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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耀文 实习生叶深文）8 月 14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中国渔政亮剑 2023”系列

专项执法行动江西省实施方案》近日正式下发，从本月起至

今年年底，开展江西省“渔政亮剑 2023”专项执法行动，以

最严厉执法、最严格监管，切实维护渔业生产秩序和渔民合

法权益。

本次行动包含七方面专项执法：通过重点水域禁渔、禁

捕专项行动，以及打击违规垂钓专项行动、“四清四无”专项

行动，强化对非法捕捞全链条执法监管，持续巩固禁捕工作

成效；通过严厉打击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行为专项行动、

非法捕捞专项整治“夜鹰”行动，确保杜绝大范围、群体性

电鱼现象，散发性电鱼行为得到有效管控，推动渔业资源

持续好转；通过规范使用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专项行动和

渔业安全生产源头治理专项行动，提升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

“渔政亮剑2023”专项执法行动开展

“能够被家长和孩子们需要，我觉得

很幸福。我认为，作为一名大学生，就应

该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到群众需要的地

方彰显作为。”8 月 15 日 9 时许，在浮梁

县浮梁镇城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科

普多功能室，为城北社区青少年讲授完

“圆梦工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志愿服务

课程——斑斓的唐三彩，景德镇学院学

生余沁錡对记者说。

有着 1.7 万多人口的城北社区，双职

工家庭子女和留守儿童众多。这些孩子

假期看护和教育难题该如何破解？浮梁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促进中心主任胡力云

告诉记者，为丰富和活跃社区青少年假

期文化生活，今年暑假，城北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联合景德镇学院“童心筑梦”

志愿服务团，开展了课业辅导、陶艺培

训、声乐和书法教育等一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

当日上午，记者在城北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文化文艺活动室看到，在余

沁錡等志愿者手把手地指导下，随着迷

你拉坯机不停旋转，一个个湿润的泥团，

在孩子们的手中不断延展、升高、弯曲、

合 拢 ，最 后 变 成 一 件 件 精 美 的 器 物 泥

坯。景德镇学院“童心筑梦”志愿服务团

的到来，让城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加油站”、玩耍的“梦

工厂”。留守儿童王嘉怡开心地说：“在

这里，哥哥姐姐们会辅导我做作业，还会

带我在玩耍中学习传统文化，让我学到

了好多知识。”

今年暑假，景德镇学院“童心筑梦”

志愿服务团的 19 名志愿者，分别赴浮梁

县的多个乡镇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用行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

孩子们坚定文化自信。景德镇学院党委

宣传部干部虞高明告诉记者，因表现优秀，前不久，该志愿

服务团成功入选中央文明办三局、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

指导中心、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处公布的 2023 年“圆

梦工程”服务农村未成年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志愿服务团

队名单。

据悉，今年暑假，浮梁县积极开展“万名大学生进千站”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行动。截至目前，该县共组织 51 支大学

生志愿服务队伍、518 名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

展科普助力乡村振兴、关爱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在已完成的 173 场（次）服务活动中，直接

服务群众 887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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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唐文曦）8 月 17 日，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在南

昌召开全省检察机关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情况汇报座谈

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世忠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检察

院检察长丁顺生参加座谈会。

胡世忠强调，要结合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法治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

想，按照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部署，找准找实服务打造“三

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特别是实施治理强基战略的着力

点和切入点，助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法治江

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发挥好

法治“抓前端、治未病”作用，依法解决好影响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的司法公正问题，秉持“如我在诉”之心促进信访矛盾

化解。要严格履行人大监督工作职责，发扬求真务实作风，

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着力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精准性，确保

专项监督取得实效。

秉持“如我在诉”之心促进信访矛盾化解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齐美煜）8 月 16 日，科技支撑江西

省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咨询会在南昌召开。

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费爱国、陈志

杰、吕跃广、赵沁平、桂卫华、丁文华、樊邦奎、钱锋、余少华、

廖湘科、谭久彬、刘泽金、王耀南、唐立新出席。

夏文勇在致辞中对与会院士、专家长期以来对江西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江西

电子信息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科技创新。他

希望各位院士、专家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推动关键领域创

新平台落地江西，围绕制约江西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关

键 核 心 技 术 、共 性 技 术 开 展 联 合 攻 关 ，推 动 科 研 成 果 转

化 落 地 ，引 荐 更 多 高 端 人 才 和 创 新 团 队 来 赣 创 新 创 业 ，

帮助江西在电子信息等领域培育一批科技人才和战略科

学家。

咨询会上，院士、专家与我省部分企业、高校和科研院

所进行了面对面对话，发表了咨询意见。

为江西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智

8 月 15 日，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清湖村，植保无人机在进行农田作物病虫害防治作业。连日来，该区各地村民抢抓农时保

丰收，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 特约通讯员 李 军摄无人机“助阵”

分宜介溪龙须沟变成风景如画的生态湿地公园。 （分宜县委宣传部供图）

翠绿的芦苇、繁茂的茶林、潺潺的小溪，不时还有白

鹭从田间飞过……近日，记者走进分宜县钤山镇下田

村，满眼尽是天蓝、地绿、水清、村美的好风景。

“以前村里开采铁矿，挖山毁林、水土流失、溪水浑

浊。”村民郭春生告诉记者，现在村庄环境好了，还吸引

白鹭栖息。

下田村的变化，是分宜县坚持生态立县，推动高质

量发展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分宜县通过美生

态、兴产业、富百姓，走出了一条生态环境高颜值与经济

发展高质量协同并进之路。

厚底色，守住绿水青山家底

分宜县森林覆盖率 65.76%，植物种类达 1900 余种，

鸟类种类达 100 余种，生态家底丰厚。正是看中了这里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

（以下简称“亚林中心”）落户分宜。

多年前，分宜县曾存在林木砍伐严重、生产生活污

水处理简单、山头采矿屡禁不止等问题。为守护好绿水

青山家底，该县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把高耗能、高排放项

目一律拒之门外，并对尾矿库全部闭库销号，同时进行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该县还全面推行林长制，建立了一

支由 150 人组成的专职护林队伍，实现“山有人管、树有

人护、责有人担”；创新实施“林长+检察长+警长”工作

机制，形成森林资源保护合力。

治山也理水。分宜县以湖长制为抓手，建立县乡村

三级河（湖）长制，为呵护县域内碧水，开展水库山塘退

养专项整治；在县域 107 座水库安装智能监控等设备，

对人为投饵、投肥等现象实时监测、及时处理。同时，抓

住“关键少数”，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一票否决

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责制，倒逼各地各部门

守紧环保责任底线。

通过久久为功，分宜县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

生态家底更厚实了。数据显示，分宜县森林覆盖率常年

稳定在 65.76%、去年空气质量优于国家二级标准、县级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

谋特色，靠山吃山有“新吃法”

连日来，户外热浪蒸腾。场长陈忠、巡护员黄告生

顾不得天气炎热，一头扎进分宜县钤北生态林场，对山

林进行巡护。

“林下的草珊瑚长势不错，猴头菇采摘完了，绑在树

上的菌菇棒拆下来可做林木肥料。”陈忠除了关注山林

防火与病虫害，还特别留心林地种植业。

去年，林场向上争取“百场兴百业、百场带百村”项

目支持，引进人工培育赤松茸项目，收获赤松茸 3 万公

斤，产值突破 60 万元。一大批林场的“砍树人”放下了

斧锯，转岗到中草药种植、森林管护、防火等岗位，变成

了“看树人”。他们的身份转变，正是分宜县靠山吃山找

到“新吃法”的一个具体体现。

分宜县坐拥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等多个金字招牌，有林地面积 138.66 万亩，让

靠山吃山成为当地人的现实选择。

然而，在生态立县、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县域山林禁

采矿、禁伐木，靠山吃山的出路在哪？分宜县干部群众

从“两山”理念中找到答案：依托得天独厚的林地资源以

及“亚林中心”提供的技术支撑，坚持市场导向，因地制

宜发展富民特色种植业。

中草药种植大户郭绍勇就是落实“两山”理念的杰

出代表。在“亚林中心”博士团的帮扶下，他从一个地地

道道的农民，成长为中草药种植的土专家，创办了分宜

金贝地产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江香薷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当地中

草药的一个特色优势品种。郭绍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今年合作社种植了 600 余亩江香薷，每亩可产 400 公斤

干货江香薷，总产值近 400 万元。令郭绍勇开心的是，

由于山好水好空气好，分宜产的江香薷药性优良，价钱

是其他产地出产的两倍左右。

这种富民特色种植业在分宜并非个例。近年来，分

宜县利用丰富的山林资源大力发展油茶种植业，建成国

家级油茶良种繁育基地。“亚林中心”推出的油茶品种占

据全国 65%以上市场，并带动了一支 1000 余人的良种嫁

接队伍活跃在省内外。目前，分宜县高产油茶育苗面积

已达 2400 余亩，每年培育 1.5 亿株油茶苗，产值达 2 亿余

元，带动近万农户增收致富。

如今的分宜县，已经发展形成油茶、麒麟西瓜、苎

麻、江香薷、甜茶（木姜叶柯）等五大特色产业。一批批

像郭绍勇这样的新老农人，正通过他们勤劳的双手，让

靠山吃山变得绿色、生态和可持续。

足成色，美生态与惠民生双赢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分

宜县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存在于一个个特色产业里，而

且还具体体现在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化里。

在分宜镇介桥村村民严小江的印象里，以前家门口

的臭水沟，沟水是黑的，岸边是臭的。“这里原是一片几

百亩的鱼塘，污染严重。只要下大雨，上游都会冲下大

量生活垃圾和淤泥。”严小江向记者介绍。

为 回 应 百 姓 关 切 ，2017 年 县 里 对 这 条 沟 进 行 整

治 ，经 过 多 年 的 生 态 修 复 ，6 公 里 长 的 沟 渠 变 成 45.9
万 平 方 米 的 生 态 湿 地 公 园 。 现 在 湿 地 内 碧 水 荡 漾 ，

岸 线 绿 草 青 青 ，各 种 鸟 类 在 清 澈 的 水 面 上 嬉 戏 ，拱

桥 、跑 道 在 湿 地 交 织 成 网 ，居 民 常 来 此 散 步 、健 身 、

赏 景 。

沟渠改造好了，外出务工的严小江回到村里种植

蔬 菜 。 去 年 他 种 了 两 亩 水 芋 ，赚 了 近 2 万 元 。 今 年

他改种速生空心菜，每天都有菜上市，钱包也越来越

鼓了。

介桥村民生福祉提升的背后，不仅是分宜县美生态

与惠民生双赢的真实写照，也是分宜县高质量发展成色

十足的具体体现。

钤山镇防里村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通过优政

策、强扶持，依托“亚林中心”技术优势和“博士团+土专

家”模式，全村油茶种苗种植面积达 400 多亩，参与油茶

苗嫁接工作的农户有 400 余人，占村里常住人口五成以

上，年人均增收过万元。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我们对村内古建筑进行保护

性修缮，还新添了路灯，改造了道路……”防里村党支

部书记欧阳七根高兴地说，绿水青山成了他们的幸福

靠山。

“绿富美”是怎样养成的？
——解码分宜县高质量发展路径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颖 洪怀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