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年 2月 24日 星期六

■ 责任编辑 杨学文 李 滨要 闻

投稿 文字 jxribao@vip.sina.com
邮箱 图片 jxrbsyb@vip.sina.com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 邮编：330038 电话总机：（0791）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7458 广告部：86849364 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176 总编办：86849545 出版部：86849226 九龙湖时政新闻中心：86849506 经济部：86849086

政教部：86849270 理论评论部：86847291 民生部：86849541 副刊部：86849116 文体部：86849195 记者通联部：86849289 86849045 86849395（传真） 视觉中心：86849056 夜班编辑室：86849790 印刷单位：江西日报传媒集团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每对开张0.70元

扭紧“安全阀”
朱宸廷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各类生产经营企业陆续复工复

产。为确保生产安全，连日来，赣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发起

深入企业开展复工复产消防安全检查行动，各县（市、区）

消防救援大队迅速督促企业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排查

隐患，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这个灭火器已经过期，要立即更换；安全出口不能堆

放杂物，要抓紧时间移走……”2 月 21 日上午，瑞金市消防

救援大队在义兴（瑞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开展复工复产

消防安全检查时，针对发现的问题，消防监督员钟鹭雄要

求企业能够当场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依法下

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在规定限期内整改完毕。

“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松懈。”钟鹭雄表

示，此次检查主要针对复工复产企业的消防设施、设备器

材、办公场所、安全通道等进行检查，确保及时清除隐患。

临走前，钟鹭雄还不忘督促企业负责人高度重视消防安全

工作，坚持不懈绷紧“安全弦”。

早在 2 月 18 日，瑞金市消防救援大队还开展了一场消

防应急疏散演练。随着警报声响起，江西商蔚电液科技有

限公司全体在岗员工陆续从安全疏散通道撤离至空旷区

域。“报告，员工全部疏散完毕，无人员被困。”保卫科工作

人员清点人数后，向公司消防安全责任人兰翀汇报。演练

结束后，瑞金市消防救援大队还组织该公司员工开展了一

次巡查式检查、一次面对面式宣讲培训、一次“准消防员”

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练等活动。

该公司员工杨俊辉说：“通过走一次疏散通道、熟悉一

次身边灭火器材、排查一次火灾隐患、参观一次消防科普

教育基地，我更全面地学习了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更利

于保护自身和企业安全，让企业放心，更让家人安心。”

山更青、水更绿，地里成片的有机蔬菜绿油油……

春姑娘翩然而至，浮梁县蛟潭镇勤坑村脱贫户张顺和

家门外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象。

初春 ，记者来到张顺和家时 ，年过六旬的张大姐

正忙着腌制咸肉。面对喜欢“唠嗑”的记者，张顺和停

下手里的活儿，笑眯眯地回应：“去年，我和老伴在家

门 口 帮 合 作 社 种 菜 ，总 共 赚 了 4 万 元 ，如 今 日 子 过 得

蛮红火。”

地 处 山 区 的 勤 坑 村 ，现 有 村 民 559 户 。2023 年 ，

由脱贫户和部分村民联合成立的村属浮梁县勤兴种

养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景德

镇陆一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一农业）

达成合作。根据陆一农业下达的订单，合作社种植了

近 60 亩 有 机 蔬 菜 ，成 功 带 动 张 顺 和 等 脱 贫 户 增 收 致

富 。 谈 及 龙 年 打 算 ，勤 坑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刘 伟 干 劲 满

满：“陆一农业的订单农业模式，让村民不再担心菜难

卖，种植积极性高多了。今年，合作社将加强与陆一

农业合作，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带领大伙赚到更多真

金白银。”

记者走进陆一农业净菜配送中心发现，这里一派

忙碌生产景象。当地村民李和娣，正在车间手脚麻利

地分拣有机青菜。她告诉记者，去年从深圳返乡后，

就 来 到 陆 一 农 业 上 班 。 每 月 有 4000 多 元 工 资 ，下 班

后 还 能 就 近 照 顾 家 人 ，这 让 她 觉 得 很 满 足 。 李 和 娣

说：“我儿子经过公司培训后，在这里担任技术员，每

月 有 6000 多 元 收 入 。 我 们 母 子 俩 都 觉 得 ，现 在 农 业

发展前景好，留在家乡发展，一样有奔头。”

“您看，250 克袋装有机蒜苗，在上海、南昌的生鲜

超市卖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接受采访时，陆一农

业副总经理郑康进不时点开手机应用平台，详细查看

公司产有机蔬菜的实时价格。通过与盒马（中国）有

限 公 司 等 商 家 合 作 ，陆 一 农 业 将 产 自 浮 梁 的 有 机 蔬

菜 ，源 源 不 断 地 送 上 了 上 海 、南 昌 等 地 市 民 的 餐 桌 。

目前，该企业有 20 个蔬菜产品获得国家有机认证。

一家富，不是富 ；家家富，才是真的富。据介绍，

2023 年以来，陆一农业采取“企业+基地+合作社+农

户”形式进行种植生产，成功带动近千户农户增收。郑

康进表示，2024 年，陆一农业将联动周边多个乡镇，齐

心发展有机蔬菜产业，力争带动更多人共同富裕。

老屋成“金屋”
本报全媒体记者 殷琪惠

房檐挂着红灯笼、各式窗花贴满玻璃……2 月 19 日，农

历正月初十，在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万龙山乡槽下村，

由老房改造升级而成的乡村民宿年味十足。

春节期间，槽下村不仅盼回了在外的游子，还迎来了

络绎不绝的游客。“过年也停不下来，从大年三十到现在，

几乎天天满房。”槽下村党支部书记邱国华说，村里发展民

宿之后，村集体经济每年可增收五六十万元。

“槽下村盘活的 13 家民宿，每年接待 10 万多名全国各

地游客前来游玩。”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宅改办专职副

主任谭相京说，自 2021 年 6 月被列为省级农村宅基地改革

与规范管理示范先行县以来，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就将

宅改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由村集体将闲置宅基地收回和

灵活运用，把空闲的房子租过来打造成康养度假村。如

今，农村闲置农房变身乡村民宿，废旧老屋变成“黄金屋”，

“宅改+乡村民宿”实践探索，让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槽下村的成功改造加快了武功山其他村落改造的脚

步。距离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 4.5公里的麻田镇东江村，

是游客前往武功山云顶景区的必经之路。农历正月初九，

上班第一天，村委会就组织 30 多名村民围坐在一起开“屋

场贴心会”，关于村里 5月 1日即将投入运营的民宿，大家讨

论得热火朝天。

“刚开始村民确实存在顾虑。”东江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肖强说，为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把房

屋腾得放心，他们光“屋场贴心会”就开了 5 场。如今，随着

旧屋改造工作逐渐收尾，环境越来越好，村民的想法也发

生了转变。

“现在自家的空房子用上了，每年还能赚不少钱嘞。”

东江村村民欧阳辉文感慨道，“以前越靠山越穷，现在反过

来，越靠山越富喽。”

东江村一家挂着“牛棚咖啡”4 个字的小屋引起了记者

的注意。“像这样由牛棚、猪棚改造的‘村咖’，我去其他村

考察的时候看到了不少，现在好多年轻人喜欢喝。”肖强

说。为了让“高流量”变“高留量”，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

不断丰富旅游业态。肖强引着记者来到村后一片与山对

望的草坪，开心地说：“夏天这里抬头就看到满天繁星，我

们计划在这里搭建 50 余顶星空帐篷、天幕，以后每年可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 15万元以上。”

“流量”变“留量”
谢文凡 卢金星

“包吃包住，崭新的宿舍楼，配独立卫生间、空调、热

水，可拎包入住……”2 月 15 日，在奉新县冯川镇圣殿社区，

“奉等你来”2024 年奉新县春风行动暨返乡农民工专场招

聘会正在举行，企业招聘人员向求职者热情地介绍企业优

势、薪资待遇等，现场气氛热烈。

当天上午 9 时，招聘会现场人流涌动，十分热闹。据

悉，由奉新县人社局主办的本场招聘会，邀请该县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宝源彩纺、同和药业、紫宸科技等 50 家企业，提

供行政人事、生产主管、技术员、销售经理、普工等就业岗

位 1358个，涵盖新能源、医药、纺织、商超等多个领域。

活动主办方在招聘现场设置了“就业之家”咨询台、“直

播带岗”平台及社保政策咨询台，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

双向交流平台。求职者穿梭在招聘企业展位前，仔细阅读招

聘资料，与招聘人员详聊薪资、工种、工作要求等情况。“现场

有很多企业提供质检岗位，与我的工作经历符合。目前，我

已与两家企业初步达成了就业意向。”干洲镇南岗村返乡求

职者余芳芳笑着表示，“春风”送岗，送到了老百姓心坎上，让

她能顺利回乡工作，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今天是龙年‘春风行动’的第一场大型招聘会，现场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300 余人，另有 4100 余人次通过‘就业之

家’视频号线上同步观看。”奉新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

张成学表示，他们将持续加大就业扶持力度，组织有针对

性的招聘活动，全力保障企业用工需求。

农业有奔头 农民有劲头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景萍

2 月 21 日，广昌工业园的江西志特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销往国内外的铝模板。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摄

▲2 月 23 日，南昌市青云谱区城南龙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史克滨与广州路社区的孩子们一起制作彩带

龙，迎接元宵节。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海 波摄

2 月 21 日，位于瑞昌经开区智造小镇内的江西瑞康

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工正在检测显示器。新春伊

始，该公司订单与日俱增，员工返厂到岗，各条生产线快

速运转，日产显示器超 3000 台，预计 3 月份产量可达 10

万台。 本报全媒体记者 梁振堂摄

▶ 2 月 23

日 ，在 南 昌 市 青

山湖区丹霞文体

公园内的海螺书

屋，开展制花灯、

包 汤 圆 、猜 灯 谜

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 ，吸 引 了 许 多

市民参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新春伊始，群山环抱中的铜鼓县永宁镇兴源村，

云雾缭绕，美不胜收。南兴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管理

人员熊毛毛一边剥开一颗黄精芝麻丸，一边向记者

介绍黄精系列产品：“黄精酒、黄精茶、黄精干片、九

制 黄 精 ，我 们 生 产 的 黄 精 产 品 有 10 余 项 ，年 产 值

2000 万元。”

铜鼓森林覆盖率高达 88.04%，雨量充沛，适宜种

植黄精，是“中国黄精之乡”，“铜鼓黄精”入选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目前，全县黄精种植面积达 6 万

亩，年产量 3000 吨，年产值突破 2 亿元。“铜鼓一响，黄

精万两。”熊毛毛乐呵呵地说。

“有了‘黄精贷’的 80 万元贷款，开春我就可以扩

大生产规模了。”樟嘉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鑫信心满满地说。王鑫所说的“黄精贷”，是当地扶持

黄精产业的金融新产品。

金融单位对符合条件的黄精种植户发放贷款，

标准为每亩 1200 元，全额贴息 5 年；针对黄精生长周

期特点，推出期限 3 至 5 年的种植贷款，最高额度 200
万 元 。 截 至 2023 年 底 ，全 县 发 放“ 黄 精 贷 ”90 笔 共

3650 万元。

铜鼓黄精产业的好“钱景”，引来众多企业纷纷投

资。西雅图、肆博农业、精正农林等一批农业龙头企

业相继加入，融“育种+种植+精深加工+产品开发+销

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中国林科

院亚林所、省林科院对黄精产业链的 12 家企业、69 家

合作社进行技术扶持和跟踪服务。

黄精产业发展实施方案、黄精产业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黄精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方案……近年

来，一项项扶持政策举措，让铜鼓黄精发展如沐春风，

走上了“黄金”路，农民奔富的劲头更足了。

黄精变“黄金”奔富更有劲
张卫东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