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南：点燃新引擎 融湾再加速
陈海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美春

赣州新闻 ■ 记者通联部主办 责任编辑 曹小武 袁荣穗

2023年 8月 24日 星期四8

把好东西做成富民好产业把好东西做成富民好产业
———赣州创新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观察—赣州创新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观察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美春刘美春 唐唐 燕燕

8月 17日，走进全南县龙门工业新区，

只见塔吊长臂挥舞，车辆来回穿梭，一个个

项目加速推进……全南县全力拼经济、拼

发展，瞄准粤港澳大湾区招大引强，引进优

质项目，加快产业承接，稳步推进电子信

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集群建设，打造工业

经济发展新引擎，赋能高质量发展。

筑平台
打造发展新引擎

全南发挥毗邻大湾区的地理优势，加

速融湾，借力大广高速、赣深高铁和规划

建设的寻全西延高速交通便利，集中区域

内土地、资金等要素，高标准建设电子信

息产业园、龙门工业新区、智能制造产业

园等平台，承接湾区优质资源和先进产业

外溢，发展电子信息工业首位产业，持续

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贯通供应链。目前，该县先后引进

络鑫科技、华派光电、桢田科技等电子信

息企业 100 多家，形成了完整的光电显示

产业链。

融湾崛起，项目“挑大梁”。全南坚持

规划引领，高标准建设了一大批标准厂

房，为电子信息、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

主导产业倾力构筑“暖巢”，让湾区优质项

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今年，该县实

施重大项目 129 个，总投资 594.77 亿元，其

中省大中型项目投资占比近 50%。

强招商
扩大企业朋友圈

前不久，从大湾区引进的总投资 10亿

元的威航自动化设备项目落户全南，从签

约到开工建设，用时仅 43天。

“全南的招商干部责任心强，有关单

位服务周全，招商政策也很优惠，让企业

落户全南发展有了更多信心。”东莞威航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美源说，将

发挥好牵线搭桥、桥梁纽带作用，引荐更

多企业来全南投资兴业。

瞄准大湾区，招商不停步。全南树牢

“全县一盘棋”思想，坚持“一把手”带头招

商，加强招商队伍建设，成立 15 支重大项

目、产业招商队和 3支驻点招商队，深耕粤

港澳大湾区，加大驻点招商和专题推介力

度，“链”上发力，扩大朋友圈。通过精准

招商、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引进

大项目，做到高水平延链、高效率补链、高

标准强链，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今年

上半年，该县外出招商共计 358次，引进项

目 19个。

提效能
对照湾区优环境

“公司最终决定落户全南，主要是看中

了这里的贴心服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企

业入驻后，有安商单位专门对接帮办各项

业务，各环节流程简便高效。”江西桢田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红斌表示，大广高速

直通大湾区，全南有独特的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与高效服务叠加，为企业对

接各类资源要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成

为全南吸引大湾区企业前来投资兴业的

重要“卖点”。

营商环境好，企业发展才能更安心。

全南紧扣“凡是大湾区能做到的，我们也

要能做到”目标要求，打响“全速办”营商

品牌，开展“四减一优化”专项行动，企业

开办实现“一个环节、一个窗口、只跑一

次、半天”，打造比肩大湾区的营商环境。

实行项目专班服务，着力破解审批难、用

地难等问题，为企业提供从落地到投产一

站式服务。

“我们为企业提供了拎包入驻的便利条

件，吸引了一批大湾区的优质项目落户园

区，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全南工业园区

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伍国忠说，目前已建成标

准厂房100万平方米，有效提升了园区承载

能力，让企业能够直接拎包入驻。

寻乌合力织密防溺水安全网
本报寻乌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日前，寻乌县 2023 年游

泳教育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该县教科体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分

阶段、分批次对全县中小学生开展游泳教育培训，推动中小学

生学游泳与防溺水有机结合。

重点水域每隔一段距离设立警示牌，并配备救生圈、安全

绳等……近年来，为做好青少年防溺水工作，寻乌县动员各级

力量，运用好“人防、物防、技防”手段，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该县常态化利用无人机巡防各乡镇河面，发现有戏水人员及时

劝阻，提高巡河效率；通过城管指挥中心监控平台，实时开展视

频巡查，运用广播喊话系统对戏水人员进行远程劝导；组织在

职党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开展入户宣传，形成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防溺水工作的良好局面。

上犹加大投入补齐民生短板
本报上犹讯 （全媒体记者曹章保 特约通讯员黄传章）“以

前茗馨广场附近停车不便，现在改造了地下停车场，大家不再

为停车发愁了。”近日，上犹县的刘女士惊喜地发现，茗馨广场

地下停车场改造后，新增了不少停车位。

近年来，上犹县坚持以民生为导向，突出重点项目，加大教

育、医疗及住房保障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投入力

度，切实强化基本民生保障，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加快建设美

丽宜居乡村，整合资金约 180 万元用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问题整改。筹集资金推进县城 28 个片区小区的背街小巷改造、

排水排污管道维修、环境整治。加快公共停车场建设，推进茗

馨广场地下停车场立体改造，改建后可提供地下停车位约 300
个，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停车难问题。

蓉江新区开展冲锋舟防汛演练
本报赣州讯 （全媒体记者曹章保 通讯员尹铮）冲锋舟时而

踏浪前行，时而劈波斩浪……日前，赣州蓉江新区农业农村工作

办公室在章江蓉江段开展冲锋舟防汛演练。

据悉，此次防汛演练分 3 天进行，共有 9 名应急救援队员参

加。演练采取先学理论知识后实操的方式进行，演练科目包括

开放水域实操、舟艇操作规范、舟艇离靠岸操作、急流水域定艇

操作、翻艇自救互救等，并对学员进行了考核评定。

信丰推进民生品质提升行动
本报信丰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8月 21日，信丰县第二人

民医院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忙着钢筋绑扎等工作，一派火热

的建设景象。“每天有 90 多名工人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办公楼、

门诊楼和医技楼等主体建设已完成。”项目施工员周义海说。

今年以来，信丰县聚力开展民生品质提升行动，努力让发

展更有质量、城市更有温度。该县加大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县

人民医院新外科大楼、县中医院城南院区正式启用，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呈现新局面；以教育领域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强化

要素保障、聚力攻坚克难，持续推进教育民生工程建设。目前，

该县 32 个县级民生品质提升行动项目开工 24 个，主体竣工 4
个，投产投用 7个。

石城捐资助学培育文明乡风
本报石城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近日，石城县屏山镇长

溪村举行第十七届赖氏宗祠奖学助学基金颁奖会，共为 57 名优

秀学子颁发证书和助学金。这是该县乡风文明培育取得实效

的一个生动例子。

据悉，长溪村赖氏奖学助学基金会成立于 2007 年。多年

来，许多乡贤等热心公益人士踊跃捐资，筹集奖学助学金 139 万

元。长溪村是该县“请客不收礼”风俗发源地。得益于文明乡

风和淳朴民风，该村利用基金会资金奖励考取大学的学子，对

困难学生进行资助。目前，长溪村获奖优秀学子 440 余名，累计

发放奖学助学金 70余万元。

瑞金城市夜经济迸发新活力
本报瑞金讯 （全媒体记者曹章保）8 月 21 日晚，瑞金市金瑞

湾公园夜市灯火璀璨，热闹非凡。“这里的摊位是免费的，游人越

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作为首批入驻金瑞湾公园夜市的商

户，摊主刘女士销售的四果汤、柠檬茶冰粉、网红芋泥冰等夏日

饮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为激活夜市经济，瑞金市在金瑞湾公园免费开放 100 处临

时摊位，并依法依规引导摊主规范有序经营，构建新消费场景，

逐步形成长期夜市与临时摊点互补、露天与室内贯通等发展方

式，推动城市夜经济迸发出新的活力。

安远举办廉洁文化主题书法展
本报安远讯 （全媒体记者唐燕 通讯员谢蕙鑫）近日，安远

县采茶戏大剧院展厅的“书韵颂勤廉·翰墨传清风”廉洁文化主

题书法展，吸引了不少干部群众前来观展。

近年来，安远县充分发挥“中国楹联之乡”的资源优势，开展

廉洁文化主题诗词楹联征集活动，将优秀作品作为书法创作的主

要素材，面向全县举办书法比赛。各单位结合主题党日等活动，

组织党员干部参赛、观展。同时，该县组织获奖作者走进社区，现

场创作廉洁文化书法作品；通过“创、写、展、送”廉洁主题楹联，串

点成线开展系列活动，增强廉洁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此次活

动共征集诗词楹联 150副，征集书法作品 162件，展出 72件，线上

线下观展达5000余人次。

会昌开设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
本报会昌讯 （全媒体记者唐燕 特约通讯员刘兆春）“妈

妈卖麦子，妹妹买帽子，妈妈卖完麦子，想知道妹妹有没买帽

子 ……”日 前 ，记 者 在 会 昌 县 职 工 子 女 假 期 爱 心 托 管 班 上 看

到，孩子们正在饶有兴趣地学习绕口令。

据了解，为解决职工子女假期“看护难”问题，满足孩子成长

需要，会昌县开设职工子女假期爱心托管班。托管班为期 16
天，免费面向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子女、新就业群体劳动者

子女，采取“托+管+教”的模式，结合各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

和特点，开设口才、创意美术、舞蹈、书法等课程。所有课程均由

县总工会聘请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进行辅导。

8 月 21 日，大余县中科锂业有限公

司碳酸锂生产区，工人正忙着搬运碳酸

锂，供应市场。

近年来，该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

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鼓励企业通过技

术创新，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积极开拓

新市场。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摄

忙生产
保供应

健全保障机制
夯实产业基础

“山顶戴帽，山腰缠带，山脚穿鞋。脐

橙园变油茶林，高产又致富……”近日，走

进安远县新龙乡田心村油茶种植基地，只

见原先废弃的脐橙园变身油茶林，种植大

户欧阳邦忠正向村民传授管理油茶林的

相关经验。

今 年 ，该 基 地 油 茶 鲜 果 亩 产 量 可 达

750 公斤，已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油茶种

植基地、赣州市低产油茶林改造提升成功

的代表。

“我们上下联动，完善政策，走精品示

范带动模式，在全县形成了油茶种植的浓

厚氛围。”安远县林业局局长唐石发介绍，

该县在不断扩大油茶种植面积的同时，积

极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延伸油茶深加工

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安远县油茶产业的壮大，是赣州创新

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近年

来，该市成立了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

小组，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开

展调研、下沉指导，积极推动油茶产业发

展。油茶产业发展被列入市政府工作报

告和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林长制考核的重

要内容，形成了市县联动、部门协同、齐抓

共管的良性工作格局。

明方向，定方案。赣州出台《赣州市

低 产 油 茶 林 改 造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1—2023 年），统筹安排专项资金 1.5
亿元，创新实施低产油茶林改造提升“一

扶三年”补助政策；出台《推动油茶产业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3—2025

年），建立全产业链扶持机制，推进油茶扩

面提质增效。今年以来，该市完成新造油

茶林面积 18.8 万亩，实施低产油茶林改造

提升 19.4 万亩，巩固提升 5 个油茶机械化

栽培示范基地和 100个市级低产油茶林改

造提升示范基地。

科技创新引领
激活产业动能

“事实证明，走科技赋能油茶产业发展

的道路是正确的。目前，公司基地年产鲜果

超5万公斤，产值过千万元。”江西省金峰生

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吉贵林说。

在这之前，为解决油茶产业科技创新

不足的问题，吉贵林与江西农业大学等省

内外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在油茶种植、压

榨等方面广泛开展合作。2022 年，从油茶

壳提取茶皂素的关键技术通过实验，进入

产品研发阶段，进一步提升油茶产业的附

加值。近日，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批复

同意设立一批科技小院，金峰生态农林申

报的上犹赣南油茶科技小院位列其中。

优 化 科 技 推 广 服 务 体 系 ，是 赣 州 助

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赣

州建立“1+4”油茶科技推广人才体系（国

内知名专家+市级特派员、县级指导员、

乡级指导员、乡土油茶专家），聘请国家

级油茶首席专家为全市油茶改造提升技

术咨询首席专家，组建 900 余人的科技推

广服务队伍，建立市、县两级技术服务人

员和县级示范基地年度考评责任制，分

市、县、乡三个层级开展油茶改造提升技

术培训。

创新开展林业局长送课到农家等活

动。赣州市林业局局长深入各县（市、区）

进行油茶理论知识授课和实操技术讲解，

带动全市推广普及油茶经营管理技术，做

好技术培训，提高群众参与发展油茶产业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选派市、县两级林业

科技特派员，挂点 100 个市级低产油茶林

改造提升示范基地，并开展全市油茶技术

能手专业技能大赛，着力打造培养乡土专

家。“有了林业专家的现场技术指导，油茶

林丰收有希望。”会昌县文武坝镇古坊村

石头坑油茶林提升示范基地负责人李祥

春说。

赣州还以建设全国首批中央财政国

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为契机，加快推进

8.1 万亩油茶营造林示范项目建设，围绕

油茶基地建设，试点建设油茶机械化栽培

示范基地。为强化科技成果应用，提升机

械化水平，赣州还在全省率先将油茶采后

加工机械设备纳入市级农机购置补贴，大

力 推 广 应 用 油 茶 机 械 和 水 肥 一 体 化 设

施。同时，全市建立 108个成效监测点，对

油茶结果产量、含油量、茶油品质等进行

监测，为高质量培育油茶资源提供全方位

数据支撑；成立国家油茶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中心（江西），建立省油茶产业综合开发

工程研究中心、省油茶医药保健及功能产

品开发工程研究中心，为油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插上科技翅膀。

绿了山头，富了百姓。经过三年改造

提升行动，赣州 100 个市级低产油茶林改

造提升示范基地连年丰收，提振了林农发

展油茶的信心。

优平台树品牌
做强产业支撑

“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产融合是

关键，科技推广是先导；做强精深加工、延

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价值是必由之路。”

赣州市林业局局长叶日山说。

走进赣州哈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

排排手工茶油精油皂、消毒抑菌产品、护

肤品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该公司自 2020
年 1月入驻章贡高新区高层次人才科创园

以来 ，建立了 7 个生产车间和 13 条生产

线，相关产品在医疗器械、化妆品、保健食

品等领域得到应用。

“近年来，我们引进培育了齐云山、友

尼宝等精深加工企业，持续扩大精炼茶油

产能，推进油茶加工集中化、规模化。同

时，依托科研院所，强化产学研合作，创新

研发油茶化妆品、医药保健品等，延长产

业链条。”赣州市林业局油茶办主任刘蕾

介绍。

为做活贸易平台，赣州还组建赣州油

茶运营中心和赣南茶油营销公司，推进赣

南茶油线上和线下交易，着力打造集大宗

油茶产品供应、仓储、检测、交易、结算等

服务于一体的线上和线下交易市场。

近 年 来 ，赣 州 在 省 内 率 先 组 建 了 赣

南茶油高品质联盟，出台《赣南高品质油

茶籽油》团体标准，统一联盟形象标识和

包装设计，制订果实采收及处理技术指

导规范，有力打造了赣南茶油高端品牌

形象。培育扶持齐云山、友尼宝等企业

自主茶油品牌 40 余个和“赣南茶油”公共

品牌，引导 20 家茶油企业申请使用“赣南

茶油”品牌。

引进来，走出去。赣州组织企业参加

油茶产品展示展销会、森林食品交易博览

会等展会活动，打造油茶休闲观光游网红

打卡点，对接北京江西（赣州）商会、广东

江西（赣州）商会、上海江西（赣州）商会

等，开展赣南茶油品牌宣传和营销推介活

动，扩大品牌影响力。

为加大“赣南茶油”品牌的监管保护，

赣州印发《赣南茶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管理办法》《赣南茶油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使用管理办法》，维护油茶生产、采摘秩

序，开展地标产品生产领域的“护源”行动

和流通领域的维权打假行动，有力维护赣

南茶油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声誉。

好山好水出好油。“赣南茶油”连续六

年荣登“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百强

榜”，品牌价值 66.85亿元。

漫山油茶树，清香溢赣南。

走进“油茶之乡”兴国县的广袤农村，郁郁葱葱的油茶林随处可见。今年，隆坪乡兰溪村 6000 亩油茶树长势喜人，硕果累累。“三年挂果，五年采

收，七年进入盛产期。油茶是个好东西，一亩油茶百斤油，又娶媳妇又盖楼……”兰溪村党支部书记张祖芹笑着说。

赣州，有着 2000多年的油茶种植历史，是全国油茶主产区、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示范市。

油茶确实是个好东西。如何让油茶产业成为富民利民的好产业？近年来，赣州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围绕三产融合发展

思路，扩规模、提质效、延链条、优品牌、强科技，奋力推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2 年底，该市油茶林总面积突破 315 万亩，其中新造高产

油茶林 150 万亩。油茶种植加工注册企业 52 家。2022 年，全市产茶油 3.04 万吨，油茶产业综合产值超 12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