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一颗颗金果挂满枝头，饱满多汁且营养丰富的猕猴桃，散发出阵阵果香，

令人垂涎欲滴。近年来，安义县乔乐乡积极打造花果山金果小镇，现有挂果猕猴桃 600

多亩，每亩产量约 3000 斤。 邓 鑫摄

近年来，上高县充分发挥富硒土壤资

源优势和蛋鸡产业发展优势，全产业链推

进富硒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

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子。

强政策支持
全产业链打造富硒蛋鸡产业

投料、收集、清洗、烘干、杀菌、光检、

裂检、称重、分装……在上高县茶杉禽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茶杉禽业）标准化富

硒蛋鸡养殖基地，工作人员站在一个设备

屏幕前，仅需按下几个按钮，鸡舍中的全

自动化生产线就可以按照设定的程序，有

序地开展工作。

茶杉禽业是上高县富硒蛋鸡产业的

“链主”企业 。“之前 ，我们一直想扩大规

模，新建一个全自动化的蛋鸡养殖基地，

刚好去年县里出台了富硒蛋鸡产业扶持

政策，这给我们企业吃了定心丸，企业也

加快了建设标准化基地的速度。”茶杉禽

业负责人谢淑荣说。目前，茶杉禽业 30 万

羽标准化富硒蛋鸡养殖基地已建设完成

并投入使用。

茶杉禽业扩产提质，只是上高县着力

推动该县富硒蛋鸡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中的一个缩影。

这两年，上高县立足资源优势，把富

硒 蛋 鸡 产 业 列 为 该 县 特 色 农 业 首 位 产

业。有了明确的方向，该县便着手成立了

富硒蛋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建了富硒

蛋鸡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积极制定政策、

主动对接资源，全力助推富硒蛋鸡产业高

质量发展。去年，该县出台了《上高县富

硒蛋鸡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对新建、改建

的 10 万羽以上标准化养殖场，采用全自动

化设备（包括鸡蛋清洗设备）的，县财政对

当年新购的“一手”自动化设备，按总金额

30%进行奖补。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组合

拳促进了当地富硒蛋鸡企业的发展壮大。

不仅如此，为强化对富硒蛋鸡产业发

展的金融扶持，上高县积极与上高农商银

行对接，制定《上高农商银行“百福·金鸡

贷”产品方案》，为符合要求的规模以上富

硒蛋鸡养殖主体提供金融支持。

给力的政策、务实的举措，为上高县

富硒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

翅 膀 。 截 至 目 前 ，该 县 蛋 鸡 存 笼 规 模 达

520 万羽，位居全省第二，已获得富硒农产

品认证且规模在 10 万羽以上的标准化蛋

鸡养殖主体有 5 家。全县育种育雏、蛋鸡

养殖、加工仓储、冷链物流、数字化交易中

心、饲料和有机肥生产全产业链发展的体

系已初步形成。

强品牌建设
高品质造就富硒鸡蛋“底气”

酒香也怕巷子深。富硒蛋鸡产业要实

现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养得好，更要卖得好。

为了让富硒鸡蛋在市场上更加畅销，

上高县积极推进“七统一”（即统一布局规

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原料采购、统一防

疫防治、统一技术培训、统一县域品牌、统

一市场销售）富硒蛋鸡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策略，深度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和南昌、赣州等中高端市场，持续唱

响“上高富硒鸡蛋”区域公用品牌。

同时，上高县主动融入江西“生态鄱阳

湖 绿色农产品”品牌战略和“赣鄱正品”品

牌营销体系，组织茶杉禽业参加省农业农

村 厅 2023 年 至 2024 年 N 个 渠 道 广 告 宣

传 ，积 极 推 动 富 硒 经 营 主 体 开 展 品 牌 宣

传。目前，“徐家渡”“绿万佳”“裕联优品”

等富硒鸡蛋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不断提高。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品质是农产品

品牌的生命线。上高县持续强化富硒功

能农业数字化平台和农产品认证监管体

系建设，加大“两证一码”（富硒农产品认

证、承诺达标合格证、原产地追溯码）制度

实施力度，引导和鼓励各类龙头企业以及

经营主体开展富硒农产品认证，切实加强

富硒蛋鸡质量安全监管。

今年，上高富硒农产品认证证书新增

8 个（其中富硒鸡蛋认证 4 个），在全省农产

品智慧监管平台上备案的“三前”（即食用

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

市 场 或 者 生 产 加 工 企 业 前）环 节 主 体 有

177 家，均规范录入电子生产记录、规范开

具承诺达标合格证，均做到“三上墙、三到

户”，高质量、严标准让上高富硒鸡蛋品牌

在市场上竞争的底气更足。

强创新引领
以实际行动践行新发展理念

全省首个国家级富硒蛋鸡科技小院，

科技部、教育部认定富硒禽蛋产业示范基

地……这两年，上高县富硒蛋鸡产业科技

创新成果喜讯频传。

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向科技要发展动

能。上高县积极引进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

农科院质标所专家技术团队和湖北国硒中

心技术团队，通过“龙头企业+科研院校（机

构）+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引导富硒主

体参与江西省富硒禽蛋生产标准化关键技

术研发项目、江西省蛋鸡规模化富硒饲养规

程制定等相关工作，推动富硒蛋鸡产业标准

化体系建设，科研创新成效不断凸显。

践行新发展理念，不仅仅体现在突出

创新引领，还体现在坚持绿色发展。

变 粪 污 为“ 粪 宝 ”，上 高 县 积 极 推 广

“鸡粪—有机肥—果蔬种植”绿色种养循

环农业模式，让富硒蛋鸡鸡粪实现有效综

合化利用。“富硒蛋鸡粪污的综合循环利

用，一方面可以解决蛋鸡养殖的粪污处理

问 题 ，通 过 延 伸 的 有 机 肥 和 饲 料 生 产 链

条，提升养殖的综合效益；另一方面使用

有机肥替代化肥，打造高品质的水果、蔬

菜 ，可 以 进 一 步 带 动 全 县 种 植 业 绿 色 发

展，整体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上

高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谢恒说。

发展产业既要培育本土企业，也要对

外招大引强。聚焦富硒蛋鸡产业强链补

链需求，上高县瞄准全国农业产业化重点

企业，先后与河北同福集团、河北华裕集

团、四川凤集食品集团（黄天鹅）、江西小

牧 童 等 蛋 鸡 行 业 领 军 企 业 对 接 洽 谈 ，目

前，已签订关于富硒蛋鸡养殖全产业链项

目 2个，总投资 10亿元。

风正劲足，自扬帆破浪。未来，上高

将以“三比三争”（比创新 ，争先行 ；比攻

坚，争先锋；比效能，争先进）活动为抓手，

努力建设成规模大、质量优、品种多、品牌

强的中国富硒鸡蛋生产示范基地，力争建

设成为全国知名的“富硒鸡蛋之都”。

强政策 强品牌 强创新
——上高县全产业链推进富硒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赵险锋 叶小丽

创新引领信丰富硒产业高质量发展
“富硒产业与乡村振兴一脉相承、同频共振，要从特色优

势发展、整合优化发展、融合集群发展、品牌高位发展、市场外

向发展等五个方面助力富硒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日

前，信丰县举办了一场高水平的富硒产业发展宣讲报告会，国

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主任程水源应邀为信丰

县领导干部和广大富硒经营主体上了一堂高质量的“富硒

课”，获得了众多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信丰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富硒产业发展，主动

对接国内富硒领域权威科研院校，深入开展富硒产业“产学

研用”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富硒产业高质量发展。该县

与国家富硒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达成战略合作，

充分借助中心在富硒产业领域的科研创新成果和技术指导

优势，在提升富硒产品品质和提高硒含量稳定性方面，为全

县涉硒龙头企业和示范经营主体提供指导帮扶，有力地推

进了全县富硒产业标准化体系建设，让全县富硒农产品品

质安全更有保障，生产过程更为规范。在科技创新的引领

和支撑下，目前，该县已获得富硒农产品认证的省级农业龙

头企业 5 家，成功创建市级高标准富硒示范基地 4 个、市级

富硒示范基地 10 个、县级富硒示范基地 16 个，累计认证富

硒产品 88 个，涵盖脐橙、水稻、萝卜等各类农产品，信丰县富

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了。 （袁明明 吴艳萍）

强化监督保障经济普查工作有序开展
“您好！近日村经济普查员向您了解了哪些内容？有无

虚报瞒报统计情况发生？”这是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太平镇纪检

监察干部在泮溪村了解经济普查工作开展情况的一幕。

为助力经济普查提质增效，太平镇纪委联合经发办对

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开展监督检查。督查组根据普查整体

进度安排，督促职能部门倒排时序，按照时间节点对 12 个村

（分场、林场、社区）开展阶段性督查，紧盯拖进度、慢作为等

渎职行为，确保经济普查工作有人管、有人抓、不脱节。该

镇纪委充分发挥村级监察联络员触角探头作用，提醒普查

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文明普查，依法普查，不触碰统计红

线，规范各环节质量管理的具体标准，实时督查普查中的每

个环节，坚决防止大范围的系统性误差出现，推动经济普查

工作有力有序进行。截至目前，该镇纪委共开展督查 6 次，

发现并整改问题 10 余起。

下一步，该镇纪委将聚焦重点岗位，重点关注数据填报及

时率、准确率，严肃查处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

以严明纪律保障工作落地落实。 （李睿祺）

全力打好创文迎检攻坚战
为打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攻坚战，丰城市剑南街道以“三

比三争”活动为抓手，对创文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再攻

坚，全方位做好迎接创文“国检”工作。

全方位动员部署。剑南街道全面发动街村两级干部，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将每名干部融入到创文工作中。做到每个

网格、每个点位、每条路段处处有人管，事事有人管。同时，形

成攻坚合力，联合各部门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和巡逻管

控，做到全覆盖无盲区。

全方位监督排查。对街道所有创文点位，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地开展全方位、地毯式的排查。排查出的问题，逐项分类

建立问题清单台账，逐一落实整改措施、责任人和期限。街道

纪委还对各责任单位创建举措制定、主体责任履行、创建任务

落实、纪律作风建设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同时，深入背街小

巷、住宅小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围绕市容环境、小区治

理、公共秩序、公益宣传等方面开展分类督导检查，坚持创建

工作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

全方位发动宣传。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利用各种宣

传阵地进行轰炸式宣传，掀起浓厚创文氛围。街道组织两级

干部对重点社区所有住户进行上户调查和宣传，对居民提出

的意见建议进行分析研判，并做出整改，及时回应群众诉求，

持续提高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让社区居民全程参与创文

迎检工作。 （刘程宇）

“这次培训太好了，大理民宿的规划建设、服务

管理和营销推广等方面经验，让我印象深刻，给我

们带来很多启发。我们江西资源丰富、区位优越，

因地制宜走‘特立独行’‘合纵连横’的‘宿集’发展

路子，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婺源留耕堂的吴志轩经

过云南大理培训后感慨道。

9 月 5 日至 7 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江西凤

凰村培训基地承办的 2023 年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训

民宿职业经理人“精英班”在云南大理实地考察学

习，此次培训的主要对象是 2022 年评选出来的全

省第一批星级休闲乡村民宿业主。培训期间，学员

们实地考察了大型民宿酒店云水书院和“海纳尔”

“木田养生”“蜜月”“白玛庄园”等四家大理最佳民

宿。返程后，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业务处室还专门组

织了座谈交流会，让学员们畅谈感受、交流提升。

来自武宁天天惦记乡宿的蒋雪英深有感触地

说：“如今，乡村不再是单一从事农业的地方，还有

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只有打造乡宿、乡游、乡食、

乡购、乡娱等乡村休闲体验产品以及发展关联支撑

产业，才能推动乡宿产业可持续发展。这次考察的

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独特的流量密码和运营方式，这

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据了解，2021 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已经连续三年开展此项

培训工作，先后组织二十余期共 2600 人参训。据了解，这是我省

首次以“走出去，学回来”的方式，组织学员到云南大理取经，让大

家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同时也看到差距、找准短板，既是增强休

闲乡宿从业人员能力的创新举措，也是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质量

的重要渠道。 （易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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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昌市再添一国家级科技小院
近日，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批准设立了 195 个科技小

院，其中包括江西瑞昌翘嘴鲌科技小院。截至目前，九江市共

有 9 个国家级科技小院，其中瑞昌市有 2 个，分别是瑞昌黑芝

麻科技小院和瑞昌翘嘴鲌科技小院。

近年来，瑞昌市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持续加强与

南昌大学等科研院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设立国家级科

技小院等方式，不断深化“产学研用”合作，有力推动科技成果

的转化和应用。江西瑞昌翘嘴鲌科技小院位于瑞昌市桂林街

道石山村，主要致力于翘嘴鲌工厂化养殖新品种的研究、繁

育、引进和示范，以及养殖新技术的培训与推广应用等。该科

技小院的设立为瑞昌市水产行业与南昌大学水生生物学专家

之间的深度交流提供了平台，也为提高该市水产品产量和资

源利用效率、创新水产业生产组织与服务模式、培养新型水产

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 （王 亮）

近年来，安义县坚定不移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粮食安全、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基层治理等方面出实

招、求实效。如今，该县产业更

兴旺、生态更宜居、乡风更文明、

治理更有效、生活更富裕，先后

荣获全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

绩考核优秀单位、全省农业农村

工作先进单位、全省美丽宜居先

行 县 、2023 年 国 家 乡 村 振 兴 示

范创建县等称号，开创了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把稳产保供作为重中之重
持续夯实农业基础

手里 有 粮 ，心 中 不 慌 。 安 义 县 坚 持

全 方 位 夯 实 粮 食 安 全 根 基 ，全 力 提 升 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努力实现稳粮增收、提

质 增 效 、转 型 升 级 ，达 到 稳 面 积 提 产 能 、

稳数量提质量、稳供给提效益的“三稳三

提”效果。

2022 年，该县农业总产值达 27.07 亿

元，增速 5.83%，居南昌市第一；完成粮食

播种面积 40.46 万亩，总产量达 4.02 亿斤。

今 年 夏 粮 又 喜 获 丰 收 ，总 产 量 达 2.12 亿

斤，达到稳面积、提产能的效果。

该县坚持稳数量提质量，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通过加快补齐农业基础设

施短板，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不断夯

实 粮 食 安 全 基 础 。 今 年 ，全 县 将 新 建 和

提 升 高 标 准 农 田 2.2 万 亩 ，总 量 将 达

23.52 万亩。

该县还坚持稳供给、提效益，全面推

进猪牛羊畜禽等稳产保供，上半年全县生

猪出栏 4.93 万头、家禽出栏 66.99万羽、水产

品产量 8040吨、特种水产产量 1953吨、水果

产量6000吨。截至目前，该县米粉产业实现

年销量超1万吨、产值达2.5亿元。瓦灰鸡的

种群已突破6000套、养殖规模超10万羽。

强化现代农业的核心作用
产业引领更加明显

安 义 县 在 对 现 代 农 业 支 持 中 ，重 视

顶 层 设 计 工 作 ，专 门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政 策

方 案 ，对 龙 头 企 业 精 准 扶 持 ，从 生 产 、销

售、品牌建设等方面，全方位支持特色产

业发展。

政策扶持更准。该县专门制定创建

都市现代特色果业示范县、促进米粉产业

以及瓦灰鸡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同步配套

了 3 个“二十条”激励措施，每年安排 2200

万元财政专项资金进行扶持。

坚持育引并举。安义县注重加强对

龙头企业的引领，培育壮大绿能、利邦等

行业龙头，培育了规范合作社 419 家、家庭

农场 208 家、种粮大户 712 家。目前，全县

农 业 产 业 化 龙 头 企 业 达 29 家（国 家 级 1

家，省级 16 家，市级 12 家）。得益于源头

扶持政策的“阳光雨露”，安义县的现代农

业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该县以水果、

稻米、瓦灰鸡产业为重点，聚焦“延链、补

链、强链”，进一步丰富了农业产业业态模

式，打响了安义特色农业的品牌效应。

把农民增收作为中心任务
农村群众更加富裕

“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增加农民

收入，农民的钱袋子是检验农村工作实效

的一个重要尺度。为此，安义县推出了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一系列举措，

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得以稳步

增长，不断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巩

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为加强村级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

安义县连续 3 年争取中央扶持村集体经

济项目，每年列支一批 20 万元到 70 万元

的 项 目 ，推 动 各 村 发 展 小 规 模 村 集 体 产

业，有效推动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今年

上半年，全县经营性收入超 10 万元、30 万

元、50 万元以上的村分别达 17 个、13 个和

3 个。

安义县始终重视脱贫群众、低收入群

体的可持续增收工作，依托 104 家联农带

农 经 营 主 体 ，带 动 7284 户 农 户 增 收 。 该

县 还 吸 引 人 才 回 乡 创 业 ，2022 年 为 农 业

经营等主体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58 亿元，

创 业 带 动 就 业 3343 人 次 ，全 县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比 上 年 增 长 6.2%，排 南

昌市第二。

做好基层治理基础工作
为秀美乡村保驾护航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安义

县注重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

治理，通过高起点规划标准路径、高质量

推进基础建设、高标准抓好长效管护、高

水平提升基层自治，为秀美乡村建设保驾

护航。

高起点规划标准路径。安义县严格

按照样板村、示范村标准，结合农村宅基

地改革要求，先行编制了乡村振兴示范村

和共同富裕样板村的规划。通过统筹推

进村庄整治建设，累计投入 3 亿多元改造

农村人居环境，涌现了水韵白沙等 16 个风

貌优美景点、东阳画眉等 26 个特色鲜明的

精品村。

高质量推进基础建设。安义县全面

改善农村水电路气网等基础条件，实现自

来水“村村通”、道路硬化“户户通”，全县

实现 25 户以上自然村路灯全覆盖，信息进

村 入 户 覆 盖 率 达 65% ，农 村 面 貌 焕 然 一

新。同时，全县建设农村公厕 613 座，率先

在南昌市实现 50 户以上村庄公厕建设全

覆盖。

高标准抓好长效管护。安义县建立

“服务外包、门前三包、责任分包”工作机

制 ，每 年 投 入 4000 万 元 用 于 环 境 卫 生 保

洁外包服务。通过村委会和新农村促进

会发动、村干部带头示范作用，该县严格

推 进 长 效 管 护 机 制 ，确 保 农 村 环 境 治 理

常态长效。

高水平提升基层自治。安义县着力

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 融 合 ”基 层 治 理 体 系 ，全 面 推 行 网 格

化 、社 区 化 、信 息 化 和 积 分 制 的“ 三 化 一

制 ”治 理 模 式 ，实 现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站）全覆盖，广泛开展“1 号大调研”“萤

火 虫 ”夜 访 夜 谈 以 及 婚 丧 礼 俗 整 治 等 活

动 ，移 风 易 俗 成 效 显 著 ，农 村 乡 风 更 淳

朴、更文明。 （黄如意）

安义创造乡村振兴“第一等的工作”

贵溪90后新农人沃野逐梦
李小康是贵溪市文坊镇小康生态农场的农场主，也是一

名 90 后新农人。大学期间，他认真完成市场营销专业的学

习，课余则把更多精力放在农业领域。2016 年，李小康毅然

返乡，用先进理念书写属于自己的田野梦。

从一窍不通到“优等生”。2017 年，李小康总结曾经种植

紫皮蒜的失败经验，运用市场营销专业特长，独自前往各地蔬

菜批发市场调研。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紫山药作为药食

两用的保健食材很有市场前景，于是从广东引种紫山药进行

驯化试验栽培，结合本地脚板薯的种植方法，借鉴河南、山东

等山药产地的经验，成功进行了种植技术革新。

聚力“合伙人”，跑出加速度。2019 年 4 月，李小康不仅整

理了一套规范化、易操作的种植技术，还想出了“先赊后扣”的

方法，前期种植户不用出一分钱，等收购时再扣除费用。目

前，农场除了为贵溪本地超市供货，还与南昌、山东潍坊等地

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与脱贫户签订回收协议，彻底解决了后

顾之忧。

选对“领头雁”，带活一个村。近年来，村里大部分种植紫山

药的农户，都陆续与李小康合伙，通过农场基地育种、营销、给予技

术支持，农户种植、生产的合作形式，充分盘活村里闲置地，带动

本村经济发展。截至目前，紫山药的种植范围已从文坊镇扩展

到彭湾乡、塘湾镇等地，种植规模达 800余亩。（罗 强 费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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