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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水之滨，“吉州菜帮”因敢闯敢拼而远

近闻名。上世纪 80 年代，首批从事蔬菜配送

的吉州人出现在北京。无论订单大小、路途

远近，“吉州菜帮”都保质保量将货物按时送

到，逐渐在市场上打出了名气、树立了口碑。

在外拼搏的 40 多年里，“吉州菜帮”规模

一度达 4 万余人，营业额曾占北京蔬菜生鲜

配送行业的 70%。小小的蔬菜配送生意为何

能越做越大？赚到了第一桶金后，“吉州菜

帮”为何要返乡二次创业？面对怀着故土情

怀的乡贤，吉州区又如何做活乡贤文章？近

日，记者带着一串疑问，走进吉州大地，感受

春天的脉搏。

走南闯北 抱团发展

“吉安菜帮”的发家史，伴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而涌现的务工潮。

1982 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吉安市吉州区

长塘镇罗家村村民罗弘桂，坐上了开往北京

的火车。“一是因为家里穷，想去外面赚钱。

二是因为有个亲戚正好在北京读大学，去了

有个照应。”今年 72 岁的罗弘桂说话中气十

足，回忆起当年去北京，双目炯炯有神。

刚到北京的罗弘桂没有本钱，只能干些

卖力气的活赚钱。在给一家餐馆老板卸货

时，罗弘桂因性格不斤斤计较、吃苦肯干，博

得了老板青睐。罗弘桂逐渐负责起了餐馆

所需食材的采购、运送，这让他在北京站稳

了脚跟。

1985 年，在北京打拼 3 年后，罗弘桂成为

罗家村第一个盖起青砖瓦房的人。这件事

很快传遍十里八乡，罗弘桂身边许多村民跟

着 他 去 北 京 赚 钱 。 短 短 几 年 ，吉 州 区 长 塘

镇、樟山镇、曲濑镇等地去北京的人暴增，抱

团发展让“吉州菜帮”的名号逐渐响亮。

上世纪 90 年代，“吉州菜帮”实现大规模

调运外地蔬菜进京，配送货物涵盖蔬菜、海

鲜、干货、水果等，在北京已小有名气。时间

来 到 千 禧 年 ，蔬 菜 配 送 行 业 分 工 更 加 精 细

化，“吉州菜帮”引入净菜分拣包装、标准化

加工、冷链配送等新理念，再度迎来新机遇。

对于每个时期的“吉州菜帮”，变的是市

场和行业，不变的是勤劳和创新。“‘吉安菜

帮’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辐射，正值壮年的

‘闯一代’将小生意做出大市场后，如今又带

着多年积攒的资金、技术返回家乡，书写新的

创业故事。”谈及“吉州菜帮”近年来的变化，

吉州区驻北京市流动党总支书记王泽凯说。

情系桑梓 反哺家乡

从 空 中 俯 望 ，桐 江 从 吉 州 区 樟 山 镇 穿

过，沿江分布着不少“吉州菜帮”返乡创业基

地。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在家乡开拓一片

新市场，是“吉州菜帮”返乡的最大动力。

从事蔬菜贩卖生意近 20 年的尹海云，于

2020 年从上海回到樟山镇，成立吉安青科源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种植水稻 380 余亩、

白莲 110 余亩、蔬菜 130 余亩，成为“吉州菜

帮”返乡二次创业的典型代表。

“这是我们和井冈山大学合作培育的有

机水稻，采用生态防虫防病技术，从播种到

收割都不使用农药化肥，通过线上销售了 2
万多斤。”尹海云在自己搭建的线上直播间

介绍道。在尹海云的带动下，樟山镇有 91 户

脱贫户长期在种植基地务工，户均增收 1 万

多元。此外，樟山镇 5 个村每年还获得分红 9
万元。

曲濑镇长明村曾是经济薄弱村，当地缺

乏特色产业。2021 年，在浙江发展食用菌产

业的张隆飞，在参加乡贤恳谈会后，萌生了

返乡创业的想法。随后，他投资 600 余万元，

在 长 明 村 打 造 500 余 亩 黑 木 耳 种 植 基 地 。

2023年，黑木耳产量达 2万余吨。

“我们采用挂袋式种植技术，将黑木耳

产量提升了 5 倍。借助原来在浙江的市场渠

道，黑木耳供不应求。”张隆飞说。值得一提

的是，张隆飞的黑木耳基地解决了当地 10 多

名残疾人的就业难题。

目前，返乡的“吉州菜帮”通过“公司+合

作社+农户”模式，创办有机蔬菜、生态养殖、

休闲农旅等产业基地 33 个，樟山镇桐江沿线

乡贤创新创业示范带规模达 8000 余亩。吉

州区各驻外党支部累计引进企业 25 家、年增

税收近千万元。

双向奔赴 凝聚力量

返 乡 创 业 的“ 吉 州 菜 帮 ”，呈 现 燎 原 之

势，如何做活乡贤文章成为新的课题。

吉州区从组织建设着手，在北京、上海、

广东等地建立 3个驻外党总支和 13个驻外党

支部，让流动党员心有所依；从邻里乡情出

发，抓住在外乡贤集中返乡的机会，举办座

谈会、恳谈会，让乡贤了解家乡情况及创业

政策；从细致关怀入手，组织 286 名家乡党员

干部与 800 余名流动党员结对，帮助在外乡

贤解决实际困难。

“我们因势利导，引导各乡镇成立乡贤

联谊会，打造 12 个风格迥异的乡贤馆。同

时，通过上门拜访和电话联络，主动倾听乡

贤的意见诉求，实现‘双向奔赴’。”吉州区委

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杨彩霞说。

曲濑镇乡贤联谊会自 2022 年 7月成立以

来，吸纳成员 208 人，发挥乡贤在产业发展、

公益慈善、乡风文明等方面的作用，乡贤基

金会资助 401名学子 350 多万元，乡贤调解工

作室化解群众矛盾纠纷 30余起。

家乡的温暖，让越来越多的乡贤有了投

身公益、回报社会的责任担当。在上海打拼

20 余年的刘春根，将上海公司交给合伙人打

理，自己则坚定地回到家乡樟山镇，重回蔬菜

种植老本行。他每年将收益的 20%作为福利

基金，累计为 38名 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 10
万多元补助。“走得再远，也难舍乡愁。这几

年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在家乡闯出一片新

天地，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刘春根说。

再闯一片新天地
——看“吉州菜帮”返乡创业

本报全媒体记者 董文涛

走进位于黎川工业园区的黎川家具产

业园，处处可闻隆隆机声，在春日里呈现一

派生机勃勃的生产图景。“目前，黎川工业园

区内，家具企业已超 400 家，从业人员有 1.7
万人，年产值达 38.6 亿元。”黎川家具产业办

公室工作人员万洪浩介绍。

黎川县家具产业是如何崛起的？这离

不开在外打拼的黎川“家具人”的回归。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批黎川人外出创

业，从事家具生产行业。历经 30 余年的发

展，黎川人创办的家具企业超过 3000 家，遍

布全国各地，年产值超 1000 亿元，并形成了

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生产，到成品、包装、

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近年来，黎川县积极开展“双返双创（抚

商返乡创业和才子返乡创新）”活动，这让本

就有意归乡的黎川籍“家具人”毅然选择回

乡创业。

2 月 28 日，位于黎川家具产业园的江西

奥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工人们正有

序地忙碌，一块块板材经过电子锯切割、全

自动封边、全自动打孔加工后，变成了一摞

摞家具“零件”。“家具产业园基础设施完备，

让我们企业实现了‘拎包入住’。”江西奥上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欧阳俊惠

告诉记者，企业在 2020 年 8 月落户黎川家具

产业园后，于同年 11月实现生产销售。

2019 年，为给黎川籍在外家具企业的回

归创造条件、提供平台，黎川县按照“政府主

导、市场运作、龙头引领、抱团发展”的思路，

与黎川籍在外家具生产行业主要领头人合

作，投资 30 亿元，打造面积超千亩，集家具生

产、研发设计、物流仓储、会展交易、电商交

易于一体的黎川家具产业园。“黎川实施了

‘归雁兴黎’计划，出台了《本土人才引进和

培育新政二十条》等一系列政策，并为归乡

企业及创业者提供服务平台和金融支持。”

黎川家具产业园负责人邱旭明介绍，为支持

企业发展，园区建成了 60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

厂房，并以低于成本价进行租售，全力支持

黎川籍在外家具生产企业回乡。

黎川家具产业园的建设，让黎川家具产

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集群集聚，且规模不断

扩大。截至目前，黎川家具产业园已正式入

驻家具企业 60 多家，并带动 300 多家家具企

业返乡创业，带动 1 万余人就业。“回家的感

觉真好。”同在园区的江西圣黎家具有限公

司总经理江德群告诉记者，回乡入驻家具产

业园后，公司产能逐年提升、销量持续增长，

2023 年，更是成功开拓海外市场，产品远销

欧美、东南亚等地。

2 月 28 日下午 4 时左右，随着一辆辆货

车陆续驶入黎川家具产业园，整个园区逐渐

热闹起来，各企业当天生产的一套套家具产

品被陆续搬入来自德邦物流、京东物流等物

流公司的货车集装箱内。

产 得 好 ，更 要 卖 得 好 。 在 全 网 电 商 平

台，排名前 50 名的电商家具企业，有半数以

上由黎川籍“家具人”经营。在通过建设黎

川家具产业园聚沙成塔的同时，当地还深挖

黎川“家具人”在电商方面的优势，推动产业

迅速崛起。“我们县的 400 家家具企业中，有

300 家是生产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在电商平

台的店铺，超过了 500 家。”黎川县办公家具

行业商会会长江德群介绍，目前黎川已联合

土巴兔家装网、阿里、京东等各大电商平台，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互联网+大家居”产业。

2023 年，黎川家具产业园获评全省电子商务

示范基地。

在快速形成产业聚集，充分发挥产业优

势后，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实现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推进产业实现差异发展是

黎川给出的答案。

智能陪护床、可方便拐杖放置的创意沙

发、电动助起沙发……在位于黎川家具产业

园创意园片区的黎川家具体验馆内，展示了

多种黎川家具企业设计的康养家具产品。“依

托黎川家具在康复、养生、疗养等领域的独特

优势，以适老家具为基础，我们在全国率先提

出‘康养家具’理念，积极推进中国康养家具

产业基地建设。”万洪浩介绍。目前，黎川已

同国内康养家具龙头企业达成意向协议，并

积极推进优质康养家具企业落户黎川家具产

业园，助推黎川打造中国康养家具制造基地，

将黎川家具产业推入新发展阶段。

能人“雁归”企业“成群”
——黎川家具产业发展见闻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本报龙南讯 （通讯员李林烜）3 月 2 日，以“春到

南武当‘桃’醉客家围”为主题的 2024 年龙南武当

桃花节，在龙南市美丽的南武当山景区龙腾广场开

幕，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开幕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为游客们带来

了一场视觉盛宴。开幕会结束后，游客们纷纷前往

南武当山景区和梦里桃乡桃园游园赏花。他们乘坐

观光车游览南武当山桃花园，感受桃花盛开的美丽

景色。在梦里桃乡，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之间，游客们

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桃花世界。

此外，在武当镇岗上围屋群还举办了招游引客

团招游引客文旅推介会。会上，龙南市招游引客办

对 2024 年龙南市招游引客政策进行了解读，相关单

位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推介会上进行了景区

宣传推介和桃花宴展示，让游客们更加了解龙南的

旅游资源。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桃花节中来，活动还

进行了全程直播，并开展了线上推介会。通过直播，

观众们可以在线观赏桃花节的精彩演出，感受桃花

节的浓厚氛围。

龙南十里桃花醉春光

本报靖安讯 （通讯员蔡亮）一年之计在于

春，日前，在靖安县水口乡水口村坪上组的百亩

莲藕种植田，三峡水库移民们正抢抓时节栽种莲

藕，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据该莲藕种

植基地移民致富带头人谌代福介绍，这次藕种是

新引进的“五月早”早熟新品藕，预计 5 月份便可

采藕，可持续到 7 月份，且这批早熟莲藕味道也

比市场上一般的藕更甜，质感更好、更嫩、更脆，

价格也更优。

近年来，水口村坪上组三峡移民莲藕种植致

富带头人谌代福，依托近临 G353 公路和县城农

贸市场等优势，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莲藕种植，创

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县水利局予以其基地建设

产业项目支持。谌代福从 2022 年初种植 50 亩，

扩种到现在的 100 多亩，预计莲藕年产量 15 万公

斤，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谌代福不仅自己

可年创收 60 多万元，还给当地村民带来就业机

会，解决富余劳力 20 多人务工，有效带动了移民

增收。

靖安水库移民春种莲藕

▶ 3 月 1
日 ，尹 海 云 通

过网络平台直

播销售有机大

米。 通讯员

张文馨摄 ▶刘 春 根 在 蔬 菜

大棚查看辣椒长势。

通讯员 侯长发摄

本报宜春讯 （全媒体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张玉

琦）举办专场招聘会，开启云端招聘……今年以来，

宜春市袁州区采取有力措施稳岗促就业，已举办各

类专场招聘会 13 场，提供岗位 4000 余个，带动就业

或达成就业意向 1500余人。

“今天的招聘会岗位多，企业待遇好，我选好了

一家企业。”在“赣就有位来”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上，求职者钟鹏找到了心仪的金融管理工作。方特

熊出没主题乐园开园在即，大量岗位吸引了求职者

前来应聘。湖田镇湖田村村民黄新在主题乐园找到

了一份工作。他说：“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我感到

很满意。”

云端服务，“一码通”轻松就业。南庙镇袁梅村

村民江圆生通过“袁州就业一码通”小程序，在家门

口的旅游景区找到了一份园艺师的工作。据介绍，

“袁州就业一码通”小程序包括政策指南、招工信息、

求职登记、就业意愿等 8 个版块，自上线以来浏览量

已超 5 万人次，收到求职简历 1700 余份，帮助 560 余

人就业。

此外，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名称、统一标识、统一

配置、统一制度的要求，袁州区高标准建设“5+2就业

之家”就业服务平台，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为求

职群众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截至目前，该区“5+2
就业之家”就业服务平台共发布就业岗位2755个。

本报全南讯 （全媒体记者曹章保 通讯员

陈海明）连 日 来 ，全 南 县 各 乡 镇 早 谋 划 、早 行

动，组织专业农机技术人员深入农机大户家中

帮 助 开 展 农 机 检 修 、保 养 和 调 试 ，并 向 农 机 户

讲解农业机械的正确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及日

常维护技能，打好春耕备耕“主动仗”。“我们有

拖拉机、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等机械设备 65
台，非常感谢县里的农机专家前来指导我们提

前 检 修 机 械 ，马 上 就 要 春 耕 大 生 产 了 ，他 们 来

得 非 常 及 时 。”全 南 县 农 机 事 务 中 心 负 责 人 钟

元淦说。

为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全南县积极组织农

机作业技术服务队，指导帮助农机大户开展拖拉

机、植保机等农机具保养、维修工作，加强与农机社

会化服务组织联系，了解机具质量、作业质量、服务

质量等情况，并督促经销商做好春耕备耕所急需零

配件采购、调运、供应等工作，让春耕生产的“铁牛”

健康上阵，为春耕保驾护航。目前，该县已检修大

型农机具 200余台、微耕机 1300余台，拥有农机服

务组织10余家、农机技术人员200余人。

袁州区多举措稳岗促就业

全南农机检修备春耕

初春时节，夜幕降临。在浮梁县湘湖镇双凤村，锄月民宿屋内

炉火正旺，许多游客围坐在火炉旁，听着民宿主理人戴晓燕分享自

己创办民宿的故事。

戴晓燕美术学院毕业后曾在上海工作。2013 年，她和丈夫因为

热爱手工艺决定留在景德镇生活。2016 年，他们看准景德镇的民宿

市场后，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梦想的民宿。资金的压力让民宿装修

进程缓慢，直到 2021年初民宿正式运营。

“我们一直在探索锄月民宿更多的可能性，对景德镇本地特色的

山水、土地、文化、技艺等资源进行融合。”戴晓燕介绍，在经营过程中，

她把民宿作为自然教育课程的载体，通过策划陶艺、农耕、户外冒险等

亲子活动，让孩子体验乡野生活，激发探索自然的兴趣。

平日除了经营民

宿 ，戴 晓 燕 和 丈 夫 把

乡 土 民 俗 、陶 瓷 非 物

质文化遗产等融入民

宿 ，还 通 过 社 交 平 台

展示景德镇陶瓷和乡

村文化。

“ 我 想 让 更 多 游

客 在 民 宿 里 找 到 乡

愁 ，在 景 德 镇 体 验 向

往的生活。”戴晓燕说。

乡间民宿 向往生活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政昊 文/图

扫码看扫码看

◀◀ ◀◀ ◀◀夜幕降临，锄月民宿的游客欢聚一堂。

锄月民宿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