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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沉下去 产业兴起来
——余江区“万企兴万村”带来乡村发展新面貌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桐

万里长江，携唐古拉山之云，一路向

东奔腾，在我省最北端拐了一道弯，孕育

出一片鱼米之乡。以水为名，152 公里“黄

金水道”，造就了我省重要的对外贸易口

岸和物流航运枢纽。

2023 年 10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考察，登

上重要文化景观之一的琵琶亭。这是全

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

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之后，总书记首次

赴地方考察文化传承发展项目和重大文

化工程。

跟随总书记的脚步，我们看到了令人

眼前一亮的“诗画长江”。一条滨江生态

长廊为长江系上美丽的“绿飘带”，串起琵

琶亭、锁江楼、浔阳楼等文化景观，以时间

为经，以空间为纬，寻古探今，写下长江文

化生生不息的长歌，奏响助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的乐曲。

“诗情画意”链古接今

“ 开 元 法 曲 无 人 记 ，一 曲 琵 琶 说 到

今。”1200 多年前的一个秋夜，诗人白居易

来到浔阳江头送客，挥笔写就长诗《琵琶

行》。后人为纪念白居易，在长江边建起

了琵琶亭。

如今，作为链接长江文化“前世今生”

的桥梁，琵琶亭内，琵琶声再次响起，用实

景表演的方式，让千古名篇《琵琶行》穿越

历史的长河重现眼前。

登上琵琶亭，蓝天白云，滔滔江水，尽

收眼底。景区内，通过沉浸式影片、数字

交互等形式，打造了展示千年赣北文化的

窗口，向人们讲述着与长江有关的故事，

助推文化和旅游、文化与数字化等多业态

融合发展。

有了水的滋养，城市便有了灵气，文

明茁壮生长。秦设九江郡，西汉灌婴筑九

江城，魏晋时成为“七省通衢”的通都大

邑，明清时期是全国“三大茶市”“四大米

市”之一……山水文化、诗词文化、书院文

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中外文化百花齐

放，为九江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遗迹和遗存，形成了多元文化交

融共生的特殊形态——

九江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6
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522 处，其中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2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105 处。历代有 1500 多位诗人在九

江赋诗作词，作品总数超 1.6万篇。

对长江历史文化资源和遗产的传承

与保护，让它们重新散发着活力与光芒。

共护一江碧水东流

12 月 10 日，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

季在“中国候鸟小镇”永修县吴城镇开幕。

地处我省北部的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

主要支流之一。截至 2023 年 12 月 8 日，鄱

阳湖越冬候鸟总数已超过70万只。

从“观鸟周”到“观鸟季”，观鸟时间拉

长，候鸟数量增多，折射出的是我省生态环

境日趋向好、人鸟和谐共家园的美好图景。

绿水青山，是我省最厚重的家底，也

是赣鄱儿女书写的新时代答卷。

全 省 97.7%的 土 地 面 积 位 于 长 江 流

域，每年注入长江的水量约占长江径流量

的七分之一。守护“一江碧水向东流”，是

我省责无旁贷的使命。

“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

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长江

保护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我

省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深深融

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脉络。

近年来，我省坚持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为统领，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五河两岸一湖一

江”全流域治理，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

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

饮用水安全保障、非法码头整治、入

河排污口整治、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等一系

列专项行动的号角吹响。我省持续开展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禁捕、土壤地下水

污染源头管控，将建设沿江绿色生态廊

道、打好长江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作为发

展的基石。目前，全省 108 条（段）幸福河

湖建设项目全部开工，长江干流江西段水

质持续稳中向好，连续 5年达Ⅱ类水质。

最美长江岸线，构成了我省的生态基

底、文化根基和经济形态，为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创意重现千年文化

清晨，薄雾锁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九江城区段，芦苇随风摇曳，鸟鸣啾啾。

市民黄蒙换好一身跑步装备，沿着长长的

江堤慢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

段的建成，让她有了坚持跑步的好习惯，

“这边风景好、空气好，离家又近，既能锻

炼身体，又能放松心情。”

作为我省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

核心区域，2022 年 4 月，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九江段建设正式启动。该项目按照“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坚持“还江

于民、便民利民、生态优先、文化铸魂”，以

“千年文化、串珠成链、创意重现”的方式，

打造文化地标；以科学美观实用为原则，

优化沿江生态廊道；以建设长江文化主题

展示区和文旅融合区的理念，实现长江文

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

见人、见物、见生活。

目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

一、二期项目已完工，成为市民休闲、游客

打卡的好去处。

高标准规划、高水平谋划、高质量推

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省有清晰的

规划。省委、省政府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江西段建设写入 2023 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3 年 7 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

建设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汇报会召开，江

西段各项建设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

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持续

巩固一期、二期建设成果，高质量建设好

九江城区段三期项目，加快推动瑞昌铜岭

铜矿遗址文化公园、湖口山江湖生态文明

展示园、彭泽滨江文旅融合项目，把白鹿

洞书院、黄庭坚纪念馆等项目纳入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项目库……一条沿长江岸线

的风光带、文化带、经济带蓝图就在眼前。

从此，人们就能从诗文、从画作、从商

旅行人那里，不断看见、不断听闻长江的

故事。

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

之一，我省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

值，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成传承中华

文明的载体和展示我省形象的窗口。

一方面，通过开展文物资源调查、深入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厘清长江文化脉络，揭

示水脉背后的文明密码，为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促进

文化与旅游、文化与生态等业态融合，充分

利用文化要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长江文化也是独特的流域性文

化，文明的航线串起沿江颗颗明珠，各地交

流的壁垒不断被突破，守望相助、命运与共

也是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我省将这样的

理念落实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展

示、文旅融合等项目之中，携手沿江兄弟省

市开展非遗购物节、长江经济带文旅消费

季等活动，全面展现长江流域江西段的历

史人文底蕴、自然生态资源，促进交流合

作，共同推动长江文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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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琵琶说到今
——从琵琶亭看我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展示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小荣 周亚婧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着力赓续中华

文脉，推动我省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繁荣发展，近期，本报将陆续推出一组“域中聚焦·文旅新视

线”报道，聚焦我省长江文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文旅融合发展等，展现我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传播、转化、创新……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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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〇二四年新

年贺词中指出，“假日旅游人潮涌动，

电影市场红红火火，‘村超’、‘村晚’活

力四射”。

近年来，在我省许多乡村，由村民

自办自导自演的“村晚”，带着一股新

鲜劲和原生态，越来越火，成为很多村

民期待的春节文化盛宴。

“村晚”的走红也得到了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

次提到“村晚”：整合文化惠民活动资

源，支持农民自发组织开展村歌、“村

晚”、广场舞、趣味运动会等体现农耕

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活动。2023 年，

文化和旅游部更是在全国推出“四季

村晚”活动，旨在推动“村晚”活动常态

化，更好地展示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呈现乡村文明新风。

“村晚”能得到各方的高度认同，充

分体现了“村晚”本身的独具特色和优

势。与一般文艺演出不同，“村晚”从组

织到策划，从排练到演出，从演员到主持

人，村民是绝对的主角。演出的内容也

是高度本土化，村民扛着锄头唱小调，插

秧、舂谷、做糍粑等常见的农活都能搬上

舞台。

“村晚”唱响乡村，承载希望。民间

艺术的活力，就蕴藏在百姓的智慧中。

乡村有太多的传统文化值得展现。江

西古村落众多，每一个古村都有很多自

己的风俗，正好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重

新展现。这种展现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一种对

乡村文明的坚守。“村晚”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早已超越晚

会单纯的娱乐功能，它唱响农村新面貌、乡村振兴的新成

就，也承载着促进乡风文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希望。

“村晚”唤醒的是乡愁，凝聚的是人心。“美不美家乡

水，亲不亲故乡人。”乡土乡亲乡情，这些字眼是中国人

割不了、剪不断、融不掉的精神纽带，更是乡村振兴离不

开的元素。优秀乡村文化不仅维系和凝聚着中华民族

的集体记忆，让我们记得住乡愁，还为提升农民精神风

貌，孕育社会好风尚提供了丰润的道德滋养。“村晚”萌

生于民间、来源于群众、根植于乡村。“村晚”最朴素的初

心，就是热闹与欢乐、团聚与幸福。一年努力奋斗后，回

到家乡看一场“村晚”，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获得体验感

与满足感。

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才是最诗意的生活。演身边人、

道心里话、赞新生活，满足农村群众多元文化需求的同时，

不断用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去浸润、感染

和引领群众，这大概就是“村晚”走红的最根本原因。

“村晚”以其独特的性质承担着歌唱乡村新面貌、

唤醒乡愁、凝聚人心的重任。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更

多村民参与和担当下，“村晚”必将凝聚起实现乡村振兴

的更强大力量，让升腾的“烟火气”与洋溢的“幸福味”交

相辉映，让广大村民看“村晚”、享“村晚”、乐“村晚”，在

希望的田野上唱响乡村振兴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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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龙南讯 （通讯员叶波、黎洪）2023 年 12 月 26
日，赣州市锂电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产业转移对

接活动在龙南市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锂电新能源行

业专家、学者、企业家汇聚一堂，探索推动锂电产业全链

互通，共谋合作与发展。

近年来，龙南市依托良好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

力发展锂电新能源产业。自 2016年引进第一个锂电新能

源产业项目至今，龙南市现有锂电新能源生产企业 40 余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8 家，已形成上游磷酸铁锂、三元

材料、锂盐产品，中游锂电铜箔、铝塑膜、锂电五金制品、电

子级胶带、锂电胶黏剂，下游储能电池、消费类电池的产业

链条。据统计，2023年 1至 11月，龙南锂电新能源规上企

业营收达到71.24亿元，同比增长24.64%。

聚焦锂电新能源产业，龙南市不仅高标准谋划产业

发展规划编制，还将新型储能作为重点专攻方向，通过

持续招优引强助推锂电产业延链补链强链，进一步壮大

产业集群、发挥产业集聚效应。2023 年 1 至 11 月，龙南

市引进新能源电池材料、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等锂电新

能源项目 14个，签约资金 366亿元。

龙南谋划锂电新能源产业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徐反根）笔直的道路干净整

洁，宽阔的广场可“席地而坐”……南昌市青云谱区以城

市客厅“席地而坐”示范点创建为契机，持续推进城市精

细化管理，精心打造城市客厅，着力提高重点区域保洁

水平，营造更加清爽洁净亮丽的城市公共环境，全面提

升城市客厅的功能品质。

冬日暖阳下，走进青云谱区八大山人广场，只见垃圾

桶摆放整齐，广场上设置的座椅一尘不染，市民、游客纷纷

“席地而坐”，享受城市整洁优美公共环境带来的惬意。在

2023年南昌市公布的首批 13个城市客厅“席地而坐”示范

点创建名单中，青云谱区八大山人广场榜上有名。

据了解，青云谱区城管执法局按照《南昌市城市客

厅“席地而坐”作业质量标准》，建立“冲、洗、扫、拖、擦、

清、运、巡”的作业流程，采用机械作业为主、人机结合、

互为补充的作业模式，常态化开展深度除污、除尘等作

业，保持地面路面干净整洁，还原其本色。该区坚持以

“室外环境、室内标准”落实城市家具精洗保洁，对广场

休闲设施、休闲桌椅、长廊、果壳箱等多类城市家具，进

行人工擦拭和机械冲洗，实现设施上无杂物、无污渍、无

张贴、无灰尘，确保广场地面、绿地草坪等居民休闲娱乐

区域干净整洁，市民游客可随时“席地而坐”。

青云谱区打造“席地而坐”城市客厅

做旺乡村产业

寒冬时节，记者走进余江区锦江镇铁

山村的宏鑫特种水产养殖有限公司，100 多

个直径 2 米、高 1.2 米的鱼桶一字排开，撒下

一把饵料，只见桶里鱼儿翻腾而起、争相抢

食。公司负责人陈翠云告诉记者：“目前，

公司在淘宝、抖音等多家电商平台平均每

天发货 5000单，营业额超 20万元。”

企业兴村，成败看经营效益。锦江镇

常务副镇长吴翠薇告诉记者：“通过‘公司+
农户’模式，陈翠云已带动周边地区 300 多

户养殖户养殖观赏鱼。锦江镇观赏鱼产业

越来越兴旺，为周边村民提供了 100 个就业

岗位，月人均工资 4000余元。”

一 头 是 企 业 发 展 ，一 头 是 群 众 增 收 。

目前，余江区在“万企兴万村”行动的带动

下，处处涌动着乡村振兴的热潮。位于锦

江 镇 的 江 西 神 农 氏 生 态 农 业 开 发 有 限 公

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形

成了 15 万亩的稻渔综合种养产业集群，近

三年来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承担江西省稻渔综合种养技术协同

推广等政府重大创新项目 5 项，制订行业标

准 1 项。公司总经理洪华贵说：“当初扎根

农村、投身农业，没想到还能将自己的事业

推向一个新高度。”

余江区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通过

引导企业到乡村投资兴业，不仅让一方农

民致富，还带来了一个好产业。近年来，余

江区立足农业产业优势，积极开展“万企兴

万村”行动。“通过引导民营企业，深挖农村

资源，逐步形成以茄子干、大米、红糖等为

重点的特色产业。”余江区工商联副主席王

晶说，“万企兴万村”行动没有现成模板，当

地积极探索“构建企业兴村发展共同体、推

动民营企业携手乡村共同振兴”的发展思

路，放开手脚以乡村为阵地“办”产业、以企

业为主导“兴”产业。自 2021 年启动“万企

兴万村”行动以来，余江区已推动 203 家企

业与 137 个村结对，累计投资 385 个村级项

目，带动当地农民增加收入 1.19亿元。

做实乡村治理

乡镇商会植根农村、带动农业、服务农

民，是连接企业与乡村的重要纽带，同时也

是“万企兴万村”的重要平台和新生力量。

余江区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高度重视

乡镇商会的发展，在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导

下，目前已成立 12 个乡镇商会，实现了乡镇

全 覆 盖 。 商 会 深 度 参 与“ 万 企 兴 万 村 ”行

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冬日清晨，走进余江区中童镇乘龙村

高石塘村小组，整齐划一的村居，一花一草

皆是景。乘龙村党支部书记童火才告诉记

者，乘龙村是中童镇商会开展的“商会+弱

村”共建的村之一。这两年，商会出资 30 余

万元支持村庄项目建设，为村里修复沟塘 6
处、增加路灯 20 盏，现在沥青路铺起来了，

村民出行也方便多了。

中童镇商会成立于 2022 年 7 月。作为

联系和服务中童镇民营企业的商（协）会组

织，一年多来，该商会积极探索“党建+商会”

模式，引导会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童镇

商会执行会长祝太计介绍，中童镇商会充分

发挥乡贤纽带作用，将乡贤“找出来、请回

来、用起来”，鼓励一批思想素质好、管理水

平高、带富能力强的会员参与“万企兴万村”

行动。目前，乡镇商会会员企业为鹰潭本地

提供了 2000余个就业岗位，并且捐资支持村

庄项目建设达 600 余万元，增加路灯 200 余

盏、修复沟塘 20 余处，有效扩大了乡村公共

基础设施服务的覆盖面。

人尽其才，百事俱举。“童火才是乘龙

村党支部书记，也是中童镇商会的理事。”

王晶说，为有效推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余

江区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家以及商会

会员担任村支书或加入理事会，为村级发

展带来新的经营和发展理念。近年来，余

江区共有 136 名民营企业负责人被选拔进

村两委班子，265 名企业负责人自愿当村理

事长。

在推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乡镇商

会还充分发挥乡情纽带作用，为基层治理

工作提质增效。王晶告诉记者，余江区充

分发挥乡镇商会作用，注重吸纳熟悉乡情、

威信较高、热心公益的会员加入调解队伍，

目前已调处纠纷 106起。

“ 万 企 兴 万 村 ”行 动 ，是 全 国

工商联等倡导，由广大民营企业

投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参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

万 企 兴 万 村 ，重 点 在 于“ 兴 ”

字。如何通过“万企兴万村”行动

来推动乡村振兴？鹰潭市余江区

给出的答案是：以产业振兴为主攻

方向，通过有效引导民营企业、商

会组织将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

引入乡村，探索出了一条产业兴

旺、乡村振兴之路。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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