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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位于南丰县桑田镇古城村的农（林）光互

补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在加紧作业。近年来，

南丰县大力推进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借光生“金”，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袁 智摄

绿色生“金”

蒸煮、冷却、弹衣、整形、入罐、杀菌、

封罐……10 月 10 日，走进乐安县前坪工业

区森林食品产业园的江西广雅食品有限

公司，只见干净整洁的标准化车间内，工

人 正 有 序 在 流 水 线 上 忙 碌 着 ，制 作 包 装

各 类 竹 笋 产 品 。“ 我 们 企 业 年 产 值 3.4 亿

元，产品畅销国内各地，更有 40%的产品漂

洋过海，被端上世界各地的餐桌。”江西广

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华自豪地说。

乐安县是我省重点林业县，森林覆盖

率达 70.23%，现有毛竹林 39.83 万亩。近

年来，该县依托丰富的竹林资源，大力发

展竹笋食品加工产业，打响“乐安竹笋”品

牌，将漫山遍野的“土特产”变成充实老百

姓口袋的“致富笋”。

“ 竹 笋 加 工 看 似 简 单 ，实 则 内 有 乾

坤。”陈光华介绍，经过加工，产品可以分

成 72 个等级，产品附加值大大提升，最多

可以提升 200%。目前，乐安县年生产加工

竹笋 19 万余吨，总产值达 22.8 亿元，“乐安

竹笋”品牌价值达 13.71亿元。

产业振兴，当地百姓是最直接的受益

者。家住乐安县增田镇石陂村的李梅花

今年 46 岁，目前在江西登仙桥食品有限公

司工作。“我以前在宁波务工，后来为了孩

子回到县里，但少了很多收入。”李梅花告

诉记者，2021 年，江西登仙桥食品有限公

司落户森林食品产业园后，她便在家门口

实现了再就业。“现在每月收入有四五千

元，多的有时候有七八千元，同以前外出

务工比也不差。”李梅花高兴地说。据了

解，该县目前有 18 家竹笋加工企业，提供

了千余个就业岗位。

竹笋加工产业的发展，不仅为当地百姓

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还结束了当地

竹农守着“金山”出去“讨生活”的历史。

10 月 9 日，一场秋雨过后，雾霭茫茫的

乐安县南村乡炉桐村稠溪移民新村宁静

祥和，76 岁的村民王才芳正悠闲地和邻里

唠家常。“过去，挖了笋还要挑去外地卖，

价格都是人家说了算；现在，在家门口就

有企业来收购，价格还比外地高，我这个

老头子每年都能增收上万元嘞。”说起卖

笋增收，王才芳脸上难掩喜悦之情。

“无论多少竹笋，我们都照单全收，在

乐安种竹笋，保准稳赚不赔。”江西登仙桥

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加辉的话，激发了

当地农户种笋积极性。“县里的竹笋加工

企业都是本土企业，经营者感念乡亲们的

支持和奉献，以高于市场价 5%左右的价格

收 购 竹 笋 ，大 大 增 强 了 乡 亲 们 的 致 富 信

心。”炉桐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洪波说，有了

企业兜底，乡亲们更有干劲了，有的村民

精力好、思想活，流转了不少闲置的竹林，

一年能增收 10余万元。

随着乐安竹笋加工产业的发展，当地

竹笋供不应求，竹笋收购范围逐渐辐射至

九江、赣州等地，更吸引了不少外省供应

商慕名而来。乐安县林业局总工程师詹

美生介绍，乐安竹笋加工企业不仅每年能

消化加工全省 90%以上的小竹笋，更带动

了我省 2 万余户农户从事竹笋产业，户均

增收 1万余元。

拼多多“竹笋排行榜”第一名，占据抖

音竹笋类食品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同

样坐落于森林食品产业园的江西朋诚食品

有限公司专攻电商平台，让“乐安竹笋”在

线上也有了一席之地。“我们企业几个合伙

人都是‘90 后’，企业成立之初就立志在线

上打响‘乐安竹笋’的品牌。”公司负责人

彭旺介绍，企业除了生产车间，还有直播

室和后期团队，招引了不少青年人才。

如 今 ，作 为 首 批“ 中 欧 互 认 ”产 品 的

“乐安竹笋”，已形成了“买全国、卖全球”

的产业格局。小小笋尖之上，乐安走出了

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致富路。

成立于 2020 年 7 月的江西联昊光

电有限公司，专注于 VR/AR 用光学镜

头和显示模组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紧跟

虚拟现实产业前沿，不到 3 年的时间，联

昊光电实现了 10 余项行业关键共性技

术突破，VR Pancake 等多款产品落地。

在联昊光电的展示厅内，陈列着一

面汽车挡风玻璃。当工作人员启动按

钮，挡风玻璃上清晰显示出速度、车距、

导航指示等信息。这是联昊光电今年

研发落地的新产品——AR-HUD（沉

浸式抬头显示器）。其中，AR 镜头在车

载领域的运用，让驾驶员可以在平视状

态下获取车辆及路况信息，从而使高速

或夜间行驶更加智能、安全。

联昊光电自主研发的 AR-HUD 具

有大视场小体积的特点，体积较市场上

同款产品缩小了一半，处于业内领先地

位。公司副总经理曾昊杰告诉记者：“要

在显示效果不变的情况下，把体积缩小，

这就需要考虑到光学方案、结构方案的

设计和软硬件等各方面，同时对精度的

要求更高。市面上类似的设备大都体积

较大，缩小体积正是我们攻克的难点。”

目前，AR-HUD 产品正处在小批

量生产阶段，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展，将

正式开始量产。联昊光电已经拥有完

备的 VR 产品研发及工程技术能力，工

程技术能力涵盖镜片、光学镜头和影像模组的研发、生产各个

环节，并与京东方等头部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下一

步，联昊光电将向体全息光波导方向攻关，目前材料研制开发

已经完成，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联昊光电将带着三款主打产品亮相 2023 世界 VR 产业大

会。曾昊杰说：“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大会的契机，加强与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拓展公司产品布局，为江西 VR 产业的

发展添砖加瓦。”

我省 1024 家单位获评
全国第三批节约型机关
能源利用效率位居全国前列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舒海军）近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

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等联合公布了第三批节约型机关建成单位名单，我省

1024 家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单位名列其中。截至目前，全省

91.4%的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有力引领促进

了公共机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近年来，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大力推进全省党政机关等公

共机构树牢绿色发展理念，带头实施全面节约战略，认真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和能源资源节约管理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宣

传教育，积极推进绿色办公，坚决制止餐饮浪费，全面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稳步推进绿色化改造和新能源运用，节能降碳取

得显著成效。2022年，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 64.57千克

标准煤、单位建筑面积能耗 3.84 千克标准煤、人均水耗 21.51
吨，分别比 2020 年下降 4.52%、2.29%、14.03%，能源利用效率

位居全国前列。

近日，迎着阵阵秋意，笔者走进宜春

市袁州区飞剑潭乡水库移民较多的周源

村，只见青山绿水间，一排排房屋错落有

致，宽敞平坦的道路、干净畅通的排水渠、

设施齐全的休闲广场，呈现一幅村净、景

美、人和的乡居图景。

袁州区有水库移民 3 万余人。近年

来，该区围绕让移民 过 上 幸 福 美 好 生 活

的 目 标 ，扎 实 推 进 水 库 移 民 后 期 扶 持 工

作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大 力 发 展 特 色

产业 ，开展就业帮扶。同时，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学习阵地，提供文

娱 活 动 资 源 ，让 移 民 真 正“ 搬 得 出 、稳 得

住、能致富”。

“为切实解决移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我们通过实地走访、举办座谈会等形式，

了解群众所需、所盼，将每一件事办到群

众心坎上。”袁州区水利局水库移民负责

人袁小春说。近年来，该区共为 3 万余名

移民建设了安居家园。

“以前村里都是黄泥巴路，没有路灯，

天一黑就只能待在家里。现在修了水泥

路，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大家吃完晚饭可

以出来散散步，邻里之间也更亲近了。”谈

起村里的变化，新坊镇里睦村村民彭秀英

脸上写满了幸福。

建设渠道、加固河堤、安装排污管网、

改水改厕……该区切实推进道路、饮水、

环境整治等民生项目建设，极大地改善了

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2021 年以来，全

区累计建设和维修渠道、山塘等农田水利

项目 239 个，建成饮水、道路等基础设施项

目 484 个，有效解决了移民农田灌溉用水、

生活饮水、出行安全等问题。

“曾经杂草丛生的臭水沟，如今两岸

绿 树 成 荫 、河 水 清 澈 。 自 文 化 广 场 建 成

后，村民们茶余饭后又有了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金瑞镇利田村党支部书记何晚生

说。在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帮扶下，

金瑞镇实施渠道整治等民生工程项目，建

设休闲广场、走廊和 LED 显示屏，14 个水

库移民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指数

明显提升。

水库移民，既要安居，也要乐业。近

年 来 ，袁 州 区 立 足 库 区 和 移 民 安 置 区 实

际，开展精准帮扶、产业扶持和技能培训，

激发移民村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造血”

功能，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移民

实现了就地就近创业就业。

要想富，先修路。飞剑潭乡陈源村有

150亩蔬菜大棚，由于对外交通不便，蔬菜运

输、销售一直是村民们的烦心事。自2020年

以来，袁州区累计投入 271万元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资金，修建产业致富路，为当地蔬菜

产业发展提供了交通保障。今年，该村蔬菜

产业可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40余万元。

“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我承包果园、

水 塘 ，种 果 树 、养 有 机 鱼 ，腰 包 也 鼓 了 起

来。”金瑞镇村民万林国感慨万分。

和万林国一样，楠木乡官溪村村民周

兰英也尝到了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

甜头。“移民到这里后，我加入合作社从事肉

牛养殖，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了。”在官溪

村的新疆褐牛养殖基地，周兰英正在给牛投

喂饲料。楠木乡通过实行“党支部+合作社+
产业+脱贫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和红色旅游，打造了新疆褐牛、西瓜、大棚

蔬菜、特色中药材等种植养殖基地，带动 70
多名移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新坊镇里睦村三面环水、景色优美，

吸引了一大批外来游客，村民李茶文由此

办起了“茶窝里”农庄。“政府为我们解决了

就业、子女教育等问题，开办茶庄后，收入

也 增 加 了 ，我 感 觉 很 幸 福 。”李 茶 文 笑 着

说。此外，该村还依托地域特色，建设紫红

米产业基地，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吉安县发展乡村产业铺好振兴路
本报吉安讯 （朱晨欣 李程仁）10 月 8 日，走进吉安县凤

凰镇石塘村蔬菜基地大棚，只见一株株绿油油的空心菜长势

喜人，村民正忙着采摘、包装，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的蔬菜绿色、无公害，深受客户喜欢。”基地负责人

李序强说。据介绍，该蔬菜基地以种植本地蔬菜瓜果为主，4
个大棚全部实行轮作，四季皆可“生金”，大棚年产值可达 120
万元左右。为了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该村通过“一领办三

参与”模式积极对接市场，让基地形成了稳定的销售链，主要

销往吉安市城区批发市场，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5万余元。

近年来，吉安县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活力。全县共有 242 家“一领办三参与”合作社，吸纳脱贫

户入股 1.5 万户，每年可向脱贫户分红近 500 万元、向村集体

分红 900多万元，带动 1500多名脱贫劳动力在基地务工。

带动2万余户农户，户均增收1万余元——

笋尖上的致富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安居乐业，感觉很幸福
——袁州区扎实推进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

林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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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靖安县仁首镇周口村农民驾驶农机在田

间打捆装运稻草，用于生态肉牛养殖。近年来，靖安县补

贴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民采购稻草回收打捆机，免费将收割

后留在田间的稻草打捆装运回收，用于发展生态肉牛养

殖、食用菌等产业。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10 月 15 日，在南昌县凤凰沟景区，数十亩格桑花绚丽绽

放，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