科技支撑民生改善”为主题成

功入选。

作为一个山区农业县，永新何以脱颖而出？

在科技部 34 年的倾心帮扶下，科技的火种逐渐在

这片红土沃野上“燎原”。如今的永新，科技创新正与

民生改善加速融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科技赋能高

质量发展之路。

科技加持“带飞”产业

走进澧田镇双江村养蚕基地，蚕房内，家蚕正吃着

美味的“营养餐”。

“这是一种由桑叶粉和营养物质科学调配而成的饲

料，是江西省经济作物研究院饲料育蚕实验的‘产物’。”

种桑养蚕大户尹小文介绍，“饲料养蚕不受天气影响，能

减少蚕病，在节省劳力的同时养殖数量还能翻番。”

建 立 小 蚕 共 育 室 、成 立 蚕 桑 富 民 产 业 院 士 工 作

站、选派蚕桑科技特派员……永新蚕桑产业有了科技

的加持，不仅蚕宝宝有了“辅食”，还开发出桑叶茶、桑

芽茶、桑叶面条等深加工产品，产业链得以延长，产品

附加值大幅提升，传统产业迎来了华丽转型。如今，桑

产茧提高至年均亩 350斤、亩桑年养蚕收入达 7700元。

近 年 来 ，该 县 以 科 技 创 新 推 进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发

展，引进并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井冈蜜柚果园

产量提高至亩产鲜果 5000 斤，每亩实现产值 2 万元，

稻渔综合种养项目实现“一田双用”，年均亩产值达

6000 元以上。

科 技 不 仅 助 推 农 业 产 业 现 代 化 ，还 为 工 业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动 能 。 华 昊 新 能 源 公 司 与 南 昌 工 程 学 院

共同搭建博士科研工作站 ，研发出负锂锰材料使用

技 术 ，让 企 业 市 场 竞 争 力 飙 升 ；鑫 戬 科 技 公 司 与 湖

南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研发出激光加工应用

技术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28 项、外观专利 5
项 ……2022 年 ，该 县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增 加 值 占 规 上 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60%以上。

人才“提智”带富农民

拥有 35 项国家级发明专利的龙田乡的贺晓忠，

2022 年入选省级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成为当地以

科技创新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2014 年回乡创业伊始，贺晓忠便注重提高科技创

新技能：自行开发物理压榨和物理微滤生产工艺，使

“木之元”品牌有机山茶油通过国家标准，每年可创造

近 1000 万元收益；改造甲鱼专用投料系统，大大节省

人工，甲鱼养殖年收入约 400 万元；开发出一个水稻

全自动催芽系统，将水稻出苗率提升近 8%……一个

个小发明，带来的是实打实的经济收益，也刷新着周

边村民对科技种养的认知——农业还能这么干。

沙市镇涂下垅村的程先云承包了龙南、张南、沙

市等 5 个村 1500 多亩田地和 110 余亩水塘。近两年

来，在打田机、翻耕机、无人机等现代化农事器械的助

力下，他不断扩大土地承包面积，完成了从脱贫户到

致富带头人的华丽转身。他直言：“没有这些现代化

科技设备，我哪能种得了这么多田。”

高市乡八团村井冈蜜柚基地负责人文亮来，通过

新建冷库、搭建自动化运输设备、引入智能测糖分拣设

备，逐步提高采、产、运、储、销等环节的科技含量，不断

延伸蜜柚产业链，果园产值达 1400 多万元。“冷库储存

蜜柚可以为错峰销售打下基础，自动化运输设备节省

了人力，智能测糖分拣设备保证了蜜柚品质，这让井冈

蜜柚的品牌更具市场竞争力。”文亮来如是说。

打好“乡情牌”“乡愁牌”，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回

到乡村一线助农兴农。永新县不断深入实施人才强

县战略，出台县乡村三级干部联系服务人才制度，实

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与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和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共建“人才飞地”“科创飞地”，围

绕农业实用技术、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主题，培育农

业科技人才、技术推广人才、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为实

现人才集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添“砝码”。

“数智”赋能带美乡村

在龙田乡花汀村，监测水田土壤酸碱度，农户养殖

小龙虾不再“靠天吃饭”；“云”上共享房屋建筑图纸，农

民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更有“范儿”的楼房；科普基

地进村、科学知识下乡，让青少年在家门口“触摸”自然

奥秘……现如今，科技不再是大城市的“专属”，农村也

能感受到数智化的便利。

科技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带来的村镇数字化科技信

息服务综合示范项目扮靓了乡村，该项目可进行全村

航拍和数据处理工作，实现从实景三维建模到数字孪

生建模。同时，花汀村数字孪生模型对接乡村住宅及

生产设施服务平台，村民可根据个人风格、预算需求，

通过 AI 技术自动生成房屋模型，也可选用平台上已有

的 388 套住宅模型，实现村庄在规划中建设、在建设中

提升“颜值”。

该模型的编辑功能，还能对村内住户的基础信息

进行登记、造册，把每户信息标注在住宅位置上，为防

返贫监测工作提供便利。借助数字三维模型和信息化

管理，可有效解决传统纸质文档管理更新不及时、不便

捷的问题，提高乡村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在埠前镇、烟阁乡、莲洲乡等多个乡镇，一张数字

乡村智慧大屏，具备智慧党建、村务政务、平安乡村、环

境整治等功能，村内各场所实现实时监测——乡村治

理模块也搭上了数智化快车。

上线的“智慧埠前”等便民小程序上，开设了“政务

服务”“我要问”“随手拍”“村民议事”等功能，用户可通

过“我要问”窗口进行咨询、投诉、建议，也可通过“随手

拍”在线反馈环境卫生、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等事项。

同时，还设立了“村民议事”窗口，在线上建立村民议事

大厅，镇村干部可以上线进行问答，推进村内事务解

决，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监督者。

立秋刚过，仍然暑气蒸腾。8 月 9 日

傍晚，新余市仙女湖区欧里镇洲上村鹿岗

桥景区绿树成荫、溪水潺潺、清风微凉，吸

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前来游玩戏水。

洲上村村民林二根早早地在景区 800
年树龄的大樟树下支起小摊，生意不错。

“现在村里景色美了，日子也好了，在家门

口吃上‘旅游饭’，原先可没这么舒坦。”林

二根告诉记者，村里原先有不少采石场，

扬灰严重，大货车载着石料在村里穿行，

道路被压坏了，不少村民都被吓跑了。

洲上村的蝶变正是欧里镇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缩影。日前，

记者来到欧里镇，探访该镇从“黑白灰”到

“绿富美”的蝶变“密码”。

不一样的“靠山吃山”

仙 女 湖 区 欧 里 镇 矿 产 资 源 丰 富 ，20
世纪 90 年代，该镇煤矿、采石场、石灰窑

遍地开花，不少村庄依托矿产资源办起

村办企业，在新余市曾红极一时。村民

的腰包是鼓了，可是破坏了生态环境，山

头被挖成“瘌痢头”，空气夹杂着呛人的

煤烟味，煤炭、石灰洒落在公路上，“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欧里镇成了远近

闻名的“黑白灰”。

要 算 经 济 账 ，更 要 算 长 远 账 。 欧 里

镇痛定思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全镇

各类矿企关闭退出。2016 年以来，该镇

累计关闭退出了 18 座煤矿、59 座石灰窑、

3 个采石场及 4 家矿产品加工企业，彻底

告别了单纯“靠山吃山”的历史。

孔目江是新余市城区主要饮用水源

地之一，曾因地处上游的欧里镇进行矿产

资源开采、畜禽养殖等而受到污染。为保

护一汪清水，欧里镇将全镇 11座小（二）型

水库、74 座山塘全部退出承包，实行人放

天养。与此同时，该镇 96家畜禽养殖场全

部关停拆除到位，并清场复绿，保护水源。

8 月 8 日，记者在位于欧里镇哲村村

的金秋采石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现场看

到，数台挖掘机正在对原 401 亩已开采的

矿山进行坡地平整。“坡地平整后，将选择

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速生植物进行复绿

和固坡。同时，采用柔性支架铺设光伏面

板，发展光伏发电产业，实现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有机统一。”项目经理赵合富告

诉记者。

山 还 是 那 片 山 ，发 展 理 念 却 不 一 样

了。“欧里镇以项目申报为抓手，谋划实

施了金秋、哲村 2 个采石场‘生态修复+
光伏发电’项目，让关停矿山重新焕发生

机。”欧里镇国土资源办公室工作人员习小青告诉记者，光伏面板

铺设完成后，项目投资方将以每年每亩 250 元的流转价格，支付给

村民工矿用地租赁费用，让村民实现不一样的“靠山吃山”。

哲村采石场距哲村村的直线距离不过二三百米。“原先，采石

场作业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房子在震动。”哲村村干部张伟强

说，村民常向村委会投诉。现在采石场关闭退出，施工方加紧生

态复绿，村民的投诉少了，笑容多了。

好生态擦亮“文旅牌”

见到白梅村党支部书记习细流时，他正和村“两委”干部商量

如何发展村里的旅游产业。前一天，白梅村举办了首届烧烤节，吸

引了 5000余人来到村里游玩。

小小白梅村，缘何引来大流量？“秘诀就是好风景。”习细流

告 诉 记 者 ，村 里 去 年 争 取 了 50 万 元 衔 接 资 金 ，打 造 了 东 湖 烧 烤

园。初秋时节，风吹稻浪，绿水悠悠，美不胜收，成为引爆客流的

关键。

除了烧烤节，白梅村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起梅花公

园，举办梅花节等活动，吸引了不少省外游客来此游玩。看到村

里的活力和潜力，不少致富带头人返乡发展文旅产业。村民习春

根与村委会合作，将村里闲置的幼儿园改造成半山酒家，提供餐

饮住宿服务，“旅游饭”吃得香。

站在村“两委”的办公楼上，习细流指着远处的群山告诉记者，

原先，山里到处是小煤矿和采石场，如今，白梅村种了 3000 多亩高

产油茶，通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络平台，承包给种植大户，每年

能获得固定的收入。去年，白梅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5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欧里镇以仙女湖区构建全域旅游为

契机，积极谋划各村生态旅游项目，凸显乡村旅游特色，促进农文

旅深度融合，推动各景区景点旅游服务、旅游设施和旅游功能等不

断完善，不断延伸旅游产业链，打造生态旅游新镇、强镇。

位于欧里镇洲上、欧里、昌坊村交界的金石山矿山公园项目

现 场 ，造 型 各 异 的 建 筑 拔 地 而 起 ，挖 掘 机 、装 吊 车 忙 碌 而 有 序 。

“项 目 总 投 资 3 亿 元 ，在 废 弃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的 基 础 上 ，导 入 旅 游

开发项目，因地制宜规划设计了地质矿物博物馆、天工探险体验

馆、崖顶星空民宿、山地卡丁车等各类娱乐体验设施，建成后将

成为新余市打造中三角旅游度假区的一张文旅名片。”项目负责

人介绍。

好生态带来“金饭碗”。如今的欧里镇，处处是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生动实践：木村村连续五年举办荷花节，400 余亩荷花吸引

众多游客赏荷品茗；昌坊村逾百亩

的百果园中，一年四季瓜果飘香，举

办桑葚、枇杷、水蜜桃等采摘活动，

游客络绎不绝……一幅幅秀美画卷

在欧里镇的绿水青山间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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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医术真恰噶，两千村民谁都夸……”8
月 10 日，走在抚州市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太平

街上，依稀可闻阵阵戏曲唱腔从古朴建筑的仿

古木窗中传出。循声觅去，便来到了旭东戏社

门前。

“今天，我们正在排练的采茶戏《拒聘》，准

备参加第二届‘江西省现代地方小戏大赛’。”旭

东戏社创办者朱旭东介绍。

旭东戏社是一家民营戏社，也是抚州目前

唯一有固定场所的戏社。“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集

传统戏曲、餐饮、茶饮、戏曲装扮体验于一体的

多元化场所，让更多人来看戏、学戏、听戏，感受

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旭东戏社创办

人朱旭东说。

朱旭东和妻子曾细连均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抚州采茶戏市级传承人。“我希望这里不仅是戏

曲交流的舞台，更能成为戏曲传承的平台，让抚

州采茶戏在这唱响，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喜欢抚

州采茶戏、传承抚州采茶戏。”

文昌寻戏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文/图

旭东戏社的舞台上旭东戏社的舞台上，，正在演出抚州采茶戏正在演出抚州采茶戏《《打金枝打金枝》。》。

南城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本报南城讯 （通讯员杜星）为切实做好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

作，南城县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紧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放，最大

限度确保矛盾不积累、不激化、不蔓延、不放松，着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该县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夏季行动”“三大专项行动”的一

项重要工作，及时获取苗头性、倾向性、预警性信息，准确掌握辖区社

会矛盾情况，为有效化解矛盾赢得工作主动权。该县充分借助综治、

司法、民政等部门力量，积极推动和参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

解等，有效化解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化

解在当地”。该县组织民警主动上门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积极引导群

众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把“群众是否满意”作

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检验标准。该县还不断完善回访机制，明确回访

责任人和回访期限，所有回访情况均填写《回访登记表》，促进民警不

断提高执法质量。

兴国建零工市场服务民生
本报兴国讯 （特约通讯员陈鹏 通讯员肖鋆）“零

工市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就业服务平台，我们

可以直接跟企业人事沟通，工作人员还为我们提供就

业指导服务，点对点推荐合适的岗位，不收取任何费

用，真的很不错。”8 月 6 日上午，在兴国县就业创业服

务中心举办的首场“逢 6”企业招聘日暨青年就业专场

招聘会上，求职者刘先生对升级改造并投入运营的兴

国县园区零工市场点赞不已。

为让群众更好地灵活就业，解决企业招工难、群众

就业难等问题，打通就业群众和个体雇主、用工企业之

间信息交互壁垒，兴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今

年 7 月在兴国经开区的数字人力共享中心建立了兴国

县园区零工市场。零工市场设有综合服务区、就业洽

谈区等功能区域，提供就业咨询、求职和用工登记、政

策咨询等全链条就业服务，可以快速发布求职用工信

息，现场对接洽谈。该县将按照“零工聚集在哪里，市

场就建设到哪里，服务就保障到哪里”的原则，推进零

工市场的建设和服务延伸，常态化举办线上直播带岗

和“逢 6”线下招聘日活动，确保招聘活动不打烊、就业

服务不停歇。

德兴新时代文明实践聚焦群众需求
本报德兴讯 （特约通讯员詹求昊 通讯员胡坤明）

“这个活动搞得好呀！不仅让我们观看到精彩的表演，

还倡导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勤

俭节约，很有教育意义，我决定以后女儿出嫁也不要彩

礼！”近日，德兴市银城街道银山社区居民徐芳在当地

的文化礼堂观看了一场以移风易俗为主题的说唱表演

后，深有感触地说。

徐芳观念上的转变得益于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的潜移默化。近年来，德兴市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为契机，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的作用，从筑

平台、建队伍、开展志愿服务着手，不断深化拓展文明

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持续改善城乡环境面貌、社会公共秩序、公共服务

水平，推动文明实践服务走深走实。该市紧扣各地实

际情况和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统筹利用各类公共服务

设施设备，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阵地资源，

常态化开展理论政策宣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志愿

服务活动，不断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形式和内涵，有

效打通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戏曲演员正在排练抚州采茶戏《拒聘》。

夜晚，旭东戏社内，坐满了前来听戏的观众。

永新工业园区的江西繁盛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加工桑叶面条。通讯员通讯员 周亚茂周亚茂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