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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新 余 市 锂 电 产 业 营 收 达 527.3 亿 元 ，比 上

一 年 增 长 258.6% ；锂 盐 产 能 达 22.9 万 吨 ，产 量 近 20 万

吨 ，占 全 国 产 量 近 30% ；锂 电 池 产 能 达 15.4GWh，产 量

10.4GWh…… 一 系 列 数 据 表 明 ，新 余 市 已 成 为 全 球 重

要 的 锂 盐 加 工 基 地 、国 内 重 要 的 锂 动 力 与 储 能 电 池 产

业基地。

近年来，新余市抢抓锂电风口，锂电产业步入发展快

车道。老企业迅速壮大，新企业纷至沓来，逐步形成产业

集聚优势。今年年初，新余市在贯彻落实工业强省工作

会议上提出产业发展“五千五百工程”，其中“锂电产业千

亿冲刺工程”是重头戏。一个新的千亿元级产业呼之欲

出。近日，记者来到新余市，探寻小城大“锂”想背后的成

长密码。

浇灌创新“活水”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顺应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趋势，近年来，位于新余高

新区的赣锋锂业积极将产业链向下游延伸，构建起从上

游锂资源开发、中游锂盐深加工及金属锂冶炼、下游锂电

池制造及退役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的全产业链体系。凭

借卤水提锂、矿石提锂、回收料提锂等领先技术，赣锋锂

业锂盐年产能近 14 万吨，位居全球前三；建成超 10GWh
动力与储能锂电池产能，销量列国内储能企业前十。企

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核心竞争力源自科技创新能力。去年，新余市支持

赣锋锂业牵头组建省锂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省固态电

池及关键材料技术创新中心，为该市锂电产业注入科技

动力和创新活力。目前，该市锂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已

拥有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19 个，其中国家级平台 10 个。

在科技创新的加持下，新余市锂电企业呈现强劲发

展势头。去年以来，雅保锂业陆续启动转型窑、酸化窖等

前端设备设施更换升级项目和年产 5 万吨电池级氢氧化

锂技改项目，“达产后，将极大提高公司产能和产品质效，

预计可占据国内市场份额 30%以上。”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收 42.55 亿元，成为国内

锂电池正极材料的重要供应商。

企业稳步前行、项目加速落地，新余市锂电产业集聚

效应初显。江西省汇亿新能源有限公司在新余市工博士

服务团帮助下，攻克 18650-2000mAh 磷酸铁锂电池技术

难 题 ，市 场 反 响 良 好 。“ 量 产 以 来 ，企 业 累 计 营 收 1.2 亿

元。更难得的是，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企业在园区内就

能找到上下游的协作伙伴，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该公

司总工程师吴闰生说道。

在新余市，一批锂电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2022 年，

东鹏新材料、智锂科技、金锂科技营收比上年分别增长

480%、432.8%、281.7%。位于新余高新区的锂电新能源产

业园汇聚了 25 家锂电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11 家。“我

们将引导企业紧盯新技术新路线，推动产学研用合作，促

进科技资源合理配置与共享，提升行业竞争力。”新余市

科协副主席张元杰说。

精心培育呵护 锂电产业拔节生长

今年以来，江西东鹏新材料 3000 吨电池级氟化锂扩

建项目、赣锋循环科技年产 1.2 万吨三元前驱体项目、江

西 中 盛 年 产 1 万 吨 锂 离 子 电 池 电 解 液 生 产 项 目 相 继 投

产；总投资 50 亿元的蜂巢能源项目、投资 25 亿元的通瑞

锂电池项目相继落户……

新余市通过做好全方位引领、全要素保障、全周期服

务，帮助锂电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拔节生长。“锂电企业满

负荷生产，锂电项目拉满建设‘进度条’，今年上半年，全

市锂电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252.8 亿元，同比增长 31.1%，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1.7%，呈现高速发展态势。”新余市工

信局新能源产业科科长金效益说。

在前不久召开的 2023 中国（新余）锂电新能源材料科

技大会上，新余市政府主要领导向全国锂电企业、项目、

人才发出诚挚邀约：新余用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最

好的营商环境，欢迎大家了解新余、投资新余。

“新余市的政策扶持和贴心服务，让企业可以心无旁

骛忙生产、谋发展。”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戈志敏告诉记者，公司目前在新余总投资超 200 亿元，

将继续加大投资，扎根新余。

近年来，新余市将锂电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先后出台

并实施三年倍增计划、锂电三十条、锂电人才十六条等政

策，强化产业功能配套，立足差异化、特色化产品定位，逐

步延伸做大做强锂电产业链。在政策扶持引导下，该市

“锂”花铿锵绽放，汇聚了金锂、汇亿、智锂等 71 家上下游

企业，锂电产品涵盖金属锂、碳酸锂、动力与储能电池等

40 余种，形成锂盐、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锂电池电

芯与 PACK、电池应用及废旧电池综合回收利用等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

今年，新余市支持锂电企业向产业链后端发展，全力

助推锂电产业做强做优。怀抱千亿产业梦想，新余正昂

首阔步、逐梦前行。

小村有个“聚宝棚”
朱晨欣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化先

8 月中旬，记者走进瑞金市日东乡陈埜村蔬菜产业基

地，只见 200 多亩大棚里生机勃勃，芋禾秆足足有两米高，

芋头直径普遍在 10 厘米至 20 厘米。“就是这个大棚，不仅

解决了易地搬迁脱贫户就业，去年还为村集体经济带来 51
万元收入。”陈埜村村委会副主任、蔬菜基地负责人刘东

辉说。

陈埜村地处瑞金市与石城县交界处，是瑞金市易地搬

迁安置点。2018 年，陈埜村引进厦门鑫中泰供应链有限公

司，以“公司+合作社+农户”形式经营第一期 200 多亩高标

准蔬菜大棚，但还没来得及开展第二期蔬菜大棚建设，公

司股东因为种种原因不欢而散。

“公司经营蔬菜大棚失败了，村民对大棚蔬菜又很陌

生，没人敢接手。”刘东辉说，只能眼睁睁看着蔬菜大棚内

杂草丛生。

2019 年底，蔬菜基地仍无人接管。村民土地流转费如

何保障？搬迁脱贫群众如何巩固脱贫成果？靠什么提高

村集体经济收入？刘东辉在细细思考后，不顾家人反对接

下了陈埜村蔬菜产业基地，并对基地进行了两大调整：一

是高薪聘请专家，二是更换发展模式，改“公司+合作社+农

户”为“党总支+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这个调整，最

让刘东辉满意的是，帮助陈埜村蔬菜产业基地摸到了大棚

种菜的门道：找准茬口、精细套种、水旱轮作。

俗话说，新种一年发，连种三年塌。茬口安排是设施

蔬菜种植的重要环节，若茬口没安排好，不仅蔬菜的产量

和品质不好，还严重影响收益。

刘东辉深谙其中的道理：“辣椒，一年四季都可以种

植，如果打算在 4 至 5 月上市，就要守住冬季的苗。”2020
年，遭遇霜冻，他采购了 100 台增温设备，把大棚内温度维

持在 20℃左右。当年 4 月，辣椒如期上市，抢到了当时最好

批发价格——每公斤 2元。

在种植辣椒时，刘东辉就留足空间，套种苦瓜或丝瓜，

并为藤蔓搭设支架，让苦瓜、丝瓜向空中发展，这种套种不

仅挖掘了设施农业价值，还可以利用丝瓜、苦瓜藤形成天

然凉棚，帮助辣椒遮阳降温。

以往每到夏季休耕期，人们都是通过“焖棚”让土地休

整改土，消灭病菌和线虫，这不仅无法产生经济效益，还需

增加土壤调理剂和人工投入。在专家指导下，刘东辉把芋

头引入大棚种植，创新推广水旱轮作模式，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

种好“菜园子”才能鼓起“钱袋子”。从辣椒到丝瓜、苦

瓜，再到芋头，陈埜村蔬菜产业基地形成了高套矮、阳套

阴、早套迟模式，每亩蔬菜年产量可达 9000 公斤，基地年产

值超 500万元。

眼下，刘东辉一边忙着收芋头，一边忙着规划刚租赁

过来的其他蔬菜基地，他说：“有了这 200 亩大棚蔬菜的成

功实践，现在我把蔬菜基地扩大到 4 个，规模达到 1000 亩，

将带动更多村民受益。”

未雨绸缪保供水
本报全媒体记者 舒海军 实习生 周博文

前不久，记者到都昌县观湖水厂参访。只见在该厂的

临时蓄水池修建现场，一台台挖掘机铁臂高举，一辆辆运

输车来回穿梭，一派火热的施工场面。

观湖水厂承担都昌县城约 18 万人的用水保障任务。

经历了去年极端干旱天气，观湖水厂今年提前谋划，通过

制定抗旱保供水预案、购置应急取水设备、修建临时蓄水

池等方式，保障城区供水安全。观湖水厂的举措也是都昌

县未雨绸缪保供水的一个缩影。

受去年罕见旱情影响，都昌县水库、山塘干涸数量较

多，加之今年以来大部分乡镇缺乏有效降雨，地表径流量

小，难以形成有效蓄水。为此，都昌县提前打响“供水保卫

战”，多措并举保障供水安全。6 月，都昌县水利局专门印

发相关文件提示各乡镇及有关单位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

提下，抓住降雨有利时机，积极稳妥增加水库蓄水；对中小

型水库放水管理实行提级调度，并组织各乡镇对辖区内提

灌泵站、抗旱机井等抗旱设施运行和管理情况开展排查；

各级河湖长和防汛抗旱责任人靠前指挥，指导各地结合实

际修筑拦水坝、围堰，防止河湖水外流，尽可能增加可用水

资源……

今年以来，鄱阳湖水位持续呈低水位态势。7 月 20 日，

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超历史同期提前退至 12
米以下。进入 8 月后，受持续高温少雨及长江上游来水偏

少等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维持在枯水位附近波动。据预

测，鄱阳湖低水位态势或将持续，甚至可能进一步发展。

为了保障生产生活用水，我省各级水利部门提前谋

划，精准施策，全力保障供水安全——

省水利厅科学研判雨水情形势，专门印发相关通知，

要求各级水利部门充分认识做好抗旱保供水工作的重要

性，提前谋划部署安排，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项应对措施。

“端午水”期间，省水利厅统筹发展和安全，指导全省水库

增加蓄水 34.84 亿立方米；台风“杜苏芮”影响期间，增加蓄

水 3.48 亿立方米；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指导沿江滨湖地区

从外江外湖引提水 1.56 亿立方米。目前，全省水库蓄水量

总体好于去年，比去年同期多蓄水 18.08亿立方米。

与此同时，省水利厅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实时监测县级

水源地取水及农村供水情况，及时进行分析研判，做好抗旱

预报；指导水厂“一厂一策”做好供水预案，畅通农村饮水服

务热线；与农业农村部门紧密配合，分析灌区供水保障情况，

派出工作组指导地方提前做好抗旱保供水工作。

武宁县水利局制定《武宁县机井建设管理实施办法》，

进一步明确管护主体责任，安排专业人员对全县 103 眼抗

旱机井及其配套设施定期进行全面检查，及时做好维修养

护工作。同时，不定期对机井及其周边水质进行安全检

测，确保群众安全用水。

8 月 16 日，安义县新民乡珠珞水库灌区 7.5 公里长的西

干渠清淤完成，当地 2000 多亩农田灌溉有了用水保障。今

年，新民乡重点围绕灌溉沟渠及水库、山塘等重点水利工

程，专门安排人员开展通渠清淤和日常运维工作；严格落

实河长巡河制度，加强定期巡查巡守，实时监测水库蓄水

量；到各村指导种植户对机电井进行检修维护，确保高效

稳定运转。

8 月 17 日晚，江湾镇第二届“村 BA”篮球赛第三轮在夜

色下激战正酣。双方球员积极跑动，攻防转换间尽显篮球

运动的魅力。

“晓起队，加油！”“洪坦荷田联队，你们最棒！”婺源县江

湾镇篮球场锣鼓声、呐喊声、加油声不绝于耳……江湾镇本

届“村 BA”有 13 支乡村篮球队、130 余人参赛，他们中有农

民、教师、快递小哥，也有暑假回家的大学生。

看台四周全是人，层层叠叠的观赛群众把球场围得密

不透风，人们聚精会神地盯着那方不大的篮球场。人群里

还有不少老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小朋友热情地鼓掌，老人

手摇蒲扇脸上乐开了花，有人自豪地向身边人介绍场上的

某个球员是他家的亲戚……这气氛，真像过年般热闹。

“去年我们也参加了‘村 BA’，成绩一般，但没有关系，

今年重新开始。”晓起村球队领队汪东良笑着说。胜负不重

要，重要的是“村 BA”把大家系在了一起，参加一场比赛，凝

聚一股力量……

虽然当天没有江湾村球队的比赛，小学女教师江佩瑶

仍然到场观战。“比赛掀起了全民运动的氛围，村民不但感

受到篮球的快乐，而且拉近了大家的关系。”江佩瑶说。占

坑村村民江金乐告诉记者，场上球员奋力拼搏、互相配合、

展现技巧，让他大开眼界。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不仅仅是江湾镇，

今年入夏以来，我省多地“村 BA”篮球赛开展得如火如荼，

截至目前已达数百场。一场场乡村篮球赛，看似“土味”十

足，却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

乡村篮球赛的举办不仅给村民带来丰富的文体生活，

还为乡村“夜经济”注入了新动能。近日，资溪县高阜镇高

阜村乡村篮球赛中场休息时，当地企业带着面包、泡椒笋、

烟熏笋、花生酥、香菇等土特产轮番登场推介，现场的村民

大饱口福。德安县车桥镇的篮球赛，观众在观看球赛的同

时，还可以在夜市吃烧烤、喝奶茶，体验别样的乡村夜生活。

8 月 17 日晚，美国探险者篮球队（由来自美国NBA 发展

联盟、NCAA 的优秀球员组成）来到江湾镇“打卡”，不但在

“村 BA”现场展现球技，还与球迷愉快交流。“篮球可以促进

年轻人团队精神、尊重意识等方面的培养。我感受到了球

迷的热情以及篮球比赛在江西乡村的热度，希望江西‘村

BA’能够越办越好。”前 NBA 山猫队主教练、探险者篮球队

现任主教练萨姆·文森特被现场气氛深深感染。

全民健身重在全民，健康快乐人人共享。一场场精彩

的篮球赛事，激发出乡村活力和大众体育热情，提升了村民

生活幸福指数，同时有效地推动了当地文体旅产业的融合

发展，绘就一幅幅江西乡村幸福生活的画卷。

8 月 25 日，横峰县青板乡徐村竹筷加工厂，工人正在抢抓晴好天气晒竹条、生产竹筷。近年来，该地利用丰富的毛竹资源，因地

制宜进行产品精深加工，不断提高毛竹附加值。生产的竹系列产品热销省内外，提高了当地村民收入。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摄
晒 竹

全方位引领 全要素保障 全周期服务

新余：小城千亿产业梦
本报全媒体记者 江拓华

“村BA”点燃乡村激情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征 文/图

江湾镇江湾镇““村村BABA””篮球赛激战正酣篮球赛激战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