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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服务平台助力经济发展
本报丰城讯 （通讯员姚松）近年来，丰城市杜市镇加

强商会建设，主动搭建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政企沟通桥梁

纽带作用，助推经济发展。

按照本地及异地商会建会标准，该镇分类分领域制

定商会工作台账，建立了 60 余人涵盖商贸、教育、建筑等

行业的商会人才库，并对相关信息及时更新、动态管理。

建立商会组织定点联系、领导干部牵头联系等“三联系”

机制。常态化组织召开会员企业座谈会及新春恳谈会，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妥善解决会员企业反映的融资、用

地、用电、用气等问题 36 个。同时，积极发动会员企业参

与助老助残、助学助困等公益活动，为 19 名家庭困难学

生提供“一对一”结对帮扶，募集资金 280 余万元用于修

建进村公路和文化活动中心。发挥以商招商优势，成功

签约亿元项目 3个，投资总额 23.8亿元。

开足马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刘佳惠子）近日，省

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加

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实施意见》，提出立

足我省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对照国内外先

进发展模式，聚焦电子信息、铜基新材料、锂

电和光伏新能源、钨和稀土金属新材料、航

空、炼化一体化和化工新材料等6个先进制造

业集群，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梯次培育工程，

培育一批融入国际、国内竞争的标志性集群，

打造2至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动态培

育 20个左右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以国

家级集群为引领、省级集群为骨干、市级集群

为基础，结构合理、重点突出、优势互补的先

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发展体系。

我省自 2014 年开始，开展产业集群培

育工作，规划了 60 个工业重点产业集群，以

县（市、区）、开发区为依托，开展集群培育认

定和动态管理。9 年来，累计培育 136 个省

级（培育、特色）产业集群，2022 年集群营业

收入近 4 万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

82.4%，其中营业收入过千亿元集群 5 个、过

百亿元集群 105个。

今年，国务院对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

群作出了新的部署，省政府印发了《江西省

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

计划（2023-2026 年）》，提出做大做强 12 条

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和打造 6 个先进制造业

集群的目标。《实施意见》既是贯彻国家决策

部署的需要，也是落实“1269”行动计划的具

体行动，重点从建设高效协同创新网络、提

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先进制造水平、增强

优质企业活力竞争力、构建集群良好生态、

提升集群治理现代化水平等五个方面，提出

了 19 条措施，着力构建国家级、省级、市级

集群梯次培育机制，为我省培育一批创新能

力强、规模效益显著、一流企业集聚、生态体

系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先进制造

业集群，代表我省参与国际、国内竞争，成为

我省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

据了解，我省将启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竞

赛，通过“赛马制”遴选一批省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按照“一个集群促进组织、一个产业联

盟、一批链主企业、一个制造业创新中心、一

支产业基金、一所现代产业学院或市域产教

联合体”的“六个一”模式完成组建，明确集

群的主攻方向、发展路径和区域布局，加快

构建集群产业生态和现代化治理机制，着力

建设具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国家级集群为引领 省级集群为骨干 市级集群为基础

江西部署加快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为处理设施配备“身份证”
南昌智慧监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本报南昌讯 （朱晨欣）为改善南昌市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长期存在“建、管、用”脱节的问题，今年以来，该

市创新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编号及赋码工作，为

每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新配备“身份证”。

南昌依托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对全市范围内已建

设施按照所在辖区、建成年份统一编号，全面梳理已建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情况，建立“智慧台账”；通过大数据

平台“一个设施一码”生成数据同步关联的二维码，制成

统一的标识牌进行实地张贴，实现管理部门扫“码”监管，

运维单位扫“码”管理，社会公众扫“码”监督，打通了一条

快速、高效、便捷的信息化管理新通道。截至目前，该市

已为 514 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编号赋码，覆盖全市

68个乡镇 347个行政村。

近年来，南昌市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以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的良好成效，为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奠定

坚实基础。全市累计完成 462 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率超 40%，农村生活污水横流现象得到有

效遏制，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本 报 讯 （全 媒 体 记 者杨碧玉）

记 者近日从省林业局获悉：近年来，

全省林业系统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按 照“ 做 优 一

产、做 强 二 产 、做 大 三 产 ”的 发 展 思

路 ，全 力 推 动 竹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2022 年我省竹产业产值达 686 亿元，

增长29.9%。

江西是竹资源大省，现有竹林面

积 1765 万 亩 ，活 立 竹 29.72 亿 株 ，竹

林 面 积 和 竹 资 源 总 量 居 全 国 前 列 。

为充分利用好竹资源，2021 年起，我

省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竹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等多个文件，推动

实 施 竹 产 业 发 展“ 千 亿 工 程 ”（到

2025 年 全 省 竹 产 业 综 合 产 值 达 到

1000 亿 元）。 各 地 纷 纷 出 台 配 套 措

施，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竹产业发

展政策保障体系。目前，我省分别有

国家级、省级竹产业龙头企业 7 家、

52 家，年产值超 1 亿元的竹产业企业

12 家，涵盖竹建材、竹家具等 20 多种

产品体系。我省竹资源产出、竹产品

产能、竹产业产值均居全国前列，竹

产业集群效应初显：资溪县建成省内

首个竹科技产业园，引进国内知名头

部企业入驻，推动竹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 ；乐 安 县 集 聚 11 家 本 土 竹 笋 加 工

企业，高标准建成省内首个以竹笋为

主 的 森 林 食 品 产 业 园 ，向 年 产 值 50
亿元目标迈进；万安县打造以竹材建

材、竹质能源、竹炭为主的竹产业园区，首期签约总投

资额 45.5 亿元。

全省各地还深挖竹品牌价值。吉安市打造“井冈翠

竹”公用品牌；抚州市“乐安竹笋”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和全国首批“中欧互认”产品，品牌价值达 13.71 亿元；铜

鼓县竹企业开发竹键盘、竹音箱等系列产品，率先进入

“以竹代塑”市场应用；宜丰县推进富硒竹笋产业园区建

设，打造“硒”主题特色笋、竹品牌，推动“富硒笋产品+竹

林康养”深度融合。

据悉，我省依托省林科院、江西农大，有序推动笋、竹

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平台建设。资溪、弋阳、乐安等地

“笋竹科技小院”获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批复设立。江

西省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竹能源与碳材料科创中

心、江西省林业局木竹家具绿色制造重点实验室等技术

创新平台先后成立。在各类科技平台的支撑下，全省竹

产业科技水平不断提升。

我
省
竹
产
业
发
展
节
节
高

竹
产
品
产
能
、竹
产
业
产
值
均
居
全
国
前
列

“陈书记，小区里只有一个凉亭，能不能

扩建或再建一个？”“小区门口有个别店面私

自开后门进出，这样会带来安全隐患。”

“等会我和业委会成员去看看凉亭有没

有扩建的空间，哪里适合新建，两天内答复

大家。”“店面私开后门的问题，我会联系相

关部门，处理结果在 15天内告知大家。”

…………

近日，永新县禾川镇二机社区龙鹏国际

小区内，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剑召集业委会

成员、楼栋长、居民代表等开展“民声半月

谈”议事会，共同商讨居民近期关心关注的

问题。

近年来，永新县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

治理，创新开展“民声半月谈”议事会，在拉

家常中听民声、知民情，通过议事协商、集聚

民智，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努

力把城市社区打造成居民放心、安心的幸福

港湾。

小实事托起大民生

“我在‘民声半月谈’议事会上反映有几

盏路灯坏了，第二天社区就派人过来摸排情

况，很快就更换了老旧电线，安上了新灯泡，

晚上不用摸黑出门了。”西门社区西荣苑小

区居民龙细陆告诉记者，现在不仅路灯亮

了，乱停乱放、乱搭乱建等情况也没了，每天

晚饭后大家都相约在小区散步锻炼。

永 新 县 中 心 城 区 有 10 个 社 区 ，面 积

15.7 平方公里，居民 3 万余户近 10 万人。由

于各种原因，社区普遍存在自建房多、开放

式无物业小区多的现象，邻里纠纷多、基础

设施弱、配套设施弱、管理服务弱、环境脏乱

差等多种治理难题交织并存。

如 何 有 效 破 解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难 题 ？

2021 年 2 月，永新县成立城市社区党工委，

从“微实事”“微心愿”入手，探索创立“民声

半月谈”议事会机制，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民声半月谈”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组织

实施，以小区或网格为单位，采取“征、选、

议、解、评”五步工作法，定期在固定场所或

流动现场开展会商，围绕事关居民生活、出

行等“关键小事”，找准堵点、痛点、难点所

在，第一时间掌握民情民意，第一时间回应

居民诉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今

年，该县 10 个城市社区召开“民声半月谈”

议事会 218 次，收集意见建议 305 条、“微心

愿”289 个、居民诉求 260 件，解决民生问题

1560件。

小群体凝聚大合力

河东社区东里大道常年被流动摊贩占

道经营，影响居民出行。社区曾多次与相关

部门联合整治，效果不明显。为根治这一难

题，社区深入调研，形成 3 个解决方案后，召

集相关部门单位、流动摊贩和居民代表开展

“民声半月谈”议事会。会上，大家共同商

讨，投票选取最佳方案执行，并推选出 4 名

商贩代表轮流值守，杜绝占道经营现象发

生。

“民声半月谈”议事会自创立以来，社区

党员干部、网格长、网格员、党员中心户每周

至少两次邀请居民到社区或主动上门与居

民谈心，多渠道收集居民诉求。同时，吸纳

居民代表、党员干部和执法部门、共建单位

等多方力量，依托上门访、现场谈、网格巡等

形式征集梳理有效议题。对纳入“民声半月

谈”的议题，集合居民代表、党员代表、志愿

者代表、“五老人员”、社会乡贤及利益相关

方等开展讨论交流，形成最优方案，真正实

现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的事大家定、大家

的事大家办。

小活动带出大文明

“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做祖国的栋梁！”

赣化社区举办的“红色传承·薪火赓续”红色

课堂开学第一课上，朝气蓬勃的“小红领巾”

沉浸在红色诗词《七律·长征》的情境中。

赣化社区在“民声半月谈”议事会上，了

解到很多家庭存在节假日孩子无人看管等

情况后，陆续举办红色课堂、公益课堂等丰

富多彩的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个文

明、健康、安全、愉快的假期。

永新县各城市社区聚焦居民诉求，积极

开展文明创建行动，营造人人向善文明新

风，让群众充分享受到文明创建的成果。欧

洲城小区食堂引导居民做“光盘行动、勤俭

节约”的先行者；龙家巷三区刘精汉、李美妹

夫妇结婚“零彩礼”，以实际行动倡导移风易

俗……如今，在永新，人人都是文明建设的

实践者、推动者，文明行为蔚然成风。

拉家常中解开千千结
——永新县“民声半月谈”议事会为居民打造幸福港湾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幸

▶ 近日 ，瑞昌经开

区科技园江西瑞晟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

正在智能生产线上赶制订

单。该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研发、生产、销售SMD、

LED 器件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产品销往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特约通讯员

魏东升摄

▲ 10 月 14 日，在位于高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江西天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正在

精密车间调试设备。当地优化工业结构布局，引进和培育一批数字、智慧、精密生产企

业，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 10月 12日，位于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众智科技园的江西深超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厂房内，员工正在生产圆柱异形锂电池。据了解，该企业的圆柱异形锂电池是抚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培育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之一。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福清摄

为纪念少先队建队 74 周年，近日，南昌市豫章学校

教育集团豫章路校区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增强新入队

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通讯员 李娟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