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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商平台搜索“少儿拉丁舞服”，你就

会发现许多店铺的发货地显示为江西鹰潭。

贵溪市企业更是从 2021 年起连续 3 年拿下电

商平台的少儿拉丁舞蹈服饰单品销量冠军。

以铜都闻名的贵溪，近年来悄然兴起一

个特色产业——体育服装产业。目前，该市

共有体育服装产业经营主体 1000 余家，从业

人员 2.3 万余人。5 家龙头企业年产值均突破

亿元，整体产业规模在全国体育服装市场占

据一定份额，年产值约 15亿元。

贵 溪 市 如 何 抓 住 体 育 产 业 发 展 的 机 遇

期，不断推动体育服装产业高速成长？近日，

记者走进贵溪市部分体育服装企业，探寻其

背后的成长密码。

密码之一：细分市场 捕捉商机

在 江 西 晶 赢 文 化 产 业 有 限 公 司 设 计 室

里，陈列着上百件最新款式的少儿拉丁舞服，

各种颜色、各式裙摆、各色装饰元素，让人目

不暇接。“我们每年要推出 700多款新品，每天

的销售额在 10万元左右。”公司负责人孔祥春

告诉记者。

孔祥春，是贵溪市第一个发展体育服装

产业的创业者。2005 年，孔祥春在上海从事

体育服饰经营，主要面向中老年群体销售非

专业国标拉丁舞服。成年人体型差异大，且

审美喜好各异，因此铺货量很大，这也让孔祥

春感到很大的资金压力。

2007 年，孔祥春在一个拉丁舞赛事现场

进行销售时发现，青少年选手占比赛人数的

三分之二，但少儿拉丁舞服产品却相对较少，

很多孩子买不到满意的服装。这让他看到了

商机。也就是当年，他回到家乡创办体育服

装生产企业，并将重心放在少儿拉丁舞服这

一细分市场。

“孩子的身型相差不多，只需要按照不同

身高打版。”孔祥春说，他还将原来业内每 5厘

米一个尺码的标准，改为每 10厘米一个尺码，

降低库存压力，并推出更多款式。同时，他将

产品定位在中高端，以面料、做工、版型等品质

取胜。此后，晶赢自主生产的少儿拉丁舞服逐

渐受到市场认可，在全国开设了26家旗舰店。

看到了这片小众蓝海市场的广阔前景，

贵溪市兴办了一大批同类生产企业，他们快

速布局、抱团成长，逐步发展出拉丁舞蹈服

饰、民族舞蹈服饰、跆拳道服饰、舞蹈鞋等品

类产品，并在业内打出了名气。2021 年 2 月，

贵溪市舞蹈文化服饰产业协会成立，吸纳了

20余家体育服装生产企业。

“虽然是小众产品，但这样差异化的竞争，

反而让我们的规模逐渐扩大。”孔祥春说，以前

5月、6月是旺季，现在全年销量都不错，以自己

的生产企业测算，纯利润在11%左右。

密码之二：触网销售 裂变发展

“姐妹们，我手中这件是 3 号链接，存货

不多直接拍……”3 月 12 日下午 3 时，江西恋

之舞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抖音直播间里，主播

正在推销少儿拉丁舞服新品。一天 6 小时直

播带货，销量可达数百件。

“实体店面对的消费者有限，网络则是四

通八达，让我们的销售没有天花板。”江西恋

之舞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员平说，现

在产品销售主要分为 3 个渠道，即直播带货、

网店经营、线下直销，特别是线上渠道复购率

很高，今年以来销量同比增长 30%。

另一家企业江西洛利塔文化产业有限公

司，在淘宝、拼多多等多个电商平台开设了网

店，并请来少儿拉丁舞金牌选手为其代言。

公司负责人杨招告诉记者，公司曾创下单品

网络年销量 6 万余件的纪录，连续 3 年在多个

平台蝉联销量冠军。

全国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车间里的缝

纫机高速运转。杨招说，改变过去在线下铺

货的模式，触网销售使企业得以裂变发展。

“每年开学，我们都是订单暴增，要临时挖车

工师傅来，销售人员之间都得抢货。”

为了抢占市场，贵溪体育服装企业这些

年进行了各种尝试，从开设品牌形象店到找

寻 代 理 商 ，从 开 新 品 发 布 会 到 支 持 大 型 赛

事 。 而 借 助 线 上 销 售 这 一 风 口 ，为 企 业 提

升 营 收 创 造 了 新 手 段 ，为 产 业 提 供 了 发 展

新动能。

据统计，2021 年，贵溪体育服装行业电商

销售总额约 4 亿元，贵溪体育服装企业的抖

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全网粉丝量已超过 100
万。“现在，我们把销售主战场转向线上，主要

经营 6家网店。”孔祥春说，网店的销量比之前

26家线下门店总和还要高。

密码之三：多产融合 唱响品牌

这几天，作为承办方的陈员平，正在忙着

筹备第五届全国标准舞体育舞蹈大赛。从赞

助赛事到开始自己创办赛事，陈员平说，此前

贵溪已连续举办 4届体育舞蹈公开赛，规模和

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从开始只有周边县区

选手参加，到如今已经吸引了来自浙江、安

徽、福建等周边省份的选手。

全国舞蹈文化产业高峰论坛、WDC 中国

国际标准舞年会、中国龙虎山首届舞蹈艺术

节暨体育舞蹈公开赛……以舞为媒，贵溪市

通过一系列的赛事活动，正在探索走上“体

育+文化”“体育+旅游”的融合发展之路。

在今年 1 月举行的 2024 年全国舞蹈文化

产业高峰论坛上，来自美国、俄罗斯等 5 个国

家及国内 13 个省市 200 余名业内资深人士、

产业经营者济济一堂，为今后的交流合作打

开了窗口。而 2023 年全国体育舞蹈公开赛的

举办，参赛人数近 5000 人，4 天的比赛更是直

接为举办地龙虎山景区带来了可观收益。

“体育服装产业向下延伸，可以关联到体

育舞蹈培训、体育舞蹈竞赛表演等产业，再向

下延伸，则面向着更大的市场。”陈员平说，比

如他们公司生产的民族服饰，在洛阳等地景区

被租借给游客用于拍照，有着很高的人气，“跨

界融合、创新体验，可能带来更好的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出台科学合理的发展规

划和政策措施，加强对产业引导和支持力度，

推动形成系统、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推动体育

服装产业实现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贵溪

市工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着力打造一批

知名品牌，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和影响力。

一件舞服打开美丽新业态
——解读贵溪市体育服装产业发展壮大的密码

本报全媒体记者 沈秋平 吕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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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 1.2 亿元打造科创平台，为产学

研提供用武之地；

高校科研团队拎包入住，人才红利不断

释放；

当地企业借脑引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

近年来，被誉为中国工业陶瓷之都的萍

乡市湘东区，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紧盯国内知名院校，

打造政府放心、高校舒心、企业安心环境，实

现了政府搭台、高校唱戏、企业获益的“三赢”

局面，一股“政校企”携手共建的清新之风扑

面而来。其中，该区与昆明理工大学的“联

姻”更在当地传为佳话。

凡事预则立。在湘东区的决策者看来，

要让传统工业陶瓷屹立于市场潮头，必须做

活 新 文 章 ，打 通 新 技 术 、新 产 品 的“ 任 督 二

脉”。而囿于本地人才、技术、研发的短板，向

内挖潜的空间已然不大。基于此，该区以科

创平台为先手棋，致力打造一个集聚国内科

研人才实现科技赋能的载体。令人惊喜的

是，平台所成之日，便是“良禽择木而栖”之

时，一大批国内顶尖科研团队纷纷入驻。

2018 年，正值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

报之年。昆明理工大学宁平教授团队正在国

内苦寻满足科研项目的合作方。得知消息的

湘东区第一时间抛去了橄榄枝，双方不谋而

合。基于此，昆明理工大学宁平教授团队来

到湘东，联合萍乡市华星环保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申报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典型工

业炉窑烟气资源化高效治理技术”，一举获得

批准立项。从此，该校与湘东区“政—校—

企”合作正式拉开帷幕。

好马配好鞍。为使科研团队、科研人员

留得住、用得好，湘东区相继制定出台了《关

于推进工业陶瓷产业集群发展十条政策》等

一揽子扶持政策，全面构建了支持陶瓷产业

创新发展的四梁八柱。该区每年补助引进团

队运营经费 400 万元至 600 万元不等；每个科

研团队转化 2 个科研成果或落地一个 2000 万

元以上科研成果，其转化收入的 50%奖励给

研发团队；税收超过 200 万元的，拿出地方可

用财力的 50%奖励给研发团队。

“湘东区产业有底蕴、政府有诚意、平台

有基础，我们的合作更有前景。我相信，我们

能在这里大展身手、大有作为。”宁平教授如

是评价。

宁平教授所言不虚。昆明理工大学与湘

东区开展“政—校—企”合作以来，有效打破

了 高 等 院 校 、科 研 院 所 和 企 业 间 的 技 术 壁

垒。比如，该团队在当地针对活性炭催化剂

的开发、新型蓄热体的研制、锂电池资源回收

利用等方向展开了合作研究，既解决了企业

的技术瓶颈，又使人才团队和科研院所的先

进技术思路有了检验场。2021 年，宁平教授

团队趁热打铁，还与湘东区政府合作成立了

江西省（萍乡市）废物资源化技术产业研究

院，针对该区重点固废行业资源化、废气净化

等开展合作研究，众多当地企业开始借力，有

针对性地开展转型升级、技术改造等技术攻

关研究。

2023 年 3 月 29 日，昆明理工大学与湘东

区企业共建工程实践教育基地揭牌，校地双

方在打造技术引进、成果转化的高效通道方

面再次迈出坚实步伐。

今年 1 月 21 日，昆明理工大学设计研究

院江西分院、江西校友会环保产业专委会成

立。这是湘东区与昆明理工大学达成的又一

重要成果，为双方推进产学研融合与发展提

供了全新平台。

“我们将明确校企、校地合作新要求，在

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上寻求新突破，更好地

满足湘东产业发展需求；借助政府搭建的科

创平台，加强本土企业与昆明理工大学的深

度合作，提升企业创新意识与发展动力。”见

证校地合作成果接连落地，湘东区委常委、区

委组织部部长杨波踌躇满志。

自昆明理工大学与华星环保就焦化行业

烟气综合治理技术联合开展技术攻关以来，

双方同向发力、同舟共济，其研究成果先后获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二等奖、中国发

明协会创新奖一等奖。双方合作至今，华星

环保经营业绩连续多年翻番，产值从 2018 年

的 8900 万元，增加到 2023 年的 5.1 亿元。除

此之外，昆明理工大学团队先后与萍乡市群

星化工陶瓷总厂、江西省萍乡市湘东石油化

工填料厂、萍乡鑫森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等

企业签订了技术开发合同，实现了校企合作

遍地开花。“我们的优势学科与湘东节能环保

产业有着极高的契合度，双方可以无缝对接、

互为促进、融合发展、共荣共赢。”昆明理工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曾和平表

示。

一 花 引 得 百 花 开 。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宁 平

教授团队在湘东区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他

们乐当“红娘”，千方百计为湘东宣传人才政

策、用才需求、技术需求、项目需求等，起到

“以才引才”的模范带头作用。当下，该团队

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向知名高校、上

市公司、科研院所、智库等发布“招贤帖”，取

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目前，昆明理工大学

已协助湘东区，为多家企业引进博士后 2 人、

教授 6 人、副教授 9 人，国家级人才 2 人、省部

级人才 5 人。

聚力赋能 合作共赢
——湘东区与昆明理工大学推进“政校企”合作纪实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启红

本报湖口讯 （通讯员陈洁）党建引领，助力

重大项目攻坚。今年以来，湖口县开展“项目攻

坚红色先锋”活动，在省市重点项目一线组建“先

锋”党支部，打造“提前介入—主动对接—全程跟

进”的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让党员围着项目转、

盯着项目干，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快启动、快建设、

快投产、快见效。

组织触角在一线延伸。在成立项目指挥部

时同步建立“先锋”党支部，组织施工、监理、建

设、劳务、服务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六方联动参

与，通过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等方式，帮助指

导神华二期等园区在建重大项目成立党支部，将

支部延伸到项目一线。选派既懂政策、懂项目、

懂产业，又懂党务的干部担任党建指导员，推动

项目建设质效双升，实现组织联建、服务联抓、问

题联解。

攻坚力量在一线集结。改造党员活动室，建

立党员先锋岗，引导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

诺”。党建指导员白天调度项目，晚上和施工方、

群众召开“板凳会”“工地夜话”，收集施工单位、

群众意见 190 条，解决项目施工中梗阻和各类纠

纷 188 个。截至目前，该县 42 个重大项目均建立

“先锋”党支部，42 名党建指导员、836 名党员奋战

项目建设一线。

湖口党建引领项目建设

本报崇仁讯 （通讯员许红、章雨）连日来，崇

仁县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持续升温，各企业拧紧

发条、开足马力，奋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3 月 16 日，在崇仁高新区的江西恒翔电气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

正在有条不紊地操作机器、检查产品，加大电缆

分支箱、对接箱等变电产品生产力度。“目前，公

司的订单已经达到 9000 吨，为了抢进度、赶工期，

全体员工加班加点生产。”该公司副董事长董绍

祥介绍。作为该县变电产业龙头企业之一，恒翔

电气今年 1 至 2 月销售额达 3.7 亿元，一季度销售

额预计达 6亿元。

企业忙生产，干部忙服务。该县建立助企纾

困联动和常态化入企帮扶机制，各级各部门纷纷

深入企业生产及项目施工现场，全力帮助企业及

项目解决生产经营、用工等难题。5 支服务队帮

助企业解决法律问题 48 个，办理助企惠企事项 65
件。为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县借助合作高

校、科研院所的丰富资源建立人才库，打造“博士

产研诊所”，通过“政府搭桥、企业点单、博士问

诊”链式服务，聚智引才，助力产业发展。

崇仁全力抓生产促发展

本 报 赣 州 讯 （通 讯 员曾静、黄艳）人 勤 春

早。赣州市赣县区抢抓农时，多措并举、扎实有

序开展春耕备耕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该区粮食播种面积约 57 万亩，目前已储备

种子 25万公斤、化肥 1100万公斤。

近日，该区召开全区春耕生产工作部署会，

压紧压实粮食生产主体责任。出台粮食生产 10
条奖补政策。区纪委监委把“监督探头”前移至

田间地头，监督与服务同步，用心用情用力护航

春耕备耕。

粮 食 生 产 奖 补 政 策 让 种 粮 大 户 备 受 鼓 舞 。

吴新保生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个人，他组建的农

业公司里翻耕机、插秧机、收割机、无人机应有尽

有，去年公司种植粮食面积达 4000 多亩。“今年又

增加了 1000 多亩早稻种植面积，我们非常有信心

把粮食种好。”吴新保生表示。

农资供应是抓好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赣

县区建立农资配送中心 4 个，便民农资经销点 180
余家，实现 19个乡镇 276个村农资供应、配送全覆

盖。区市场监管、农业农村、供销、农业执法等部

门联合行动，对全区农资销售点进行拉网式检

查，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化肥、种子、农药等违

法行为，确保农民用上放心农资。

赣县区掀春耕备耕热潮

本报新干讯 （通讯员李细兰、邹子娟）“这棵

柑橘树内膛交叉重叠枝太多，光照会不足，需要

剪掉里面三个枝，这样阳光才能照进来，还能增

产。”3 月，正值柑橘春季管理的重要时期，江西农

业大学果业科技特派员刘德春一行来到新干县

腊月红井冈蜜橘种植基地，对果农进行柑橘修剪

整形技术指导。

为助力特色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新

干县科协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开展科技

特派员服务基层活动，引导农业专家、技术人员、

在校师生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用技术研究、培

训和推广服务。立足新干井冈蜜橘品牌特色，该

县科协邀请与腊月红生态果业有限公司长期合

作的江西农业大学刘德春博士科研团队成立果

业科技特派员队伍，到井冈蜜橘基地进行实用技

术培训和指导，促进井冈蜜橘产业转型升级。目

前 ，该 县 井 冈 蜜 橘 栽 培 面 积 1.18 万 亩 ，年 产 量

4000吨，年产值 6000余万元。

新干科技特派员送技下乡

3 月 13 至 15 日，农历二月初四至初六，在九江市柴

桑区马回岭镇，2024 年马回岭“百年庙会”暨第三届“非

遗传承云庙会”活动举行。

马回岭集镇的道路两旁，人潮涌动，摊位紧挨着摊位，

足足有 4公里长。农副产品、竹木家具、花木种苗、百货布

匹、特色食品、文化用品等商品琳琅满目，不仅有当地的小

吃，还有其他地区特色产品。街上有民俗展示、舞龙舞狮、

巡游表演，一路逛下来，眼睛和嘴巴都忙不过来了。

马回岭庙会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每年农历二月

初四至初六，周边地区的群众就相聚马回岭，共赴这场

盛会。如今，马回岭庙会已演变成影响赣鄂皖湘四省的

重要物资交流会，是马回岭镇独特的文化名片，每天有

游客近 10万人次。

小镇庙会 烟火百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文 梁振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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