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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网红”成“长红”
把“流量”变“留量”
——政协委员为南昌文旅发展支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 斐

“春节的烟花秀、端午的龙舟赛、7 月的千人

渡江等活动，让南昌持续火爆，成为‘网红’城市。

那么，如何将‘流量’化为‘留量’？”8 月 22 日，一场

“洪城协商·委员市长面对面”协商会举行，南昌

市、县（区）政府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参加协商会，

聚焦文旅消费高质量发展，听取南昌市政协委员

的建言。

“南昌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孔子的弟子子

羽曾在南昌讲学。这里可以说是整个江西儒家文

化的起点。”鲁远委员打开了话匣子，“南昌有很多

承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化资源待我们去进一步挖

掘、整理、展示、宣传，吸引游客，让更多的人了解

南昌。”

“数十年前，我从北京回到家乡开发红色旅

游，亲历了南昌从过去的‘不怎么好玩’，到近些年

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文旅城市。”作为长期在旅游

一线的企业家，姜江委员感触颇深。她认为，要坚

持大格局、宽视野，着力引进高端品牌综合体和高

端酒店，增加国际航线，开拓远程客源市场，加大

引客入昌入赣力度。姜江的话音刚落，南昌市商

务局负责人立即答复：“姜江委员的意见建议紧密

结合当前文旅发展实际，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委

员沟通，回去认真研究并积极推进。”

一枚由“八一南昌”四字铺展出滕王阁整体轮

廓的徽章，在杜敏委员胸前显得格外醒目。“‘八

一’二字形如飞檐翘角，‘南昌’二字韵似巍城穹

阁，这是南昌城市形象 LOGO。”杜敏委员说，“八

一”是南昌这座英雄城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城市

元素，要紧扣“八一”元素，丰富“英雄城”内涵，统

筹谋划打造红色资源。

“听到委员们一句句饱含真情的发言，感受到

了关心，也有了推进工作的动力。”南昌市文广新

旅局负责人认真记录委员们的意见建议，不时与

委员们互动交流。针对杜敏委员的建议，他给出

了有针对性的回复：“我们将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为核心，规划建设游客中心、停车场、红培中心

等配套及研学设施，推动打造‘八一’红色文化街

区；以八一广场（陆军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为轴点，推动打造

‘红三角’红色旅游展示区。”

据悉，南昌市自 2022 年搭建协商平台“洪城

协商·委员市长面对面”工作机制以来，已召开协

商会 8 场。会上，政协委员们为南昌市委市政府

建言献策上百条。

鸟鸣山涧、流水潺潺……8 月 11 日，记者走进庐山市温

泉镇桃花源小流域，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秀美画卷。

可在几年前，这里还没有这样的美景。桃花源小流域

属 鄱 阳 湖 流 域 ，涉 及 桃 花 源 、隘 口 两 个 行 政 村 和 东 牯 山 林

场 。 桃 花 源 作 为 庐 山 最 大 的 峡 谷 ，发 展 旅 游 业 极 具 潜 力 ，

但 过 去 由 于 缺 少 发 展 规 划 ，加 上 地 处 低 山 丘 陵 地 区 ，一 度

水土流失较严重，给当地的生态以及居住环境带来了不少

挑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发

展 的 底 气 所 在 。 为 此 ，当 地 下 定 决 心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于

2019 年启动桃花源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坚守“生态

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三道防线，实施水土流失治理、

自然生态修复、河道综合治理、污水处理工程、村庄环境综

合整治等五项工程，构建起水土流失系统治理体系。功夫

不 负 有 心 人 ，桃 花 源 小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得 到 了 很 大 改 善 ，并

于 2022 年入选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据庐山市水利局水保站负责人王绍平介绍，通过将水

土流失治理与发展旅游业相结合，使本地居民成为真正的

建设主体、管理主体、受益主体，桃花源小流域建设实现了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 炎 炎 夏 日 ，去 桃 花 源 吹 一 吹 山 间 的 风 ，喝 一 喝 山 泉

水 ，是 一 件 很 惬 意 的 事 。 桃 花 源 已 成 为 众 多 游 客 的 打 卡

地。”王绍平自豪地说。

近 年 来 ，我 省 从 生 态 系 统 整 体 性 和 流 域 系 统 性 出 发 ，

逐 步 从 保 护 涵 养 水 源 、复 苏 河 湖 生 态 、培 育 和 发 展 乡 村 特

色产业等方面，将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为以流域系统治理

为核心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武 宁 县 长 水 生 态 清 洁 小 流 域 通 过 把 水 土 流 失 综 合 治

理 与 涉 农 项 目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景 区 建 设

结 合 起 来 ，走 出 了 一 条 生 态 保 护 与 经 济 发 展 协 同 共 进 之

路 。 宁 都 县 勾 刀 咀 生 态 清 洁 小 流 域 通 过 大 力 发 展 绿 色 茶

园和油茶园，种植优质水果，培育苗木花卉，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观赏、采摘，年接待游客量达 50 万人次，村民年人均收

入提高 800 多元。宜黄县曹水生态清洁小流域通过实施水

土 保 持 重 点 工 程 、建 设 美 丽 乡 村 ，提 升 区 域 内 基 础 设 施 条

件，逐步形成“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树绿水清、特色鲜明”

的村庄格局，推动当地特色旅游业快速发展……

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中，各地结合实际，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治理模式。整体来看，我省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变

为流域系统治理，把小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

环境”复合生态系统，以农村“生产发展、村容整治”为切入

点，以水土流失治理为重点，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经济、特色

产业等，追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提升。

扩大党建“朋友圈”
画好联建“同心圆”

本报全媒体记者 郑 莹

处暑时节，记者走进赣江新区新祺周管理处

慈菇村，一栋栋青灰色的三层半小楼错落有致，村

内 6 条道路宽阔整洁。“现在空气好，环境美，路也

宽了，我每天坚持走 1 万多步呢。”说起自己的生

活，77岁的村民张令丰露出满意的笑容。

慈菇村是中医药科创城新祺周大道的城中

村，原桥东、鲁家、杨家等 5 个村庄的村民在此居

住，如今和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融为一体。此前，由

于长期没有物业公司，这个有 15 栋楼、160 多户住

户的村庄管理处于“真空”状态，杂草丛生、垃圾乱

丢，人居环境脏乱差。

转变，来自党组织的结对联建。

“到慈菇村实地走访，拟定环境卫生提升工作

方案；对接座谈，明确党组织联建工作思路和近期

重点工作；制订‘日产日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对

重点区域周边环境进行改善布置；开展‘美好村居

环境’联合志愿者活动；慰问困难老党员；为 4 名

村民提供就业岗位……”这是慈菇村党支部和江

西华赣劲旅生态环保有限公司党支部联建工作简

报上记录的内容。双方党组织提前规划、制定目

标，确定联建活动内容，签订支部联建协议，形成

常态化的互联互助机制。

“自党组织结对联建后，退役军人、党员、群

众、网格员、村小组长形成多方合力，志愿服务队

从 9 人扩充到 30 人，村居面貌焕然一新。”慈菇村

党支部书记张功春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慈菇村正成为一个人人参与治理、实现良性运

转的温馨家园。

“把难题当成课题，把难点干成亮点。我们立

足岗位、奋勇争先，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华赣劲旅生态环保党支部书记黄卯华说，作

为一家专业从事城乡环境整治的企业，通过“企村

联建”深入了解农村环境治理的需求和痛点，也为

企业重新整合优化环境服务流程、更好服务市场

主体找到了切入点。

今年 6 月，赣江新区推进基层党组织“五联创

五星”新联星行动，即机关联国企、国企联民企、机

关联社区、企业联乡村、公校联民校，采取优势互

补、以强带弱等方式，充分优化配置各类资源，推

动各领域党组织活动方式由单边向互动发展。同

时，通过组织联建、理论联学、活动联办、难题联

解、宣传联动，汇聚起高质量发展合力。截至目

前，赣江新区直管区 14 个机关、10 家民营企业、13
家国企、5 个社区、6 个村、2 所学校的党组织结对

联建，共开展联建活动 54次。

“加强党组织跨领域结对联建，就是要改变过

去资源统筹集约利用不充分、村级社会服务能力

不强等问题，扩大各单位的党建‘朋友圈’，形成

‘一加一大于二’的集聚优势。”赣江新区党群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计划通过 3 年时间实现党组织结

对联建全覆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党建融合新

发展格局。

在安远县，曾经淡出人们视野的供销合作社又“活”过来

了——在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中心，农民既可买到农资，又能

得到农技推广、农机培训、用肥用药指导等技术服务；在供销

嘀嘀农机服务中心，通过下单就能租赁收割机等农业机械，方

便又省心，而且价格比市场上更便宜。

安远县“老供销”焕发新生机，得益于该县坚持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供销合作社不断在改革中寻找发展支点，打造从种

植到销售的服务链条。

破局：重拾阵地 激活供销网络

一场调研揭开了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序幕。

2021 年，安远县派出 5 个调研组，对农村生产生活需求满

足方式、供需匹配等情况，开展了历时 3 个多月的专题调研。

“调研发现，农村普遍存在‘买难买贵、卖难卖贱、种难种贵、村

弱人散’问题。”安远县供销合作社主任刘秀金说。

如何破解？安远县抓住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对口支援

的契机，结合供销合作社贴近农民、经营网络健全和服务功能

完备等优势，着力将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农服务的重要力

量。为此，在全国率先实施党建带社建“四岗一肩挑、两社融

一社”供销综合改革，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理事长、村供销合作社主任实现“四岗一肩挑”，助推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供销合作社融合发展。

7 月 21 日，走进高云山乡濂丰村富硒蔬菜瓜果基地，刚丰

收不久的村民又在忙着整地、施肥，种植哈密瓜、圣女果等。

去年以来，濂丰村成立村供销合作社，广泛吸纳村民成为社

员。同时，流转土地 466 亩，种植西红柿、辣椒、黑米、猕猴桃

等农产品，建设高标准富硒蔬菜瓜果基地，村集体经济收入由

2020年的 10万元增长到 2022年的 35万元。

“我们通过党建引领，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服务‘三农’的

作用。”濂丰村党支部书记、村供销合作社主任孙家晓说。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村供销合作社融合发展，让发展村

集体经济有了更灵活、更具体的抓手，一场声势浩大的供销合

作社改革热潮在安远涌动。目前，安远县 152 个行政村中，有

110个成立了供销合作社。

发展：聚焦需求 延长服务链条

改革，全面激活了乡村要素市场：聚焦转农田，搭建农业

生产托管服务网络；聚焦买农资，搭建农资经营服务网络；聚

焦用农机，搭建农机社会化服务网络；聚焦找农技，搭建农业

技术服务网络；聚焦卖农品，搭建农产品营销服务网络；聚焦

方便农民生活，搭建便民生活综合服务网络。

随着一张张服务农村和农业便民供销网络的搭建，从种

植到销售的服务链条不断延长。

与中农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由中农集团农资生产厂

家为安远直供低于市场价的化肥，并整合全县供销系统农资

经营网点和其他农资市场主体资源，搭建“生产厂商+配送网

络+销售终端”农资集采集配网络，通过直供直销、集采集配

方式，节省农资商户经营成本，降低农户购买价格。

统筹整合各类农业机械资源，打造具备农业生产全流程服

务能力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平台、共享农机平台——安远供销嘀

嘀农机服务中心，提供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和工程管

理等服务，实现线上接单和就近派活“一键预约、一键派单”，助

力农机资源共享共用。目前，该中心拥有各式农机 560 台，成

立专业服务队 6 支，形成覆盖全县的农机经营服务网络，累计

派单出机次数4.2万余次，已为全县2万余农户提供农机服务。

搭建县乡村三级农业技术服务网络，为农业生产提供农

技推广、农机培训、用肥用药指导等技术服务。整合供销系统

和其他经营主体的经营流通资源，按照“电商平台+供销合作

社+生产基地”模式，搭建农产品生产、销售、创品牌全链条营

销服务网络，县供销合作联社打造农产品全域公用品牌，电商

集团拓宽销售渠道，乡、村集配网点覆盖率分别达 100%、60%
以上，为农民提供“一站式”便民生活服务。

探索：多元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

剥外皮、分铜丝、剪铝箔……7 月 29 日，伴随机器轰鸣声，

车头镇车头村数据线加工厂内，工人正忙着赶制订单。在安

远县供销合作社改革中，车头村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引进企业

创办数据线加工厂。通过盘活资源、引进企业，村集体每月可

获固定分红 1 万余元，还带动 30 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不仅如此，车头村供销合作社还成立农资超市，开展农资经

营、农业中介、农机服务等业务，成为具备多种生产生活服务

功能的综合性为农服务平台。

入股分红、土地流转、订单收购、劳务用工、产业帮扶……

建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吸引经营主体和广大农民加入

村供销合作社，并结合村情实际开展多种经营，供销合作社发

展多点开花。

三百山镇咀下村立足毗邻三百山景区的地理优势，入股

村供销合作社投资建设旅游民宿，每年获固定租金及服务收

益 28 万元；凤山乡东河村通过“供销合作社+电商+基地+农

户”发展模式，带动村民种植紫山药 3000 余亩，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达 50万元……

多元发展路径的拓宽，推动了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

数 据 显 示 ，安 远 县 各 行 政 村 年 均 经 营 性 收 入 由 2020 年 的

18.92万元，增长到 2022年的 41.26万元，增长 123.36%。

“老供销”蹚出新路子
——安远县供销合作社改革助力共同富裕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美春 焦俊杰

生态清洁小流域“治”出美丽乡村新画卷
本报全媒体记者 舒海军 实习生 周博文

8月 10日晚，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上清镇，无人机拍摄游客在龙鳞坝上戏水，乐享清凉。

当地依托秀美泸溪河，打造集水上游乐、美食露营、非遗体验等功能的“一河两岸”夜经济项目，不

断丰富旅游业态。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