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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引领·南昌行动”系列报道之五

辞旧迎新，鄱阳湖国际观鸟周首度

升级为“观鸟季”。由“周”到“季”的跃

迁，是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自信，也是南

昌都市圈的担当。

2023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昌市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政策协同和工作协

同，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

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南 昌 地 处 长 江 中 下 游 ，赣 、抚 、信 、

潦、锦五河尾闾，坐落于鄱阳湖畔，全境

水域面积 2204 平方公里，占全市区域面

积 的 29.78% ，在 全 国 省 会 城 市 中 居 首

位。“水城共生，城在湖中，湖在城中”是

南昌独特的城市形态。曾经，数十万只

来鄱阳湖越冬的候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因为“争食”矛盾不断。为改变这一生

态难题，保障候鸟的口粮，南昌市积极探

索生态补偿方法路径，争取到中央财政

湿地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于沿湖南昌

县、进贤县、新建区、南昌高新区、江西鄱

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湿

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极大缓解了

湖区“人鸟争食”的矛盾。人鸟和谐共处

的 态 势 下 ，世 界 各 地 爱 鸟 者 纷 至 沓 来 ，

“观鸟经济”呈现可喜态势。

近年来，南昌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

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以优美

的生态环境彰显省会担当，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 是 工 作 体 系 更 加 有 力 。 在 市 县

（区）层面均高规格组建由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任“双主任”的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构建了齐抓共管、联防联治的生态环

境保护大格局。

二是责任体系更加严密。坚决落实

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管

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

生产必须管环保”责任制，制定《南昌市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进一步厘清政

府职能部门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范

围，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三是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在全国领

先、全省率先推进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

核 心 的 固 定 污 染 源 环 境 管 理 制 度 ，将

1.09 万 个 固 定 污 染 源 纳 入 排 污 许 可 管

理；出台《南昌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实施意见》，配套制定《南昌市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

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通

知》等方案，“环境有价、损害担责”成为

新常态。

制度保障加上执行到位，南昌市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水 平 不 断 提 升 。 我 们 注 意

到，南昌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九年排

名中部省会城市第一，国考断面水质优

良 比 例 稳 定 在 90.9%；2022 年 全 面 完 成

100 个行政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年度任

务；成功入选国际湿地城市、国家废旧物

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名单；生

态文明建设获国务院督查激励。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走实

走稳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需要

一任接着一任干的长远坚持，才能实现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的目标。

创新不止步，探索不停歇。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南昌绿色发展思

路愈加清晰，步履愈加坚定，具有南昌特

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2023年度
新时代洪城工匠名单公布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 通讯员俸巧丽）

近日，南昌市人社局公布了 2023 年度新时代洪城工匠名

单，10 名技术工人入选新时代洪城工匠。这 10 人分别为

叶钟盛、吕杰（女）、彭鹏、胡国志、邦小华、吴曰连、罗红

彬、李晓阳、陈厚卿、王春凤（女）。

此次新时代洪城工匠培养选树活动，重点聚焦南

昌 市“4+4+X”新 型 产 业 体 系 和 制 造 业 重 点 产 业 链 现

代化建设“8810”行动计划，同时向企业高技能人才倾

斜 ，体 现 了 示 范 引 领 、服 务 发 展 ，德 技 双 馨 、业 内 公 认

的导向。据悉，2023 年 8 月，南昌出台《关于加强新时

代 南 昌 市 高 技 能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的 实 施 意 见》，从 2023
年起每两年评选 10 名新时代洪城工匠，2024 年起每两

年评选 20 名新时代洪城技师、30 名新时代洪城青年技

师 ，进 一 步 健 全 完 善 南 昌 高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打 造

技能人才“洪”字品牌。

南昌公安机关
创新社会治理保平安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2023 年，南昌市

公安机关深入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校园及周边安

全治理、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三大专项行

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创新社会治

理，学习和发扬“邱娥国工作法”，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化

解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大力推行“多聊十分钟”等工

作法，探索建立“娘舅调解室”等联调特色品牌，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 7.7 万余起，化解率达 97.1%。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南昌市公安机

关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扎实开展“云剑”“长风”

“昆仑”“夏季行动”等一系列专项行动，治安案件发案数

下降 36.3%，刑事案件破案数上升 33.2%。组织两轮道路

交通安全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全市道路交通伤亡事故

起数下降 7.9%，交通健康指数在全国 36 个重点城市中排

名第一。

“昌通码”3.0版本全新上线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 通讯员刘艳冰）

近日，“昌通码”3.0 版本全新上线。迭代升级后的“昌通

码”，在整体视觉效果和交互设计方面有了显著变化，按

照“首页”“办事”“生活”“我的”四大标签导航栏，集成服

务内容，为市民提供好用、实用、管用的服务功能。

此次版本迭代，“办事”栏成为“政务服务”板块的主

要应用栏，增加了侧边菜单导航页，为市民提供贯穿个

人全生命周期的移动端高频刚需政务服务事项。同时

对“生活”栏整合“公共服务”“生活服务”板块的部分应

用进行优化。其中“码上学”“码上读书”专区对常用功

能进行了直接展示，便于操作使用。伴随此次版本优

化升级，“昌通码”还上新了“儿科诊疗快查”和“公交车

查询”两项便民功能。

青云谱区
组织干部“走出去”学习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 通讯员金丹）“通

过此次考察学习，我们不仅与同行交流了工作经验，还

参与了监督、办案、巡察实战锻炼，业务水平较之前有很

大提高。”近日，青云谱区岱山街道纪检监察工委负责人

这样说。

不久前，青云谱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带领部分

班 子 成 员 和 业 务 骨 干 ，赴 上 饶 市 广 信 区 开 展 考 察 学

习 。 实 地 参 观 考 察 后 ，双 方 围 绕 纪 检 监 察 职 责 使 命 、

政 治 监 督 的 方 法 路 径 、干 部 队 伍 的 选 育 管 用 等 内 容 ，

开 展 交 流 座 谈 ，分 享 经 验 与 感 悟 。2023 年 以 来 ，青 云

谱区纪委监委着力构建多层次干部培训培养体系，一

方面坚持在监督、办案、巡察“三个一线”锻炼干部；另

一 方 面 以“ 走 出 去 ”为 抓 手 ，精 心 组 织 谋 划 ，向 外 学 习

取经。此次考察学习结束后，该区纪委监委组织专题

研讨 ，形成了考察报告 ，其中 21 条工作建议转化成了

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

进贤
“科技小院”新年第一课开讲

本报进贤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1 月 3 日，进贤县

科协深入七里乡举办 2024 年“柑橘科技小院”第一场果

树栽培技术培训。培训中，老师们从现代果业发展趋势

和省力化栽培技术、柑橘采后贮藏保鲜技术、果园冬季

管理技术三个方面，对果农进行现场培训。

七里乡是春香柚主要产地，有春香柚种植户 150 余

户，种植面积达 5300 亩，“红美人”、春香柚等柑橘类水果

品质好，种植果树成为村民们发家致富的好路子。进贤

县科协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聚焦乡村振兴科技需求，充

分发挥科技人才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作用，积极推动

“科技小院”建设，通过入驻专家团队，将课堂搬到田间

地头，打通科技运用“最后一公里”，助力农业特色产业

更好发展。

新建区
构建“1+N”基层治理新格局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以前小区治理

全 靠 社 区 干 部 ，现 在 大 家 共 同 参 与 ，社 区 的 生 活 环 境

变 美 了 ，居 民 住 着 也 更 舒 心 。”近 日 ，新 建 区 长 堎 街 道

龙 珠 社 区 党 委 书 记 朱 小 花 说 。 龙 珠 社 区 辖 区 范 围 内

均 属 于 开 放 式 老 旧 小 区 ，长 期 无 物 业 管 理 ，居 民 诉 求

多元。社区通过凝聚合力，让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有力

有效。

近年来，新建区按照“党建引领+居民自治、社会参

与”的多元共治思路，构建“1+N”基层治理新格局，推动

基层治理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长堎街道花果山社区

突出党建引领，链接企业、志愿者等社会主体，为辖区居

民提供更加便捷、精准的就业服务。花果山社区有 5133
人，85%以上都是农村转移人口，文化程度偏低，就业方

面存在信息壁垒。为此，社区邀请 18 家企业入驻社区，

促进辖区就业供需匹配，共帮助 70 余名居民实现家门口

稳定就业。

“ 现 在 的 抚 河 不 仅 河 水 清 澈 见

底 ，绿 化 也 大 大 提 升 ，在 这 里 散 步 心

旷 神 怡 。”家 住 西 湖 区 抚 河 公 园 附 近

的市民李阿姨高兴地说。

源 头 防 治 ，科 技 先 行 。 西 湖 区 加

强技术团队支撑，在全市率先对辖区

存在的暗河实行进水、出水监测分析，

并出具分析报告，为辖区暗河的治理

提供科学技术分析支撑。在全市首次

引进使用“源头活化+生态滤料、沉水

植物和少量底泥活化相结合”技术，提

升辖区水质。

同 时 ，该 区 加 强 黑 臭 水 体 治 理 。

对桃花河、桃花龙河可能存在水质反

复、黑臭风险的点位，持续开展每周一

次 的 水 体 监 测 和 第 三 方 每 月 一 次 的

“一江一湖两河”监测，通过追踪分析，

锁定污染源头，实现精准治理。目前，

西湖区基本消灭黑臭水体。

作为南昌市的主城区，西湖区人口

密 度 大 、商 贸 业 发 达 ，全 区 餐 饮 店 达

2300余家，随之而来的是餐饮油烟污染

面广量大、监管难等问题。为加快推进

餐饮油烟高效治理，提高空气质量，该

区出资 200 余万元，采购 150 台餐饮油

烟在线监测设备，加强对从事爆炒、煎

炸、烧烤等油烟排放量大的餐饮服务单

位的管理，减少餐饮油烟污染。

2023 年 以 来 ，西 湖 区 完 成 5 个 重

点工地塔吊喷淋降尘设施安装，完成

57 块裸地、重点区域 39 家燃煤店、4 台

排放超标非道路移动机械整改工作，

登记 1527 台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通

过 严 格 落 实 工 地 、道 路 积 尘 、裸 地 扬

尘、散煤燃烧污染管理制度，推动移动

源减排，PM2.5 浓度显著下降。

岸 绿 景 美 ，优 质 的 土 壤 环 境 也 是

关键。2023 年，西湖区深入开展土壤

污染防治，摸排周边可能影响地下水

水质安全的污染源，确保地下水国控考核点位质量总体保持

稳定，达到Ⅲ类地下水质。此外，西湖区加强固废与医废监

管，以南昌市工业固体废物监管平台为依托，进一步加快医

疗机构生态领域规范化监管试点建设。目前，辖区 25 家大

型医疗机构和医废贮存场已开展信息化管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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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走进开放不久的

南 昌 经 开 区 樵 舍 镇 蔡 家 洼 乡 村

森 林 公 园 ，只 见 绿 树 成 荫 ，小 径

通 幽 ，亭 台 错 落 有 致 。 在 这 里 ，

村民们或聚于亭下畅谈，或漫步

于林间小道，享受着和谐而美好

的时光。

“现在这里变得如此美丽，空

气也更加清新宜人。闲暇之余，

大家都喜欢来新公园散步。”村民

陈辉满意地说道。

樵舍镇蔡家洼乡村森林公园

的建设，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还

为当地村民提供了休闲游玩、健

身娱乐的场所。众多游客前来游

玩打卡，也带动了当地农家乐、农

产品销售等产业的发展。

樵舍镇蔡家洼乡村森林公园

总面积 240亩。在开建之初，南昌

经开区就将乡村森林公园的建设

发掘和保护原有生态文化资源有

机结合，以雪舫村及周边山林地为

建设主体，开展基础设施完善和改

造提升，将樵舍镇蔡家洼乡村森林

公园打造成集休闲观光、健身娱

乐、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公益

性乡村森林公园。

樵 舍 镇 蔡 家 洼 乡 村 森 林 公

园 只 是 南 昌 经 开 区 乡 村 森 林 公

园 建 设 的 一 个 缩 影 。 南 昌 经 开

区 有 多 个 乡 村 森 林 公 园 正 在 建

设 中 。 这 些 公 园 的 建 设 注 重 生

态 保 护 和 文 化 传 承 ，将 乡 村 特

色 与 自 然 景 观 融 为 一 体 。 南 昌

经 开 区 通 过 打 造 各 具 特 色 的 乡

村 森 林 公 园 ，促 进 乡 村 旅 游 业

的 发 展 ，让 村 民 在 家 门 口 就 业 、

创业，切实增加家庭收入。

除了经济收益，乡村森林公园

的建设还带来了生态效益。这些

公园的建成，提高了当地的绿化覆

盖率和土壤质量，净化了空气。村

民们的环保意识进一步提升，大家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等环保活动，共

同营造美好的乡村环境。

乡村森林公园建设还为当地

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平台。各地在

公园的设计和建设中，充分挖掘和

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将传统元素与

现代设计相结合，打造出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景观，既丰富了游客的

游览体验，也让当地村民更加深入

地了解到传统文化的价值。下一

步，南昌经开区将充分利用省级乡

村森林公园的创建，进一步辐射乡

村经济，带动村集体增收，推动文

旅产业发展。

南昌经开区——

美化环境，森林公园处处皆景
本报全媒体记者 康春华

南昌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生态文明建设省会有担当
吴志刚

位于南昌湾里管理局境内的省道 S106蛟万线，犹如一条彩带蜿蜒在森林之中。

通讯员 杨 健摄

南昌高新区——

美美与共，绿色动能加速集聚
本报全媒体记者 林 雍

聊到南昌高新区，不少外地

客商首先想到的是那里有完善的

产业链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

业落地发展的好地方。

说起南昌高新区，许多本地

人首先想起的却是那里有艾溪湖

湿地公园和鱼尾洲湿地公园，是

周末休闲的好去处。

南昌高新区就是这样一个地

方，工厂掩映在绿荫叠翠之中，来

到这里，除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

还有秀美的自然环境。近年来，

南昌高新区通过打造高颜值网红

湿地公园，巩固提升生态优势，促

进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隆冬时节，信步走进艾溪湖

湿地公园，瞬间远离了城市的喧

嚣。这里有湖水、花草，有鸟鸣啾

啾、满目浓绿，还有多彩的跑道可

供人们畅快骑行、尽情奔跑。走

累了，既可以在草地上小憩，也可

以走进图书馆，选一本书享受片

刻的宁静时光。

“真是没有想到，整个高新区

就像一个大公园，这里生态好、环

境好、空气好。”一名将公司落户

在南昌高新区的企业负责人说，

“我们的确看重产业链和营商环

境，但生态名片也同样重要。在

风景如画的环境中工作，能显著

提升员工的幸福感。”

长期以来，南昌高新区在追

求产业发展的同时，还注重巩固

提升生态优势，大力开展生态保

护 、绿 色 招 商 ，不 以 牺 牲 生 态 的

方式换取眼前利益，不为今后的

发 展 留 下 包 袱 。 每 年 列 支 绿 色

发展专项资金 1000 万元，用于扶

持 企 业 节 能 技 改 、清 洁 生 产 、循

环 利 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等 ，吸 引

一大批实力强的龙头企业落户、

发展、壮大。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

座融产业发展与良好生态于一体

的现代化新城正在加速崛起。

隆冬时节，南昌高新区的鱼尾洲湿地公园美不胜收。

（南昌高新区管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