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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4 日，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委

员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

1 月 24 日下午，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

体会议，代表聆听报告。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劼摄

1 月 24 日上午，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二场

“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6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省政

协委员走上通道，直击热点话题，讲述履职故事，凝聚

奋进力量。

委员们注意到，近年来，江西文旅脚步不停，乡村

振兴有效推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首位接受采访的民进上饶市委会兼职副主委、上

饶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局长梁丽娟带来两张照

片，向大家展示婺源县秋口镇石门村的良好风貌。如

何让我省更多的传统村落“活起来”“旺起来”？她建

议，大力实施“传统村落保护+文旅融合”工程，科学保

护村落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尊重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同时，注重传承创新和产业融合，积极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激活村庄活态文化，培育乡土文化人才，发展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2023 年，南昌文旅频频“出圈”，由此成为“网红城

市”。对此，民盟南昌市委会主委、南昌市社会主义学

院院长郭翀说：“一千多年前，王勃的《滕王阁序》就已

让南昌名扬天下，所以南昌的‘网红’资历非常老，并非

新晋。”她认为，要将南昌从“网红”打造为“长红”，让赣

鄱大地遍开灿烂的文旅之花，应当立足文旅产业的三

个“度”，即亮度、宽度、温度，推动“文化+乡村振兴、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不断擦亮南昌红

色文化、古色文化、绿色文化品牌。

“ 在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中 ，数 字 技 术 、人 工 智 能

技术大有可为。”赣州市智能产业创新研究院名誉院

长 、冠 英 科 技 集 团 董 事 长 王 奇 锋 以 南 康 家 具 产 业 的

蝶 变 为 案 例 ，讲 述 数 智 化 如 何 赋 能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升

级。他认为，要主动为传统产业装上“最强大脑”，推

动 产 业 的“ 智 改 数 转 网 联 ”，以 进 促 稳 、先 立 后 破 ，在

生产方式、营销手段、产品增值等方面为企业发展赋

能助力。

九三学社南昌大学基层委员会主委、南昌大学未

来技术学院院长王小磊是一名新委员。当他看到大家

对“无屏时代”的期待，看到我省“1269”行动计划力推的

VR 产业的广阔前景，通过调研提出从 VR 核心硬件即

“小快省”的 LED 发光技术破题的建议，为构建校企双

螺旋找到试点方向。他认为，政协委员履职离不开创

新思维，要除旧布新、敢想敢为、谋求突破。

通道，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不时给人们带来健康焦虑。

宜春大海龟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海辉介

绍，随着“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相关产业

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他认为，江西在发展大

健康产业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希望未来省里能够

进一步加大对大健康产业的支持力度，着力培育一批

链主企业，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

康服务。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守护好孩

子们的眼健康，就是守护好国民健康的未来。“近年来，

低龄儿童成为‘小眼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让我感

到非常担心。”省人民医院眼科负责人赖平红建议，要

从小培养儿童科学用眼的习惯，鼓励儿童多参加户外

活动，全社会携起手来，让孩子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和一个光明的未来。

工业强则江西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重点做

好九方面工作的第一项，便是“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连日来，参加省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结合江西特色优

势产业实际，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建言献策，

碰撞智慧火花。

以集群效应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加快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是深化落实江西“1269”行动计划的重

要任务。

“目前面临企业内生动力不强、要素成本逐年增加

等问题。”省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一

级调研员汪勤峰表示，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企业原

材料、用工、融资成本增加，挤压利润空间，加之部分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规模不大，数字化转型的能力

有限。

汪勤峰认为，可积极学习借鉴浙江等外省有益经

验，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大力推进“节地增效”行

动 。 她 建 议 ，积 极 引 进 和 培 育 一 批 数 字 化 转 型 服 务

商，打造产业生态服务圈，通过专项资金、产业引导基

金、贷款贴息、改造奖补等为企业提供支持，尤其要优

先服务“1269”行动计划中的产业集群企业，开展数字

化改造。

增强产业集群效应，发挥链主企业示范作用，无疑

能有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要树立以亩产论英雄的导向。建议设立‘腾笼换

鸟’专项经费，加强工业低效用地治理。”汪勤峰表示，可

完善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体系，细化差别化的水、电、能、

税、贷等政策，探索撤并低效园区，推动 12条重点产业链

和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向省级以上开发区集聚。

推动铜基新材料产业提档升级

江西的铜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是江西向万亿

产业进军的“急先锋”。

显 然 ，铜 产 业 是 江 西 的 特 色 和 优 势 产 业 。 江 西

“1269”行动计划中，就包含打造铜基新材料等 6 个先进

制造业集群。

“今年，鹰潭将瞄准铜基新材料，将其做大做强，奋

力打造国家级铜基新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省人大代

表、鹰潭市市长张子建信心满满。

张子建的信心背后，是深入调查研究。“2024 年，预

计新能源汽车市场将保持良好态势，而平均每辆新能

源汽车用铜量就达 80 公斤。”张子建表示，“2024 年，鹰

潭将围绕铜基新材料产业，实施 150 个工业技改项目，

我们将从产业规模、产业创新、产业生态、产业协同等

四方面发力，联合上饶等周边设区市，共同申报国家级

铜基新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并做好差异化发展。”

供应链的稳定对先进制造业集群至关重要。张子

建介绍，将加强与重点企业合作，畅通以江铜为龙头的

上下游供应链，以稳定的供应链，助推铜基新材料这一

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

“双链”深度融合加快未来产业培育

近年来，我省加速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为“有中生新”“现有产业未来化”提供

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培育我省未来产业，面临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不

深这一制约因素，科技成果转化路径有待完善。”省政

协常委、省工信厅产业政策处处长曾伟以新能源领域

举例，“我省高校普遍以应用型研究为主，基础研究相

对不足，存在‘创新孤岛’现象。”

为此，曾伟建议，要争取更多国家重大基础研发项

目落地江西，打造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坚持全省一盘棋

思想，优化人工智能、元宇宙、新能源等未来产业规划

布局，推动未来产业差异化发展，提升整体效能。

“同时，着力推动‘双链’深度融合，构建未来产业

加速培育的良好生态。”曾伟建议，用活用好我省产业

发展基金，通过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科技金融

体系、引培第三方服务机构等措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

支持力度，发挥我省“产业大脑”驱动效能，培育一批掌

握关键资源和核心能力的链主企业，打造更多新的增

长点。

把准江西特色和优势 迈出产业发展新步伐
本报全媒体记者 卞 晔

1 月 24 日，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现场。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劼摄

厚植为民情怀 凝聚奋进力量
——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二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

卢瑛琦

1 月 24 日，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二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6 位省政协委员先后亮相，围绕产业

转型、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话题答记者问，谈变化、说发展、献良策。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

让陶瓷非遗技艺“年轻态”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瑞颖

陶瓷技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景德镇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26 项，国

家级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190 人。来自景德镇的省政协

委员陈菊明对陶瓷有着特别的感情。她认为，让陶瓷非遗

技艺“年轻态”，高校应担起薪火相传的使命。

如何发挥高校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在陈菊明看来，

三件事至关重要：一是优化专业设置，二是打通职称评定

渠道，三是畅通就业出路。

“鼓励职校聘请技能大师、非遗传承人等任专职兼职

教师，特殊人才可不受专业、学历等限制，直接申报评价相

应职称；对在全国技能比赛中获奖的人才，直接评定为市

级非遗传承人和市级技能大师。”陈菊明建议，在省级层

面组织陶瓷技能比赛，实现“以证促学、以赛促学、以岗促

学、以业促学”的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将专业教育与岗

位职业对接，实现专业学习与岗位技能无缝对接，毕业即

就业，毕业生可以快速胜任专业岗位技能要求，

实现直接上岗。

1 月 24 日，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全神贯注，听取大会发言。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

1 月 24 日，参加第二场“代表通道”“厅长通道”集体采

访活动的记者争相提问。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