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宜多山，风景秀丽。仲冬时节，

驱车行驶在乡间平坦的道路上，阳光斜

照 着 田 野 和 远 处 的 山 峦 ，尽 显 诗 意 之

美。寒冷冬月，万物寂静，洁白如雪的

油茶花悄然绽放，清香四溢。

在山里找出路，从林间“淘金”，分

宜 县 有 培 育 油 茶 苗 、种 植 油 茶 树 的 传

统 。 近 年 来 ，为 了 发 展 绿 色 经 济 ，该

县 积 极 引 导 群 众 发 展 油 茶 产 业 ，依 托

中 国 林 科 院 亚 热 带 林 业 实 验 中 心（以

下简称“亚林中心”）的人才、科研、资

源 优 势 ，加 强 油 茶 技 术 推 广 ，培 养 一

批油茶栽培和经营的“土专家”，建立

完善油茶良种研发、繁育、推广体系，

持 续 推 进 高 产 油 茶 种 植“ 十 万 亩 计

划 ”，力 争 将 油 茶 产 业 打 造 成 为 县 域

特色产业。

“博士团”带动
撬动一株苗的亿元效益

12 月 13 日，记者来到亚林中心智

能化温室大棚，见到中心副主任、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钟秋平博士时，他正在查

看油茶苗的长势。“我们投入 700万元建

设这个智能化温室大棚，占地 6000 多平

方米，现在培育了油茶苗 60万余株。”钟

秋平说，“中心还有一个简易的大棚，培

育油茶苗 240万株。”

作 为 驻 地 中 央 科 研 机 构 ，落 户 分

宜 的 亚 林 中 心 ，积 极 致 力 于 科 研 成 果

转 化 ，提 高 科 技 服 务 质 量 ，为 地 方 林

农 、林 业 基 地 有 效 解 决 生 产 过 程 中 遇

到的实际问题，打通科技推广“最后一

公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亚

林 中 心 立 足 分 宜 县 自 然 禀 赋 ，将 油 茶

确立为珍贵树种高质种苗繁育重点之

一，成立了油茶科技研发团队，开展油

茶 种 质 资 源 收 集 与 良 种 繁 育 ，改 进 油

茶 芽 苗 砧 嫁 接 技 术 ，直 接 催 生 了 分 宜

县的油茶育苗产业。

“从 1996 年开始，我们持续向村民

推 广 育 苗 技 术 ，手 把 手 指 导 他 们 选 地

整地、选用苗木、栽植抚育等，培养了

以 欧 阳 国 智 、文 海 平 等 为 代 表 的 一 批

油 茶 育 苗‘ 土 专 家 ’。”钟 秋 平 介 绍 ，

2000 年 以 后 ，周 边 一 批 村 民 已 经 掌 握

了油茶育苗技术，形成了防里、长埠两

个育苗专业村，有育苗基地几百亩，每

年 育 苗 上 千 万 株 ，油 茶 育 苗 产 业 自 此

开始蓬勃发展。

亚 林 中 心 油 茶 科 技 研 发 团 队 ，于

2008 年升级为油茶科技（博士）研发团

队，现有博士 6 名、硕士 13 名。近年来，

该中心“博士团”探索“技术帮扶+土专

家+产业+就业”模式，培养育苗“土专

家”300 余名，发展高产油茶育苗 2800
亩，产值达 2.5 亿余元。这种助推油茶

产业发展的模式，入选农业农村部 100
个产业帮扶典型案例。

“土专家”引领

助推育苗产业加速发展

在分宜县钤山镇防里村的高产油

茶育苗基地，油茶良种苗郁郁葱葱。农

户 们 戴 着 手 套 正 分 拣 油 茶 苗 ，打 包 装

车，销往外地。“冬季正是卖油茶苗的好

时节。此时，油茶树会进入休眠期，不

容易伤害到根系，非常适合栽植。到来

年春天，油茶树就可以开枝散叶，很好

地生长。”防里村致富带头人欧阳国智

说，“今年油茶苗市场行情持续走高，我

抚育的油茶苗早已被订购一空。”

欧阳国智是土生土长的防里村村

民，早年他在亚林中心专家的指导下，

逐 步 掌 握 了 育 苗 技 术 ，成 为 远 近 知 名

的“土专家”后带领村民一同繁育油茶

苗。“油茶育苗是门技术活，邻里乡亲

遇 到 一 些 难 题 时 ，我 都 会 认 真 帮 助 解

决 。 只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加 入 ，这 个 产

业才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油茶育苗是村里的特色产业，在

欧阳国智的带动下，全村有 60多户村民

从事育苗工作。”防里村党支部书记欧

阳七根说，“我们掌握了育苗的‘核心技

术’，从买种到催芽、嫁接，再到栽种，都

有一套自己的体系。”今年，防里村成立

了分宜县余山油茶苗种植专业合作社，

发展油茶育苗产业上百亩，育苗 240 万

株，年产值近千万元。

钤山镇党委委员、常务副镇长赵利

萍介绍，“土专家”学有所成、先行致富

后，不忘乡亲，通过传技术、搭平台、送

服务等方式，将油茶这棵“致富苗”植入

更多村民的林间地头，带动更多群众增

收致富。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分宜县已建成

10 个省级油茶良种育苗基地，每年向社

会繁育供应 3000 万株油茶良种无性系

苗木，可以满足 40 万亩油茶造林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该县依托亚林中心研发

的长林系列油茶良种已推广到国内大

多数油茶适生地，普及率达 65%以上。

山林间“淘金”，
全力打造县域特色产业

分宜县有林地 138万亩，优势在山，

出路在林，致富在果。在操场乡塘西村

油 茶 种 植 基 地 ，满 山 的 油 茶 树 随 风 摇

曳。“这里有 1 万多棵油茶树，都是今年

初栽种的，现在已经有半米高了。种植

油茶树的收益期长，一棵油茶树能挂果

40 年以上，一次投入，两代人受益。”基

地负责人钟剑飞说。

今年，国家出台《加快油茶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分

宜县以此为契机，发挥自身油茶良种育

苗优势，顺势推出高产油茶种植“十万

亩计划”，并成立了油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领导小组，致力于将油茶产业打造为

县域特色产业。

分 宜 县 副 县 长 郭 小 平 说 ：“ 我 们

围 绕 产 业 发 展 的 要 素 保 障 ，为 林 农

提 供 全 流 程 保 姆 式 服 务 。”目 前 ，该

县 全 面 落 实 资 金 保 障 ，在 统 筹 中 央 、

省 级 财 政 林 业 改 革 发 展 等 各 项 资 金

基 础 上 ，落 实 县 级 油 茶 产 业 发 展 专

项 补 助 资 金 ，支 持 油 茶 提 质 扩 面 形

成 产 业 优 势 。 同 时 ，做 好 用 地 保 障 ，

今 年 全 县 调 整 2.7 万 亩 省 级 公 益 林 ，

调 整 林 木 采 伐 限 额 方 案 ，尽 力 满 足

意 愿 栽 种 油 茶 的 林 农 用 地 需 求 。 在

技 术 支 持 方 面 ，该 县 依 托 亚 林 中 心

人 才 、科 研 、资 源 优 势 ，面 向 林 农 、合

作 社 和 企 业 等 各 类 经 营 主 体 开 展 技

术 培 训 和 现 场 指 导 ，为 其 普 及 油 茶

种 植 知 识 和 政 策 。

育 好 一 株 苗 ，种 好 一 棵 树 。 分 宜

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充分利用

适 宜 林 地 ，采 用 良 种 良 法 新 造 高 产 油

茶林，通过垦复、密度调整、施肥和科

学 修 剪 等 方 式 ，统 筹 推 进 油 茶 低 改 和

提 升 工 作 ，促 进 全 县 油 茶 资 源 质 量 全

面提升，实现油茶持续高产稳产。“目

前 ，全 县 高 产 油 茶 林 面 积 7.6 万 亩 ，预

计到 2025 年，可以如期实现十万亩油

茶种植规模。”分宜县林业局副局长王

贵香说。

一株苗撬动亿元产业
——看分宜县如何下好绿色经济发展一盘棋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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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冬时节的清晨，上犹县平富乡庄前

村党支部书记曾祥忠接到村民钟钢生的电

话，反映家里的自来水管破裂，影响生活用

水。放下电话，曾祥忠立即带着维修人员

赶往村民家中，经抢修，当天恢复供水。

近年来，平富乡通过引进第三方公司，

成立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对村庄环境

进行长效管护，并在村委会下设物业管理

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曾祥忠兼任村物业

管理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物业服务事宜。

“早点修好水管，不影响他家做午饭。”

曾祥忠告诉记者，以前城里的小区才有物

业服务，现在村里也有了。

在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设

施“重建轻管”、环境治理责任不明确、资金

无保障等管护难题。上犹县大胆尝试，引

进“物业进乡村”管理治理模式，由第三方

公司或村集体股份合作社承包全县 131 个

行政村物业服务，按户核定费用，推行合同

制，走出了一条农村环境治理新路子。

长期以来，上犹县实行城乡环卫一体化

运行，由第三方公司负责农村生活垃圾清

运。但全县村小组点多面广，村庄内公共环

境卫生仍然存在脏乱差的现象。

平富乡庄前村作为上犹县“物业进乡

村”管理治理模式的试点村，在保留第三方

公司处理农村生活垃圾清运处置的基础上，

引进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对乡村环境进

行整治及长效管护，把乡村当成社区来管，

将公共空间整治、设施维护、村庄秩序管理

等列入管护范围，真正做到常态长效。

“这个物业公司收费公道，服务周到，

现在村里环境大变样，家里小修小补也能

及时找到人处理。”庄前村石子组的孤寡老

人骆金凤告诉记者，对“门前三包”责任落

实到位、家庭环境卫生保持较好的村户，还

有免缴下个月度物业费的奖励措施。

上犹县充分整合各项资源，建立稳定

的资金来源，适度聚合支农资金，从每年度

县财政安排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经费中切

块支持，配备足额的农村村庄长效管护经

费，整合农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经费，发挥乡

村理事会或新农村建设促进会的作用，发

动在外成功人士捐款捐物支持家乡环境整

治建设，全方位、多渠道、筹措物业进乡村

的资金需求，做好资金保障工作。

同时，聚焦当前乡村环境短板，上犹县将农村乱搭乱建等

“五乱一散”整治内容列入承包范围，以合同的形式明确第三方公

司在村庄环境卫生、设施管护、庭院整治、村庄秩序等物业管理的

责任和义务。乡镇作为发包方行使正常的监督管理职能，每月开

展一次“物业进乡村”运行绩效评估，深入现场进行业务督导，出

具评估报告，借助“物业进乡村”管理平台，推进乡村治理向更高

层次迈进。

如今，走进平富乡庄前村，屋舍俨然，乡道整洁，一幅和美

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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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林中心智能化温室大棚，钟秋平博士正在讲解育苗技术。

照亮回家路 惠民暖人心
本报修水讯 （全媒体记者袁荣穗 通讯员罗孝山）“路灯亮

了，晚上出行方便了！”夜幕降临，修水县宁州镇南崖社区的路

灯一盏盏亮起，照亮了社区居民的回家路。

宁州镇南崖社区南崖景苑路段的路灯“失明”多年，社区

500 余人夜间出行只能靠手电筒照明，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在

修水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的一场代表“进站”接待选民“双联

系”座谈会上，南崖社区网格员刘素茶向“驻站”的县人大代表

反映了这一情况，县里立即进行实地考察并协调住建、供电、镇

政府等相关部门单位，两天便解决了南崖景苑路段的路灯照明

问题。这是修水县人大常委会推进人大代表联络示范站建设，

着力提升代表履职实效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修水县人大自 2022 年开始推进人大代表联络示

范站建设，在全县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中开展“争建代表履

行职责的好平台，创密切联系群众的代表联络示范站”“争当

收 集 社 情 民 意 的 议 事 厅 ，创 凝 聚 民 智 民 力 的 代 表 联 络 示 范

站”“争做推动问题解决的加速器，创推进基层治理的代表联

络示范站”的“三争三创”活动，真正让人大代表学习交流有

阵地、履职行权有平台、联系群众有载体、展示作为有舞台。

同时，在管好用好工作站上下功夫，组织五级人大代表进站，

常 态 化 开 展 履 职 活 动 。 今 年 以 来 ，该 县 76 个 代 表 联 络 站 共

开 展 接 待 选 民 日 活 动 650 余 次 ，接 待 选 民 4670 余 人 次 ，收 集

到选民意见建议 1000 余条，化解矛盾纠纷 69 起，为群众解难

事办实事 293 余件。

12 月 17 日，庐山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正在为游客指

路。当日，庐山雪后初霁，大批游客上山赏雪观景。庐山公安

局民警全员上阵，疏导交通，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确保游客开

开心心游玩，平平安安回家。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摄

千里赣江，川流不息，在万安十八滩

头激荡起灵动的浪花。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千百年

来，文天祥、辛弃疾等众多文人墨客在万

安写下了壮美诗篇，也为这片沃土沉淀下

深厚的文化底蕴。

以赣江为主轴，串联特色山水人文资

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是万安县审时度

势，布局“文旅旺县”战略的生动诠释。

这些年来，通过抢抓赣江中游生态经

济带建设战略机遇，万安县全面促进文旅

融合发展，不断塑造文旅品牌，助推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该县先后打

造了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7 个、省 A 级乡村

旅 游 点 9 个 。 今 年 以 来 ，全 县 接 待 游 客

841.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8.89 亿元，

同比增长 36.7％。

做活“水文章”
谋划文旅奋进新篇

赣江百转千回，生生不息地滋养着万

安这片沃土。

万安水电站、井冈山航电枢纽的先后

建成，形成了风光旖旎、山水如画的万安

湖、心安湖两座静态湖，给万安文旅事业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鼓声阵阵、浪花飞溅，2023 年江西省

龙舟大赛在心安湖上如火如荼开展。白

雾横江、宛如仙境，2023 年“万安湖杯”筏

钓大赛在波光潋滟的湖心鸣锣。

锣鼓声声中，美丽的万安正走出“深

闺”。以万安湖旅游开发为核心，当地做

足“水文章”，全力打造百里赣江休闲观光

旅游带，朝着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目

标迈进。通过举办龙舟赛、筏钓赛等赛

事，让游客全方位、多层次感受万安山水、

文化的魅力。

以 项 目 建 设 为 引 领 ，做 活“ 一 江

水”。走进位于赣江畔的百嘉老街景区建

设现场，工人们正忙着修复古建筑。曾

经，千年黄金水道给百嘉镇留下了深刻的

文化烙印。为重现“百家商铺共聚，千户

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当地打造赣江最

美岸线（百嘉韶口段）旅游建设项目，一个

充满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即将呈现在游

客面前。

“ 万 安 县 以 系 列 重 点 景 区 建 设 为 抓

手，引领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万安

县文广新旅局党组成员、景区管委会主任

赵阳阳介绍，今年以来，该县共谋划实施

了文旅项目 13个，总投资 4.2亿元。

培育新业态
唱响文旅特色品牌

“酒香也怕巷子深。”万安县以丰富多

样的文旅活动策划塑造文旅品牌，坚持

“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硒茶采摘节、

脐橙采摘节、银杏嘉年华等系列文旅营销

活动频频“出圈”。

这里有一朵花的绽放。春日里，漫山

遍野的油菜花把万安山乡装扮得格外迷

人。当地以花为媒，激活“美丽经济”，先

后举办五届油菜花节。

这里有一席“鱼”的精彩。为进一步

唱响万安生态鱼品牌，该县分四季举办

“万安鱼头厨王争霸赛”，讲好“万安鱼头”

精彩故事。

这里有一幅画的底蕴。走进田北农

民画村，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民画墙画与山

水风光相互映衬。这个被艺术滋养的村

庄，曾四次举办全国农民画创作展，如今

正迎来八方研学团队。

这里有一片叶的“出圈”。冬日的五

丰镇高岭古村，金黄的银杏和乡间民宿把

村庄装扮得绚丽迷人。一年一度的银杏

嘉年华，让汉服秀、高岭市集等特色活动

火爆朋友圈。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该县共策划文

旅活动 80 余场，旅游总收入占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从 2022年的 53%提升至 78%。

铸文化之魂
彰显文旅深厚底蕴

文化万安，诗意千年。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近年来，万安积

极把文化融入旅游之中，实现保护和开发

并举、传承和利用并重，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打造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弘扬传统文化。该县深入开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挖掘和保护，将万安百鱼宴、

花船舞、麒麟狮象灯等非遗表演融入各类

节庆赛事。挖掘宋代古城墙、十八滩文化

等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赣江

十八滩文化”体验景点。深耕“安”文化品

牌，推出“吾心归处是万安”等一批文旅宣

传口号，创作《心安万安》《筑梦万安》等歌

曲，先后荣获“中国农民画之乡”“中国唱

船文化之乡”等“国字号”文化旅游名片。

传承红色文化。红色是万安最亮丽

的底色。该县用好用活红色资源，积极

融 入“ 大 井 冈 ”红 色 旅 游 圈 。 加 快 推 进

万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先后打造

了 罗 塘 村 、晓 东 村 、兰 田 村 等 10 个 红 色

名 村 ，提 升 改 造 了 康 克 清 故 居 片 区 、曾

天 宇 故 居 和 万 安 暴 动 行 动 委 员 会 旧 址

等红色阵地。同时，将红色资源连线成

面 ，设 计 红 色 旅 游 精 品 线 路 ，打 造 红 色

旅游目的地。

推广美食文化。享用一席“鱼”、常来

一座城，万安鱼头被评为“十大赣菜”之

一。为了让美食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万安县用心培育生态鱼养殖、烹饪工艺、

厨师队伍、品牌建设、门店经营等全链条

产业，让“万安鱼头鲜天下”声名远扬。

以水为脉 绘文旅画卷
——万安县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走笔

邱 哲 叶 彦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