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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选调生培训工作将启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耀文 通讯员魏毕琴 ）近日，记者

从省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获悉：为打造一支沉得下、留

得住、能管用的乡村人才队伍，强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建设农业强省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我省全力推动 2023 年

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

调生培训工作。按照培训计划，首期专题培训将于 8 月 27 日

启动。

培训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三大主题，针对

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中小企业负责人、村两委班子

成员、党员骨干、承担乡村建设项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乡村建设工匠等人员，由各设区市委

组织部、农业农村局共选派 540 名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

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参与培训。参训人员

将先后分 9 个批次赴北京、湖北、浙江等地，完成乡村产业融

合发展、稳粮扩油保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乡村治理效

能、到村任职选调生能力建设等五个专题班的学习。

本次培训共分 9 期。培训人员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县倾斜，重点从脱贫村、“十四五”省定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中选调。选调生调训范围为 2022 年到

村任职选调生。

我省启动信息通信行业
“数安护航”专项行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朱兆恺）近日，省通信管理局启动

2023 年江西省信息通信行业“数安护航”专项行动，主要排查

防范数据非法收集、防护措施不到位、人员违规操作三方面引

发的风险，排查对象包括省内电商平台企业、数据中心和云服

务企业、短信息服务相关企业。

据了解，专项行动旨在进一步推动全省信息通信行业数

据安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加强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安全风

险防范和处置，全面提升全行业数据安全管理和防护水平。

通过专项行动，进一步推动全省相关企业加强数据安全工作

组织领导，配齐人员力量，明确岗位职责，建立教育培训、激励

约束等工作机制，着力提升数据安全保障综合实力。同时，根

据“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原则，进一步完

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做好重要数据

和核心数据识别与目录备案。加强技术外包服务和数据合作

共享、线上线下业务代理合作商等环节安全管理，加快数据防

攻击、防泄露、防窃取等安全防护技术手段建设，开展数据安

全监测预警、风险信息报送与共享、应急处置，切实有效保障

数据安全。

本报贵溪讯 （全媒体记者周桐 通讯

员殷龙煊）建设休闲小广场 1562 个、带动

当地群众 3500 多人就业……近年来，贵溪

市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融入乡村振兴

战略工作，以农民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

意、受益不受益作为检验改革工作成效的

重要标准，通过“宅改”整治环境、带动产

业、凝聚民心，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 建 设 ，使“ 宅 改 ”工 作 真 正 成 为 民 生 工

程、亮点工程。

乡村环境更宜居。在“宅改”推进过

程中，该市充分摸清各村村情村貌、基础

条件，优先选取已完成规划和强弱电、雨

水污水、自来水“两电三管”全部入地的村

庄 开 展 试 点 ，做 到 以 点 带 面 、分 步 推 进 。

同时，深入开展民情民意调研，让群众在

“宅改”中有知情权、在村庄规划上有话语

权、在村庄建设上有表决权。该市坚持以

共建共享理念统筹布局，对退出的宅基地

探索连片推进停车场、休闲广场等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将村民房前屋后零星宅基地

打造成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以最大限

度节约资金、土地和后续管理成本。截至

目前，共建成休闲小广场 1562 个、“小三

园”8798个。

发展活力更充沛。在充分保障农民

权益的基础上，该市一方面坚决拆除危旧

房、私搭乱建房及影响整体规划房屋，做

到“应退尽退”；另一方面，着力盘活有价

值的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活化宅基地

权能，引入社会资本发展产业车间、乡村

旅游、民宿经济等。同时，将“一户多宅”

“超面积占用”等收益，全部用于村庄公益

事务，让全体村民共享改革成果。目前，

该市利用盘活的“两闲”资源建成产业下

沉车间 26 个，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500 万

元以上，带动当地群众 3500 多人就业，人

均年收入 5万元。

乡村治理更有效。随着“宅改”工作

不断深入，与农村宅基地制度相关的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重回“一户一宅、面积法

定”的公平起点，沉积多年的宅基地纠纷

得以化解，乡村邻里关系更加和睦。今年

以来，共盘活闲置农房 932 栋，盘活闲置宅

基地 652 亩，建成风景带 4 条、特色精品村

160 个、美丽庭院 1420 个，实现村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 1906 万元，带动村民增收 126
万元。

环境更宜居 活力更充沛 治理更有效

贵溪“宅改”改出和美乡村新图景

初秋时节，顺着蜿蜒的公路，记者驱

车来到信丰县油山镇坑口村养蜂基地，只

见一个个蜂箱整齐排列，小蜜蜂在蜂箱前

飞舞，村党支部书记李游胜正忙着管护蜜

蜂，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味道。

坑 口 村 地 处 赣 粤 边 三 年 游 击 战 争

的 核 心 区 域 。 曾 经 ，这 里 因 重 峦 叠 嶂 、

地 处 偏 远 ，村 民 守 着 红 色 资 源 过 苦 日

子 。 近 年 来 ，坑 口 村 坚 持 党 建 引 领 ，以

建设红色名村为契机，走出一条产业振

兴 、村 美 民 富 的 新 路 子 ，让 村 庄 焕 发 新

活力。

滴水垄指挥中心旧址、中共赣南特委

机关旧址……红色景点串珠成线，吸引了

一批批游客前来游玩。这些年，坑口村深

入挖掘一批红色故事和红色遗址，秉承保

护开发、修缮提升原则，高标准建设赣南

游击词主题园、坑口红培基地，将红色资

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目前，已接待游

客 10万余人次。

传承红色基因，坑口村有创新做法。

记者发现，许多村民家门口悬挂着“红色

基因牌”，上面是该户家庭革命先辈的红

色事迹。“我们在挖掘红色故事过程中，发

现村里 80%以上的村民祖辈参加了革命，

有了‘红色基因牌’，大家找到了自豪感和

归属感，有了主人翁意识，参与村庄建设、

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更高了。”李游胜

告诉记者。

旅游兴村，产业富民。坑口村依托良

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养蜂产业，成立

慧丰农养蜂合作社，为村民免费提供标准

化养殖技术指导，并帮助开拓销售渠道。

养蜂成本小、见效快、收益好，已成为许多

村民增收致富的一份“甜蜜事业”。在合

作社带动下，全村 116 户农民参与养蜂，

户均年收入近 10 万元。“今年我扩大了规

模，养了 150 多箱中华蜂，年收入可达 12
万元，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养蜂大户朱永

生乐呵呵地说。

不仅如此，坑口村还流转 150 余亩土

地，建设蔬菜种植基地，引入企业进行规

模化种植和规范化运营，建立“基地+村

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2022 年，

该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180 万元。如今，林

下经济作物、无籽西瓜等一项项特色产业

发展势头正旺，红色坑口的村民，富了口

袋，甜了日子。

预制菜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 实

习生操端晶）8 月 18 日，南昌市青山湖区举

行预制菜产业发展大会，聚焦预制菜产业

发展，云集省内外预制菜企业代表，签约

项目 10个，总投资 62.5亿元。

完善的供应配套，是预制菜产业可持

续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青山湖区有生

猪 交 易 批 发 市 场 1 家 ，年 交 易 量 40 余 万

头；有生猪定点屠宰场 1 家，年屠宰量 30
余万头；有家禽集中屠宰市场 1 家，年宰杀

量 180 余万羽；比邻南昌深圳农产品中心

批发市场，农副产品供应充足。同时，该

区拥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4
家，其中国家级 1 家、省级 3 家；培育预制

菜 相 关 企 业 40 家 ，2022 年 营 业 收 入 达

34.43亿元。

8 月 21 日 晚 ，众 多

游 客 和 市 民 在 鹰 潭 龙

虎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古 越

水街游玩。今年以来，

龙 虎 山 景 区 结 合 自 身

特 色 ，发 展 夜 经 济 ，不

断拓展消费场景，夜间

人气持续汇聚，助力释

放文旅消费潜力。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祝学庆摄

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产业项目建设

本报九江讯 （全媒体记者凌瀚 特约通讯员张金玲）近

日，九江市柴桑区举行 2023 年招商引资项目签约活动，现场

签约项目 20 多个、总投资额超 50 亿元，涵盖新材料、数字经

济、高端装备、生命健康等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

是柴桑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动产业项目建设的一

个缩影。

今年以来，柴桑区全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夯实招商引资

工作基础，构建形成人人、事事、处处都是营商环境的工作格

局。同时，盯政策抓落实，围绕现有各类产业招商政策、扶持

政策、惠企政策等，进行全面梳理、整合、完善，助力项目在柴

桑落地。该区为项目建设持续赋能，不但在政务服务、要素保

障、司法服务上下大力气，还在惠企帮扶上出实招，今年已召

开“柴商恳谈”7 期，共收集 113 个企业诉求，解决诉求 46 个。

该区还建立领导联系企业机制，区领导通过“一对一”“一对

多”入企帮扶走访等，目前共走访企业 1476 个次，受理企业诉

求 302个，解决诉求 230个。

红色坑口“甜蜜”二三事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

创新机制为非公企业维权
本报崇仁讯 （通讯员许红、杨文辉）

近日，江西红日变电设备有限公司收到了

退还的水土保持补偿费，公司总经理徐小

星高兴地说：“多亏‘N方’非公经济企业维

权联系协调机制，帮助我们解套脱困。”

为 推 进 营 商 环 境 优 化 升 级 ，去 年 以

来，崇仁县委统战部牵头，组织人社局、检

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建立“N 方”非公

经济企业维权联系协调机制，通过不定期

组织召开非公有制企业座谈会、交流会等

方式，就部门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热点

问题进行磋商，形成化解合力。同时，对

企业涉法涉诉维权诉求，建立单独工作台

账，因企施策、精准服务 ，推 动 涉 企 维 权

工 作 依 法 快 速 办 理 。 据 悉 ，自 该 项 机 制

建立以来，已下发相关问题督办函 54 份，

协调解决企业诉求 28 个，企业诉求办结

率达 98%。

8 月 20 日，在南

昌 隆 兴 大 桥 南 支 主

桥施工现场，工人正

抢 抓 工 期 紧 张 作

业。目前，南支主桥

已 经 进 入 主 桥 上 部

结构施工，预计 12 月

实 现 南 支 主 塔 封 顶

目 标 。 南 昌 隆 兴 大

桥横跨赣江西支、中

支、南支 3 条支流，是

昌 九 高 铁 的 关 键 控

制性工程。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8 月 17 日，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下住村猕猴桃种植基

地，果农在采摘猕猴桃。近年来，渝水区因地制宜发展猕猴

桃、葡萄、蜜橘、马家柚、火龙果等特色产业，助力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 通讯员 廖海金摄

█ 农行助力文旅产业发展系列之二 金融赋能民宿旅游发展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孕育了南宋哲学家、文学家朱熹的江西省

婺源县，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与生态旅游县，

被外界誉为“中国最美乡村”。走进婺源，

春可赏五色芳菲，夏可探清幽山水，秋可观

红叶晒秋，冬可享古韵民俗，是一个四季皆

景、老少皆宜的休闲旅游胜地。

婺源虹关村，是明清时期徽墨的主要

产地之一，有“徽墨名村”的美誉。吴志轩，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名高才生，秉着对

婺源乡村的那份热爱，在乡村振兴的号召

下，他毅然决然放弃众人眼中的“大好前

程”，全身心投身到耕耘婺源老宅的修复

上，在虹关村创办了婺源县尚逸轩度假有

限公司，提出“本土文化生活度假”的核心

理念，使得近百栋的老宅得到保护与活化

利用，并依托古宅修复，让虹关村的徽墨文

化重新进入更多人的视线。

“很多游客远道而来，游客数量猛增。

本来准备对部分老宅进行维修改造，改善住

宿条件，壮大民宿规模，但是仍有部分资金

缺口。农行得知我的情况后，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为我上门服务，制定了专属融资方案，

短短两天时间贷款就到账了，让我更有信心

筹备迎接旺季了。”吴志轩看着手机上的订

单，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拿到银行贷款后，

吴志轩更加敢放手去干，持续对老宅古宅进

行修复，并开了一栋徽墨工坊，致力于挖掘

本土的传统文化及乡土生活内容，恢复传统

手工的制墨、刻砚等，经常性开展户外茶会、

打麻糍、篝火晚会等，以旅游撬动当地传统

文化的复兴。

“生态旅游是婺源的核心竞争力，是婺

源群众增收创收的重要产业。支持婺源旅

游产业发展，满足旅游产业金融需求，推介

‘梦里老家’名片，是农行的责任，也是农行

的义务。”农行婺源县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徐

正君如是说。据了解，该支行把支持景区、

民宿、农家乐等发展作为金融支持旅游业的

重要载体，通过旅游景区项目融资贷款、普

惠小微企业贷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个人经

营性贷款等多种产品，满足不同层次旅游发

展的需求，同时组建专门“服务团队”，开展上

门服务，打造专属绿色通道，实行限时办结

制，提高办贷效率，支持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截至 6月末，该支行旅游行业及相关产

业贷款余额近 3 亿元，其中个人经营客户

300余户，金额近1亿元。 （程丽霞）

专项整治行动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近年来，南昌县银三角党工委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不断提升辖区群众幸福感。

为推行多部门联动模式，银三角党工委由党建办牵头，组

建党员突击队，充分发挥党员在农村工作中的表率作用，带动

农村路域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特色产业提升“两

整治一提升”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同时，针对整治工作中出现

的矛盾纠纷，银三角党工委积极探索民主协商机制，由信访办

收集村民诉求，并利用“民情连心桥”等载体，把矛盾化解在一

线，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对于工作中推进较慢的，则由纪

检办跟踪督促，倒逼责任落实，助力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此外，银三角党工委注重发挥文明办、统战办等部门作

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主题为“家乡美不美

大家定方向”的志愿服务活动，激发群众自觉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的内生动力。据了解，目前，银三角党工委累计发动党

员干部及志愿者 500 余人次，拆除农村危旧房、违章房和旱

厕等 21 处共 1680 平方米，清理垃圾、废弃物 66 吨，村容村貌

得到有效改善。 （李 昊 黄乐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