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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省会引领战略
推动南昌高质量发展

——访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市市长万广明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宋思嘉

“南昌市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

精神，深入实施省会引领战略，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

目标要求，结合全省‘大抓落实年’活动，大力弘扬‘脚上有土、心

中有谱’工作作风，迎难而上、敢作善为，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3 月 4 日，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市市长万广明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南昌将坚持制造业立市不动摇，深入

实施“8810”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体现南昌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力争 2026 年培育 1 个 3000 亿级产业链、1 个 2000 亿级

产业链、6 个千亿级产业链，持续提升产业集聚力、竞争力；推动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力争今年推动 500 万元以上技改项目 500
个，用 2年左右时间实现规上工业企业“智改数转网联”全覆盖。

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方面，南昌持续开展全面

深化改革攻坚行动，系统深入推进开发区、国有企业、科技金融、

农业农村、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改革，释放更多改革红利。同

时，聚焦扩大开放，发挥南昌联通东西、承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海西经济区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化与长江中游

城市协同发展，全力提升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航空口岸能级，推

进南昌国际陆港和南昌龙头岗综合码头智能化、信息化建设，

推动跨境电商综试区、综保区平台升级，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高地。

在推进城市提质扩容方面，南昌聚焦坚定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补齐设施短板，快速推进昌九高铁、赣抚尾闾综合整治、昌北机

场三期改扩建等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深

入推进海绵城市示范建设，扎实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不

断完善城市功能。

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南昌将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城镇困难群众等

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实施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完

善“4+2+2”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完善“一老一幼”服务体系，

集中力量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让现代化建设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激发企业技术人才
创新创造活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 斐

技术人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和战略要素，是提高

民营企业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关键因素。

经过深入调研走访，全国政协委员、萍乡学院院长刘林芽了

解到，由于人才市场竞争激烈，投入相对不足，民营企业对技术

人才的吸引力有限，在招聘、培养、激励和留住技术人才方面

存在诸多困难，导致其技术人才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质量不高、流动性大，直接制约了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

发展水平。

为此，刘林芽建议，优化人才引育政策，引进符合发展实际

的各类人才，提高人才优惠政策的知晓率，优化申报、办理业务

流程，让企业用好用足人才政策；构建产教融合生态，推动政企

校三方共同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广泛开展企业急需、专

业性较强的职业技能培训，促进技术人才学历、职称、素质不断

提高；完善激励机制保障，企业自身要定期开展人力资源培训，

探索建立人才股权期权及分红激励政策，让技术人才收入与实

际贡献相匹配，进一步激发企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聚共识 强信心 鼓干劲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 斐

带着“宝贝”上两会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珊珊

江西代表团举行
首场新闻发布会

本报北京讯 （全媒体记者卞晔）3 月 4 日上午，十四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江西代表团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江西代表团新

闻发言人陈惠龙发布代表团基本情况。

据悉，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应参会代表 81
名，实到 76 名。会前，省人大常委会积极为代表知情知政、依法

履职搭建平台、提供服务。今年 2 月，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依法组织 51 名在赣

全国人大代表分赴九江、景德镇开展会前集中视察；今年 1 月，

组织 45 名在赣全国人大代表集中研读讨论国务院组织法修订

草案，为江西代表团代表在大会期间，充分审议各项议案报告，

高质量提出议案建议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时，认真做好议案建议准备工作，立足于持续深入推进我

省“十四五”规划项目、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需要中央和国家部委重视支持的重

大项目和我省 2024 年重点工作等，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以代表

团名义提出《关于加大对江西等长江中上游省市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支持力度的建议》等建议 5 件；组织建立议案建议素材

库，为代表提供议案素材 3 件、建议素材 62 件，提前了解代表提

出议案建议意向，帮助协调提供有关数据资料，协助代表修改议

案建议文本，把好代表议案建议的政治关、质量关。

“来，你尝尝这个！这是我们村的‘宝贝’，卖得可

好了！”3 月 2 日，记者见到全国人大代表，萍乡武功山

风景名胜区万龙山乡茅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谭新萍时，她从包里拿出一罐糖醋姜，打开盖子给记

者品尝。话音刚落，她又从包里翻出了两小袋茶叶、

几个武功山景区吉祥物公仔，这些都是谭新萍今年带

上两会的“宝贝”。

自去年 4 月以来，谭新萍把周边 20 多个村都走遍

了。茅店村的香米、槽下村的竹笋、南岭村的茶叶、蔡

家村的金针花……哪个村有哪些“宝贝”，她如数家

珍。利用自己多年做农村电商的经验和渠道，这些

年，谭新萍帮村民们卖了不少土特产。去年，她鼓励

村民种植水稻，还推动村里的合作社与 45 户村民签

订了包销协议，让村民放心种粮。一年下来，她一共

帮村民卖出了 40多万斤香米稻谷。

这次上北京参加全国两会，谭新萍特意把家乡的

茶叶等土特产塞进了行李箱。“想借这个机会宣传一

把家乡的美食美景嘛。”她拿出了满满一大包，笑着

说道。

一段时间以来，谭新萍在走村串户调研时发现，

一些零散型农户的农产品因为品种多而杂、标准化程

度低、缺乏绿色认证等，导致销售渠道窄，这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零散型农户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因

此，今年她提出了“畅通零散型农户农产品销售渠

道”的建议，认为应该加快农村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

设施和配送中心建设，打通零散型农户农产品销售

的最后一环。

和去年一样，“90 后”全国人大代表，兴国县方

太 乡 井 口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村 委 会 主 任 温 善 连 今 年

又 带 上 了 家 乡 的“宝 贝 ”—— 脐 橙 来 参 会 。 她 所 在

的 井 口 村 种 植 了 3450 亩 脐 橙 ，一 家 大 型 企 业 与 村

里 签 了 订 单 ，去 年 全 村 3000 多 吨 脐 橙 销 售 一 空 。

通过发展脐橙等产业，村民们的腰包更鼓了，去年

仅 种 植 脐 橙 、茶 叶 等 ，就 助 力 村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44.5
万元。

脐橙卖得好，温善连却有了新的忧虑。目前，村

里没有冷库，当地冷链物流不发达，不能满足脐橙等

农产品的储存需求。随着脐橙种植规模扩大，鲜果产

量逐年增加。她担忧，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情况下，种

植户可能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低价卖出，农户利益受

损；如果等待合适时机出售，脐橙又容易因存储不当

而变质。

这不是个别现象。温善连调研发现，许多农产品

具有季节性强、保鲜期短的特点，一旦出现滞销，很容

易挫伤农民种植的积极性。针对这一情况，今年她提

出建议，加大对农村冷链物流、低温仓储中心、电商展

销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助力农业产业发展壮大。

又是一年两会时，春和景明听政声。

来自天南海北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齐聚

首都北京，共赴一场“春天的盛会”。他们怀揣着老百

姓的热切期盼，行囊中装满了沉甸甸的履职答卷。新

时代新征程，奋进的中国前景更 光 明 ——这是不同战

线、各行各业的共同心声，大家满满的信心溢于言表。

谈成就、说感想、话发展，出席全国两会的在赣全国

人大代表、住赣全国政协委员围绕“信心”这个关键词展

开了热议。

共识，在这里凝聚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指出：“2023
年，我们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经历了风雨洗礼，看到了

美丽风景，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大家记住了一年的不

易，也对未来充满信心。”温暖的话语在代表委员中引发

广泛共鸣。

追梦之路上，从来没有轻松抵达的彼岸，也没有唾

手可得的果实。代表委员纷纷表示，2023 年，面对错综

复 杂 的 国 内 外 形 势 以 及 各 种 不 利 因 素 的 影 响 ，在 以

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团结

一心、攻坚克难、苦干实干，创造性开展工作，经受住了各

种挑战和考验，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去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江西考察指导，

极大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和斗志，给赣鄱儿女带

来极大的精神激励，更加坚定了全省上下奋进新征程、

再创新辉煌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政协委员、省市场监管

局副局长谭文英说。

“这是鲜明的共识——江西蓄势谋势，发展前景好、

潜力大。”谭文英说，2023 年，我省新登记经营主体 123.7
万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6.3%，万人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增长 31.7%，反映出我省经济运行回升向好，质

量效益不断提高，动力活力明显增强。一切成绩的取

得，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信心，在这里传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

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

有改变，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巩

固 提 升 经 济“28 条 ”、进 一 步 促 进 和 扩 大 消 费“16
条”……2023 年，通过利好政策出台、政策兑换落地等方

式加大惠企帮扶力度，我省为经营主体量质齐升按下

“加速键”。

“去年 10 月，我前往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开展课题

调研。他们算了一笔账：2023 年以来，累计享受减免税

款 4673.49 万元。企业将这笔钱用作升级打造绿色智能

工厂、推动节能减污降碳。”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

局江西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范扎根对税惠政策帮助

企业减污降碳，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感到很振奋。

“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经济走势上看，江西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极好机遇。”全国政协委员、煌上

煌集团董事长褚浚说，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提出全力打

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

“企业要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及时转型升级。”

褚浚说，借助我省“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项目支持，公司

联合南昌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打造“数字化酱卤智

慧工厂”。项目实施后，将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大幅提升

生产效率，公司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干劲，在这里激发

信心比黄金还要宝贵。更宝贵的，是把信心化为实

干的动力。

“得益于宅基地有偿退出的利好政策，太源村大力

发展特种食用菌种植、高品质食用羊肚菌种植、高标准

大棚时令蔬菜种植，完成流转土地 50 余亩，建设高标准

大棚 30 余亩，预计可增加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50 万元左

右，带动村民 20 余人就业。”全国人大代表、贵溪市樟坪

畲族乡党委书记雷燕琴说起大棚种植时非常骄傲，“大

家现在信心倍增、干劲十足，下一步就是撸起袖子加油

干，齐心协力朝着幸福生活大步向前。”

旅游景区人头攒动，节庆活动精彩纷呈、电影票房

刷新纪录……今年春节，我省消费市场活力旺盛，消费潜

力不断释放。望仙谷悬崖民宿、景德镇陶瓷之旅以及赣江

两岸赏烟火、滕王阁下诵诗词等一批文旅新场景、新业态

频频“出圈”，南昌、景德镇等成为新晋“网红城市”。

“江西抢抓疫情防控转段后的有利时机，全力培育

主体，强力引客入赣，大力促进消费，千方百计做大做强

文旅产业、做火做旺文旅市场。”数据是有力的说明。全

国人大代表、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梅亦说：“2023 年，全

省新签亿元以上文旅项目 153 个；累计为 15 家企业发放

8100 余万元信贷资金；审批演唱会、音乐节等各类营业

性演出较 2022 年翻了近一番；引导各地出台文旅促消费

政策 3000余项，发放各类消费补贴超 2亿元。”

“展望新征程，江西文旅信心满怀。”梅亦说，2024
年，将实施高质量发展强基、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文化遗

产活化出圈、文旅地标打造、文旅产业倍增、文旅 IP 重

塑、“引客入赣”扩容等七大行动，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

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3 月 4 日晚，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江西代表团代表谭新萍（右）和温善连，在北京住地直播间与网友互动，畅谈乡村产业振兴、

旅游致富等。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海 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