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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饶 的 余 干 辣 椒 、景 德 镇 的 红 薯 、南 昌 的 鄱 湖 麻

鸭 ……走进南昌的盒马鲜生店，货架上不难发现产自江

西的农产品。

眼下，江西土特产与高端商超和餐饮的美丽相遇，正

越来越多。

初尝甜头：181款农产品进入高端商超餐饮

好山好水产出好食材，自古江西就是鱼米之乡。

一组数据能看出江西农产品在全国版图中的位置：

长期每年向外调出粮食 100 亿斤、水果 100 万吨、生猪

1000 万头、水产品 100 万吨以上，打造了赣南脐橙、南丰

蜜橘、婺源绿茶、崇仁麻鸡、庐山云雾茶等一批区域特色

品牌，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 5748 个，其中有机

农产品数量居全国第三位。

尽管优质农产品不少，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江西农

产品却面临着量多价不优、品牌“散小弱”的困境，致使产

业优势难以形成。如何把赣鄱大地的生态优势和传统农

业优势，转化为真金白银的经济优势，带动更多农民分享

产业增值收益？

“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 3 个字琢磨

透。”无疑，以土特产为切入口，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是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江西动作不断。2023 年以来，我省抓住农业产业化

这个“牛鼻子”，深入实施“头雁引航 雏鹰振飞”行动，大

力发展绿色农业、特色农业、精品农业、品牌农业，从外引

内培龙头企业、打通平台商超销售渠道、补齐冷链物流短

板等重要环节入手，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

我省正推动越来越多的土特产挺进华润集团旗下高

端商超、盒马鲜生、山姆会员店等高端商超和米其林餐厅

等高端餐饮企业，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取得显著进展。

据省农产品流通销售工作专班统计，2023 年，全省

共有 181 款农产品进入高端商超餐饮。其中，华润集团

旗下高端商超 45 款、山姆会员店 8 款、盒马鲜生 122 款；6
款产品分别进入黑珍珠餐厅、米其林餐厅，实现了进入高

端餐饮店零的突破。通过推动优质农产品入驻华润集团

旗下高端商超、盒马鲜生、山姆会员店、米其林餐厅、黑珍

珠餐厅等高端商超餐饮平台，并大力发展“盒马村”“京东

农场”等配套订单农业，共带动全省 8.9万户农民增收，户

均增收 1233元。

更大意义：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在诸多高端商超企业中，盒马近年在江西的投资布

局尤为明显。

在 2023 年 11 月举办的 2023 赣南脐橙国际博览会开

幕式上，信丰县安西镇授牌成立“盒马村”，这是江西自

2022 年 11 月挂牌首家“盒马村”以来，成立的第三家“盒

马村”。作为一种订单农业新模式，盒马公司根据订单在

“盒马村”种植生产，在产销之间形成稳定供应关系的同

时，带动了农民增收。

“‘盒马村’在江西的布局，为在全国的盒马鲜生门店

销售更多江西优质农产品提供了保障。”盒马江西区域总

经理卢安稳告诉记者，与成立“盒马村”同步，2023 年以

来，盒马加速在江西布局盒马鲜生门店。截至 2023 年

底，盒马鲜生在赣门店已达 6家。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在南昌，盒马鲜生江西首店

在开业日便创下全国单日单店营业额第一的纪录。“我们

看好江西，无论是继续开店，还是与农村种植基地等上下

游共同推动供应链建设，我们会持续投资、布局江西。”卢

安稳说。

“除了联农带农的经济效益，进入高端商超供应链体

系的更大意义还在于能帮助各地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省农产品流通销售工作专班四级调研员陈振华认为，通

过推动土特产进入高端商超餐饮，促使各地的合作社、农

户转变只盯着田间地头的传统思维，在生产端就树牢市

场导向。

“即便按照高端商超的标准产出有多余，但农产品的

品质上来了，走其他市场渠道也能卖出不错的价钱。”陈

振华说。

发力供应链：好酒也怕巷子深

与山东、云南等外省的农产品相比，高端商超中江西

农产品的品类数量依然较少；部分江西本土知名度较高

的优质农产品，尚未叩开高端商超的大门。

如何更好地畅通产销对接渠道，扩大江西农产品的

销售体量？

“这涉及商家的供应链体系。”一名从事农产品供应

链行业的人士表示，江西作为“后来者”，要挤进商家已经

运营稳定的供应链体系自然要多费一番功夫。

好酒也怕巷子深。这名业内人士建议，在坚持适度

规模化种植的同时，政府要积极搭建平台桥梁，推动更多

高端商超平台走进江西，了解和熟悉江西各地的优质农

产品，“采购商也希望采购对象多元化，有更多比价和选

择的余地。”

面对缺乏食材供应链头部企业这一短板，我省已开

始积极行动。

2023 年 10 月 19 日，在全省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视频推进会后，紧接着召开全省农业产业化供应链企业

培育部署会，提出积极引进农业产业化供应链全国链主

企业，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供应链本土企业。

仅仅一个月后，2023年11月22日，我省又借在赣举办

中国食材供应链创新年会之机，举行食材供应链头部企业

代表座谈会。会后，南昌、萍乡、景德镇等8个设区市分管农

业的副市长与玉湖冷链等企业的代表纷纷建立了联系。

值得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赣字号”农产品品牌在全国

越叫越响，更多的江西优质农产品进入全国食材供应链体

系，卖得更好更远，出现在高端商超的货架，摆上你我他面

前的餐桌，让更多老区群众共享农业产业化的市场收益。

“王老板，要注意用电安全！”“李奶奶，有需求尽管喊

我。”一大早，刘爱国就来到南昌广润门街道，开始了一天

的“唠叨”。

刘爱国是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广润门派出所二级

警长，是一名社区民警。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份需要经常

“唠叨”的工作，“平日工作就是保障社区安全和接出警任

务，做得最多的是提醒群众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刘爱国负责的辖区为广润门住宅一区和万寿宫历史

文化街区，“这里常住人口有 3000余人，周边是商业区、居

民楼、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刘爱国介

绍，现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成了南昌的网红景点，节日

期间日均人流量 20 余万人次，给治安管理带来了很大挑

战。为此，每日早中晚他会沿着辖区的路巷“打卡”，排查

消防安全及治安隐患。“转一下心里才踏实。”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他就像街坊邻居串门一样做到了环境熟、门户熟、

人口熟。

调解纠纷是社区民警的基本功，也是社区警务工作

的重中之重。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有 100 余家商户，每

天各类矛盾纠纷不下 10 起。刘爱国便总结了一套矛盾

纠纷调解法，即早到现场掌握事态，公平公正调处让双方

都接受，签订调解协议书防止纠纷反复。2021 年以来，

他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调解各类纠纷 1000 余起，没有

一起积压、上访。同事向他取经，他说：“经验只有一条，

就是站稳群众立场，依法公正解决合理诉求，真诚关心帮

助他们。”

“待人和善，电话从不关机，随叫随到。”这是刘爱国

给群众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邻里之间有纠纷，上门调

解；有人违规占用公共用地，上门说理。在社区，总能见

到刘爱国的身影。今年 82 岁的蒋德珍子女常年在国外，

自己一个人住在广润门住宅一区。刘爱国每次到社区，

都会去她家看看。2022 年 4 月 16 日 23 时许，刘爱国突然

接到蒋德珍的电话，说自己发高烧。刘爱国二话不说赶

到蒋德珍家里，将她送到医院看病，一直陪护到凌晨。蒋

德珍退烧后，他又将老人送回家，并把药分次摆放在床

头，反复叮嘱如有情况就给他打电话。

面对老旧小区和新晋网红景点，刘爱国一直在思考：

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好社区治安，增强群众安全感。在

商业区，他牵头组建了一支 350 余人的义警队，并对义警

队队员进行业务培训，让他们每天佩戴红袖标在街区巡

逻，震慑违法犯罪。

“请帮帮我，我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游玩时掉了一

个包，里面有价值 3 万余元的物品。”去年 11 月 12 日，刘

爱国接到了一名陕西游客的电话，他立即前往所在地，通

过多方查找、调取监控，找到被景区保洁人员捡到的包，

并第一时间寄回。游客十分感激，在电话里反复说“南昌

警察办事效率‘杠杠的’！”景区开业以来，刘爱国和队友

在 景 区 帮 助 群 众 找 回 走 失 小 孩 300 余 人 次 、丢 失 物 品

2000余件，收到锦旗 100余面、感谢信 600余封。

社区民警工作 18 年以来，刘爱国管辖的区域没有发

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事件，得到商户和游客

的 一 致 好 评 ，他 也 因 此 获 得 了 2023 江 西“ 最 美 基 层 民

警”、南昌市政法系统先进个人、南昌市公安系统“十大爱

民警察”等荣誉。对他来说，这已不仅是一份工作，社区

里的 117 栋楼、2 所学校，他都视同家一般的存在。现在，

刘爱国经常教导年轻的辅警：只有排查一起起矛盾，将一

处处风险化解在源头，才能将社区的小和谐变为社会的

大平安。

1 月 18 日 7 时 20 分，四年级学

生宋远哲和小伙伴从分宜县钤山镇

苑坑村坐上校车，约 40 分钟后，到

达集镇的新祉中心学校。“上下学有

校车免费接送，很方便。校园漂亮、

足球场特别大，我还参加了学校的

合唱团，很喜欢这里。”

去年 6 月，分宜县纳入全省优

化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试点，在

充分调查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基础上，撤并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

点）15 所。像宋远哲一样，该县 261
名学生进入资源配置更优的乡镇中

心学校，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一校一案”撤并分流

2023 年秋季之前，宋远哲在苑

坑小学就读，他的父母心里总有个

“疙瘩”：虽然离家近，但学校只有两

个年级、11 名学生，艺术课程难以

正常开展，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想

送到新祉中心学校路程又太远，实

在不方便。新祉中心学校校长龚欢

告诉记者，家长都希望孩子享受优

质教育资源，有条件的会将孩子送

到更好的学校，但不少农村留守儿

童只能留在教学点接受教育。

让孩子享受优质均衡教育，是

家长的普遍期待。从 2017 年秋季

开始，分宜县就启动了乡村小规模

学校（教学点）适度集中办学，4 年

时间共撤并 20 人以下的乡村学校

87 所 ，涉 及 学 生 788 名 、教 师 171
名。被纳入全省优化县域义务教育

资源配置试点工作县之后，分宜县

开始了新一轮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教学点）撤并分流。

“撤并分流不是简单的一撤了

之。”分宜县教育体育局局长辛欣介

绍，该局组织人员逐生逐户了解情

况，征求家长和群众意见。各乡镇

中心学校组织家长代表到学校参

观。在此基础上，所涉 6 个乡镇组织教师、家长、政府及村民

代表等，召开撤并方案听证会，听取意见建议，完善工作方案，

对外公示结果。15 所撤并小学和 7 所接收中心学校也从“师

生安置、交通服务、资产处置、提升条件、学生关爱”等方面制

定“一校一案”，保障试点工作有序推进。

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撤并，家长最担心的是子女的

交通安全和食宿问题。分宜县在原有 30 辆校车的基础上，新

增调配 9 辆智慧校车。由乡镇政府签订购买校车服务协议，

县、乡镇财政兜底，落实校车交通费用，让学生免费乘车上下

学。学校为校车配置安全员，每天负责路途安全管理。

龚欢说，学生如果寄宿，可享受市里“小荷工程”全部待

遇。如果只在学校吃午餐，5 元可以吃上两荤两素一汤，既营

养又安全，家长都很满意。

中心学校提质升级——并入学生融入暖
心大家庭

走进杨桥中心学校，全新的海洋蓝跑道与绿色的足球场

让人眼前一亮。“我们暑假期间对学校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升

级。”杨桥中心学校校长聂旸说。作为该县撤并学校的 7 所接

收学校之一，去年暑期期间，杨桥中心学校实施学生食堂、学

生公寓、教学楼和少年宫以及足球场等提升改造项目工程。

而新祉中心学校为了迎接 47 名分流学生的到来，投入了

满满的爱。在龚欢的引导下，记者看到校门口建起了漂亮实

用的候车亭，学生宿舍楼新铺了地砖，6 间学生宿舍都装上了

空调，还分别设了两间男女生活动室。学校少年宫也进行了

提升改造，合唱团、舞蹈团的孩子每天都在这里训练。

分宜县教育体育局基教股负责人夏良群介绍，纳入试点

后，县里调整校建项目库，将项目经费重点转向撤并教学点所

在乡镇的中心学校，提升学校基础设施。又追加财政经费

335 万元，对 7 所接收分流学生的中心学校食堂、学生宿舍等

进行提升改造，提质“小荷工程”，保证学生有良好的生活环

境，有足够的餐位、床位、蹲位。

为提升 7 所接收中心学校的教学质量，分宜县建立健全

城乡学校帮扶机制，推进城区小学与中心学校对接，成立 5 个

区域教研组，发挥优质学校资源优势和名师示范引领作用，促

进各中心学校的教师培养。对撤并学校的困难学生、留守儿

童、残疾儿童等，安排教师结对帮扶。实施“润心行动”，建立

心理咨询室，配备专兼职心理教师，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

从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进入中心学校，学生感受到

浓浓的关爱。一名脚部残疾的学生进入洋江中心学校就读

后，学校为这名学生免费提供房间住宿，将其就读教室调整到

一楼，邻近厕所，并指定教师和同学在学习、生活、心理方面给

予其关心关爱。

课程设置丰富多彩——托举乡村孩子成
长的梦想

每周一下午，杨桥中心学校三（2）班的晏志豪就特别开

心，因为这天有他喜欢的合唱课。晏志豪原先在西田村小学，

学校只有 32 名学生、4 名老师，未开设艺术课程。他说：“现在

班上有 30 多个同学，学习氛围更浓，还有很多兴趣课。”班主

任邱舒蕾告诉记者，学校开设了舞蹈、合唱、围棋、国学、书法、

跳绳、踢毽子等兴趣课，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为学生

减负减压。

夏良群表示，通过“一校一品”“体艺 2+1”等途径，学生学

习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教学楼、塑胶跑道、篮球场、音体美教

室、实验室等一应俱全。优化试点后，生源、教育资源集中，师

资力量的整合让学生能更全面地接受专业的教育指导。科学

的学校管理机制、规范的课程开设、浓厚的教育文化氛围、多

彩的素质教育活动，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

活，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宋远哲告诉记者，在村里读小学时，同学少，老师少，音乐

体育美术课也上得少。到了新祉中心学校后，每一门课都能

上，学习也进步了，英语经常考满分。

现在读六年级的邓钰婕自从来到新祉中心学校，就参加

了学校舞蹈团，并很快爱上了舞蹈这门兴趣课。全团 15 个孩

子每天在老师指导下排练节目，十分开心。在全县第 17 届中

小学生艺术节上，她们的节目《傣家小妹》获得三等奖。

辛欣说：“优化提质乡村教育质量，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我们还要继续用心

付出，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

“爱唠叨”的警长
——记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广润门派出所二级警长刘爱国

朱晨欣

2 月 19 日，在南昌市隆兴大桥南及连接线工程建设现场，各式机械车辆来回穿梭，一派忙碌景象。作为南昌市

“十桥同架”的重点工程之一，隆兴大桥由北二环 1 期、北二环 2 期、北二环 3 期三部分共同构成，建成后，将进一步畅

通南昌跨江交通，形成一条贯穿城市北部各片区的交通廊道，助力南昌都市圈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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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土鸡”变成“金凤凰”
江西土特产进高端商超带给农业产业化的启示

本报全媒体记者 卞 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