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湖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五洲特种纸业（江西）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正将产品装车准备外运。该企业历经十余年产业深耕，已发展成为国内

领军型食品包装纸生产企业、国内格拉辛纸和描图纸生产龙头企业，产品畅销国

内外。1 至 7 月，累计实现营收 25.5 亿元。 通讯员 沈海斌摄

▲8 月 29 日，位于南城县的江西鼎华芯泰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生产车间内，工

人们正有序生产、检验产品。该企业填补了当地在 IC 载板、陶瓷基板生产领域的

空白，产品远销海内外，今年企业预计产值可达 2 亿元。 王蕴蓉摄

▲9 月 4 日，位于横峰县的江西越润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织机飞旋，

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不断赢得市场青睐，

各条生产线均满负荷生产，呈现产销两旺态势，上半年营业额 2700 余万元。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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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

江西连续5年获得优秀等次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舒海军）9 月 1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近年来，我省大

力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水资源管理、节约

和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国务院实行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连续 5 年

获得优秀等次，2022 年考核成绩全国排名

第五。

我省大力实施水资源用水总量和强

度双控行动，2022 年全省用水总量 212.42

亿立方米；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

加 值 用 水 量 分 别 较 2020 年 下 降 20.1%和

33.6%，连续 3 年降速领跑全国。为了强化

取用水监督管理，我省全面完成取用水专

项整治工作，取水许可证全部实现电子化

管理。

水权改革事关节水成效。我省先后

出台与水权改革相关的制度性文件 3 项，

推 动 水 权 交 易 进 驻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平

台 。 截 至 目 前 ，全 省 累 计 开 展 水 权 交 易

152 宗，交易水量 6748 万立方米，交易金额

840 万元。此外，我省还大力推广合同节

水管理模式，全省 46 所节水型高校中有 31
所采用合同节水管理模式。九江市、宜黄

县、大余县、横峰县等列入国家典型地区

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城市。

在节水型社会创建方面，2022 年，规

上工业废水重复利用率超 92%，全省重要

江 河 湖 泊 水 功 能 区 水 质 达 标 率 提 高 到

99.4%；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到

8.97%，城镇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71%。全

省 40 个县（市、区）获得国家节水型社会建

设达标县（市、区）称号，9 个单位获得国家

级水效领跑者称号，景德镇市获得国家节

水型城市称号，省级机关、水利行业、重点

监控用水单位中的高耗水企业节水型单

位建成率达 100%。

9至 10月

自然资源省级整改督察集中开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 实习生曹奇玉）8 月 29 日，

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以“长牙齿”的硬措施做好自然资源督察工作，我省将

于 9 至 10 月，集中开展自然资源省级整改督察，进一步压实

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相关部门监管责任。

本次省级整改督察主要有 6 方面内容：历年自然资源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尤其是对 2020 年及以前年度督察未整

改到位问题，将进行“清零式”督导；省级重点督办的耕地保

护领域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全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

整治及责任追究情况；卫片执法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各地执

法巡查情况；违法违规问题整改责任落实情况。

此次督察按片区展开。督察组将下沉各地，逐宗逐项开

展核查，对整改到位的问题进行审核销号，对未整改到位的

问题审核整改措施，查明原因，分类施策督促整改，确保整改

工作责任到人。对整改进展缓慢的地区，开展个别谈话；对

整改督察过程中发现的新增问题，督察组将视情况开展延伸

调查。

督 察 结 束 后 ，我 省 将 梳 理 出 一 批 重 点 问 题 ，对 能 改 不

改的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对重大典型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

并视情况对整改滞后、虚假整改、消极应对的地区，开展警

示约谈。

7家赣企上榜全球国际承包商250强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王纪洪、刘瑞金）

日前，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权威学术杂志《工程新闻记录》公

布 了 2023 年 全 球 国 际 承 包 商 250 强 ，我 省 江 西 国 际 、江 西

中煤、中鼎国际、江水建设、省建工集团、中国瑞林、江联重

工 7 家企业上榜，创历史新高，企业上榜数居全国第三、中

部第一。

建筑业是我省重要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江西建造走

出江西，迈向全球，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成为一张重

要名片。目前，我省企业在全球承建的各类建筑面积累计超

1000 万平方米，许多项目成为东道国的标志性工程，被当地

称为“江西路、江西桥、江西坝、江西井”，我省 5 项境外工程获

得鲁班奖，2 项工程获得杜鹃花奖。1 至 7 月，我省对外承包

工程完成营业额 15.6亿美元，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2023年水安全保障工程专项
第二批资金6.23亿元下达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殷琪惠 实习生郑翀）8 月 25 日，记

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加强全省重点区域排涝能力建设，我

省下达 2023 年水安全保障工程专项（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方向等）第二批资金 6.23 亿元，用于排涝能力项目建设、水

文基础设施工程等，加上此前下达的第一批资金 15.51 亿元，

本年度共下达资金 21.74亿元。

本次下达的资金将用于支持南昌市、九江市、上饶市等 8
个设区市实施进贤县军山湖联圩涝区排涝能力建设项目、省

重点易涝区排涝能力建设湖口县金砂湾涝区治理工程等 23
个建设项目，持续加强防洪薄弱环节建设，提高流域防洪减

灾能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九江石化节能增效助力绿色发展
本报九江讯 （全媒体记者周亚婧）根据炼化一体化工作

推进需求，近日，九江石化烷基化装置经过技改后重新一次

开车成功，实现了低成本增产汽油。上半年，该企业炼油加

工总量超年计划进度 19.42万吨，同比增加 24.15万吨。

今年以来，九江石化按照保安全、降成本、拓市场、提效

益的总体思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狠抓生产

经营组织优化，统筹发挥好一体化优势，让炼化产品结构更

优，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该企业建立“日调度、周优化、月分析”生产经营协调联

动机制，按“宜油则油、宜芳则芳”原则，滚动开展“炼油+芳

烃”一体化优化，推动“油转特”“油转化”，努力实现效益最大

化。一季度，公司按需保供市场，汽油日产量提高至 7500 吨

以上；二季度，结合芳烃联合装置创效情况，坚持低成本“油

转化”，增产化工轻油，芳烃月产量超过 6 万吨，累计生产化工

轻油 79.43万吨。

8 月 28 日凌晨 4 时，天刚蒙蒙亮，永新县芦溪乡中

陂村蔬菜基地的村民已经忙活开了，采摘的新鲜豆角、

毛豆、青红辣椒，一捆一捆打包好放进泡沫箱。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曾 繁 生 要 赶 在 6 时 前 把 打 包 好 的

新 鲜 蔬 菜 和 处 理 过 的 土 产 鸡 鸭 运 到 茅 坪 高 速 路 口 ，

送上开往深圳的客车。客车 14 时到达深圳，刚好赶

上 客 流 量 大 的 晚 餐 时 间 ，实 现 了 农 产 品 从 田 间 到 餐

桌当天直供。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熹物中餐厅是他们的客户之

一。“酱萝卜老鸭汤和永新血鸭是我们的招牌菜，只有

土生土长的原材料做出的味道才地道。”餐厅老板颜华

生说。

永新菜香辣可口，深受消费者喜爱。中陂村第一

书记王春茂外出学习考察时，发现永新菜在外地颇受

欢迎，可是本土食材的供应一直是商家头疼的问题。

中陂村作为芦溪乡最偏远的村，多为丘陵，自然资

源禀赋条件差，发展产业的局限性较大。要找适合自

己的产业出路，让村民都能参与进来，“短平快”的蔬菜

产业成了中陂村的首选。

村干部立即与乡贤沟通联系，很快就和颜华生敲

定了合作意向。2 月签订合作协议、流转土地，3 月播种

栽苗，当月就有了收益。截至目前，该村已对外输送蔬

菜 3000余公斤。

“我们按照饭店的‘人气菜’来调整种植的蔬菜品

类，他们下订单我们种。”王春茂介绍。

该村蛋鸭养殖户颜宝先也尝到了“订单式”农业的

甜头。60 多岁的颜宝先以前都是骑着三轮车把鸭蛋运

到 6 公里以外的市场上卖，鸭蛋易碎不说，收益也没保

障。现在村干部上门收，直供给餐厅，颜宝先不出门就

把鸭蛋卖了，平均每月增收 1500余元。

据 了 解 ，永 新 县 已 与 深 圳 、南 昌 、吉 安 等 多 地 的

100 余家饭店、餐馆达成直供协议。近年来，该县大力

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创新产业经营模式，在激活优势

特色产业与龙头企业对接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企业搭

建与农民对接“桥梁”，探索“订单式”农业，助力乡村

振兴。

近日，在安远县电商快递物流园项目现场，建设者正安

装钢结构仓库，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该项目总投资约 5 亿元，

包括中心智能云仓、快递物流分拨中心等设施建设。项目建

成后，预计农产品年吞吐量 26 万吨，有助于进一步健全城乡

流通体系，促进产业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摄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日前，南昌

市出台《南昌市促进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试行）》，从支持首发首店经济发展、夜

间经济街区发展、特色商业街（区）发展、城市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试点、老字号创新与发展、会展业发

展、电子商务和商贸物流发展、农贸市场发展、线

上主体培育等 9 个方面推出若干政策措施，培育

经营主体、做强会展经济、提振商贸消费，促进商

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南昌市支持电子商务发

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相应废止。

大力支持品牌首店招引，南昌对成功招引国

内外知名商业品牌、零售品牌和餐饮品牌在昌开

设首家门店的商业综合体、大型商场、特色街区商

业设施运营管理机构，每新增引进 1 个品牌首店，

给予 5 万元支持，单家企业或机构获该项支持每

年累计不超过 50 万元。支持品牌首发首秀，对在

昌举办新品首发首秀活动的国内外知名商业品

牌，按活动的场租和展场搭建、宣传推广等总费用

的 50%，每场最高给予 50 万元支持，同一品牌企业

获该项支持每年累计不超过 100万元。

同时，为大力支持老字号企业发展，南昌市对新

获省商务厅认定的江西老字号企业，给予30万元一

次性奖励；对新获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给

予5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新获得更高级别评定的，

按照阶梯奖励标准补足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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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式”农业带富村民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