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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县35个重大重点项目开工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林雍）3 月 16 日，南昌县

（小蓝经开区）2024 年第一季度 35 个重大重点项目联动

开工，总投资 184.8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02.34 亿元。

从项目结构上看，制造业领域 21 个，总投资 106.88 亿元；

现代服务业领域 4 个，总投资 24.99 亿元；能源领域 2 个，

总投资 3.87 亿元；公共服务领域 3 个，总投资 3.75 亿元；

城市基础设施领域 5个，总投资 45.40亿元。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南昌县（小

蓝经开区）坚持问题导向，为项目建设提供“一对一”的

全周期跟踪、全流程服务，着力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全力

打通制约项目进度的难点堵点，千方百计推动重点项目

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下一步，该县将继续坚持工业

强县、制造业立县，聚焦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

生物医药等三大主导产业，智能装备制造、半导体、新能

源新材料等三大新兴产业，以及 VR/AR、5G、数字经济

等持续提升产业能级，发展核心竞争力。

南昌高新区再添一处湿地公园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阳春时节，南昌

高新区昌东片区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工程施工正忙。该

工程总投资约 2.2 亿元，位于鱼尾洲公园北侧扩展区，西

起京东大道，东至鱼尾电排站，沿赣江绿岸呈带状分布，

建设面积达 71.7 万平方米，通过综合实施粉煤灰治理、

尾水净化、生态护岸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的

生态保护和生境修复。

2020 年，南昌高新区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区——鱼尾

洲公园项目建成。该公园的成功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

制、可推广的生态环境系统治理范例。于是，改造鱼尾洲

公园周边地块的昌东片区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工程也被提

上日程。该工程预计 2025年 2月竣工，将打造鱼尾亭、休

闲驿站、房车营地、儿童游乐场、生态停车场等一系列配

套功能设施，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览体验。

青山湖区打造“医康养”新名片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日前，在青山湖

区南钢街道优众康康复医疗中心，老人们正根据自身情

况，通过专业设备进行康复训练。作为南昌市首个集

“医、护、康、养、体、健”于一体的社区嵌入式银发“医康

养”中心，该中心引入康复医疗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为有

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精准、个性化的康复治疗方案，帮助

他们尽快恢复健康。

近年来，青山湖区积极回应群众养老需求，通过实

施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打造了 4 家融合居家养老、社区养

老和机构养老于一体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这些机

构不仅提供居家、日托、短期寄养、长期托养等养老服

务，引进智能化设备，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服

务。同时，积极推动养老与医疗的有机融合，通过养老

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站点的全面合作，实现养老服

务的医疗化，为老年人提供及时、专业的健康保障。

进贤开展社保服务春暖行动
本报进贤讯 （全媒体记者林雍 通讯员叶玉婵）上

门入户解决高龄群体养老待遇资格认证难题，摆摊设

点广泛宣传社保政策，采取切实措施全面提升服务效

能……日前，进贤县开展了社保服务春暖行动，不断提

升社保经办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全力做好民生保障

工作。

为有序推进 2024 年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员资格认

证，该县针对高龄养老认证群体的特殊性，将不会操作

智能手机、长期卧病在床行动不便等养老待遇领取人员

作为重点服务群体，组织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开展认证工

作，现场宣传解答社保各项政策。据了解，该县成立社

保政策宣传小分队，落实送政策下乡、带政策找人，解读

社保缴费档次、关系转移等群众关注度高的问题。同

时，依托全县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宣传栏、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等宣传阵地，开展社保政策宣传，把社保政

策送到群众家门口。

东湖区创意手工绽放“她”风采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 通讯员杨芳芳）

近日，东湖区妇联、南昌市育新学校教育集团联合开展

“同心圆”主题党日活动，并进行了创意手工产品制作。

育新学校全体女性党员、教职工与该区妇联党员干部欢

聚一堂，享受美好的春日时光。

在创意扩香石制作现场，大家各自挑选了喜欢的精

油、干花等，制作属于自己的扩香石艺术作品，自然清新

的香气起到放松身心的作用。制作花团扇时，大家发挥

奇思妙想，创作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团扇作品，传

承着非遗之美。制作螺钿胸针的教师们，将一片片细小

的螺钿片镶嵌在图案上，一件精致的手工作品已然成

形。此次“同心圆”主题党日活动，不仅丰富了教职工的

精神文化生活，还激发了女党员和女干部职工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的蓬勃朝气。

安义办好金花文化旅游节
本报安义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 通讯员朱印妮）

日前，安义县第十三届金花文化旅游节长均分会场开幕

式暨“艺术水田”开村活动，在安义县长均乡水田埠村举

行。活动不仅展示了全县在乡村建设方面的新成果，也

标志着水田埠村推动“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转变取

得可喜成效。

近年来，安义县以“两整治一提升”行动为引领，坚持

顶层设计与分步实施相结合，持续推进乡村建设。按照

一年见成效、两年大变化、三年树标杆的发展规划，逐步

推动乡村建设从 1.0版“三清三拆时期”向更高层次的 2.0
版“两类村建设时期”迈进，并最终迈向 3.0 版“乡村建

设+”时期。在乡村建设中，水田埠村注重生态保护，坚持

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因地制宜开展“四面三网三园”行动，

打造出具有特色的乡村景观和功能性场所，让村民和游

客都能享受到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舒适的生活空间。

3 月 15 日，记者走进位于进

贤工业开发区的江西隆莱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合成车间，只见 30 余

台反应釜高速运转，机器的轰鸣

声不绝于耳，几名工人穿梭其中，

监测设备运行的各项参数，确保

反应釜运行正常。

“现在正在生产的是心血管

药物的中间体，也是我们公司的

主营产品，90%以上出口到欧美地

区和印度。凭借国际领先的不对

称 催 化 氢 化 技 术 和 价 格 成 本 优

势，该产品在全球仿制药客户群

体中广受青睐。”该公司厂长刘远

华告诉记者，公司主要从事医药

高级中间体和原料药自主工艺开

发 及 生 产 ，以 及 小 分 子 新 药 的

CDMO 业务，近年来每年的研发

投入均为 4000 万元左右。今年将

持续对生产工艺的自动化控制系

统进行提升改造，实现大幅度提

高 生 产 效 率 的 目 标 。 过 硬 的 技

术，转化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上半年

的生产订单排产。

结 合 南 昌“8810”行 动 计 划 ，

进贤县制定实施符合自身产业特

色的“6210”行动计划，主攻医药

健康等 6条重点产业链，加快推进

产业强县建设。

进贤县作为中国医疗器械之

乡、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江西

省医疗器械产业基地，吸引了不

少 像 隆 莱 这 样 的 企 业 落 户 。 同

时，充分发挥德福资本、国药中金

等产业投资基金的作用，整合 6万

余人的医疗器械销售大军资源，

围绕医疗美容、康复设备、体外诊

断等重点领域，全力引育一批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医疗器械企业。

加快完善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会

展中心、物流中心等配套设施，推

动 产 业 向 价 值 链 中 高 端 转 型 升

级，打造国内领先的医疗器械产

业集聚区和全国重要的卫生材料

生产基地。

进 贤 经 开 区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下一步，该经开区将充分发挥

医疗器械产业优势，强化科创平

台与医药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

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改造，进一

步延伸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产业

链条，促进医药产业集聚发展、能

级提升。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林雍 通讯员

刘艳冰）今年以来，南昌加快推进电子证照

数据汇聚工作，强化电子证照推广应用，着

力深化数据赋能，全面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

景，让大众充分享受数字化改革带来的便

利，促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据了解，南昌以提速增效为目标，建成证

照互认、系统互联、数据互通的全市电子证照

系统，共收录351种市级证照。重点围绕民生

服务、工商登记、投资审批等领域，制定电子

证照相关标准规范，推广电子证照应用服务，

并实行纸质证照与电子证照同步签发、存量

纸质证照逐步电子化。目前，全市电子证照

调用总量超 1239.46 万次，2184.52 万张可在

线获取，1378项事项可“免证办理”。

南昌大力推行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

子材料的应用，已建成法人、个人数字空间，

作为企业群众办事的“材料银行”，可随时一

键调取，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实现信息自动

填、材料重复用、证照免提交、印章在线签。

截至目前，使用通用审批系统的事项全部提

供在线签章功能，实际办事中当天办结的占

比高达 95.6%。

与此同时，南昌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还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建立电子证照用证事

项清单，将各类项目审批事项申请材料与电

子证照相关联，并建立政务服务事项减证便

民验证材料工作台账，实现清单动态调整、

实时更新。强化电子证照推广应用，持续完

善人脸识别、人机交互、自助办理等数据设

施，着力深化数据赋能，加速推动智能化改

造，全面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大力推进

减证明、减材料工作。定期组织业务培训，

确保工作人员尽快熟悉电子证照业务，在日

常业务办理中，能够指导帮助企业和群众及

时获取相关电子证照。

南昌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

前不久，江西中发天信航空发

动机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出一

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发动

机，填补了国内 10kN 推力级航空

发动机装机产品的空白。这不仅

为无人机产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力，也为南昌航空产业链的

完善与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走进中发天信的航空发动机

试车台，只见工程师们正在进行

发动机的测试工作。他们精益求

精，力求处理好每一个细节。中

发天信总工程师潘宁民表示，航

空发动机的研发与制造，是一个

高度复杂且精细化的过程，需要

经历数千个小时的严格考核试验

和反复验证。中发天信正是不断

通过技术创新与试验验证，才成

功攻克了多个关键技术难题，实

现了发动机性能的显著提升。

作为一家生产中小型航空发

动机的民营企业，中发天信航空

发动机科技有限公司不仅突破了

年产 100 台小型航空发动机的生

产能力，也是江西省唯一一家具

备航空发动机整机研发与生产能

力的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中发天信自

主 研 发 的 XX850 涡 轮 喷 气 发 动

机。证明了中发天信在航空发动

机领域的技术实力，也为南昌航

空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除了中发天信，南昌高新区

还聚集了一批优秀的航空产业链

企业，如洪都航空、三瑞科技、中

航光电等。这些企业在发动机、

无 人 机 及 零 部 件 配 套 生 产 等 领

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推动着

南昌航空产业的快速发展。

南昌高新区高度重视航空产

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

策 ，为 企 业 提 供 良 好 的 发 展 环

境。同时，推动相关企业加强与

国内外知名航空企业和科研机构

的交流与合作，引进了一批高端

人才和技术资源，为航空产业的

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延链扩链延链扩链 争创一流争创一流

进贤县——

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升级
肖国瑞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宋思嘉

南昌高新区——

航空产业强势起飞
本报全媒体记者 康春华

因势利导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以新

技术激发新活力；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机遇，用新产业布局新未来。在南昌市全力

践行南昌“8810”行动计划的实践中，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综合运用好科技这一第

一生产力，始终摆在优先的位置。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因链生群，培育出优势产业集群，全面提升

制造业竞争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大

动能和不竭后劲。

比如，南昌 LED 优势产业集群的从无到

有、从后发到先进，掌握核心科技是最关键

的一步。

晶 能 光 电 研 发 团 队 历 经 4000 多 次 试

验，成功突破硅衬底上生长氮化镓发光材

料的技术难题，使我国在 LED 照明技术方

面，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开创了全球第三

条 蓝 光 LED 技 术 路 线 —— 硅 衬 底 GaN 基

LED 技术。“硅衬底氮化镓基蓝色发光二极

管”项目，荣获 2015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一枚枚发光芯

片，微光如炬，从一项实验室技术到一个百

亿产业集群，助力江西跻身中国 LED 产业

大军第一方阵。

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明确了以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优

势的发展方向。

为 了 以 科 技 创 新 推 动 产 业 创 新 ，同 步

提升城市功能、积蓄经济发展后劲，南昌市

擘画发展蓝图。从空间布局上来看：向西，

在红谷滩区赣江之畔约 139 平方公里的未

来科学城落子频繁；向东，南昌高新区瑶湖

西畔，整体开发预计总投资约 200 亿元的瑶

湖科学岛加速生长。东西呼应，珠联璧合。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也是科技成

果的转化地。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应强化

企业在科技创新决策、科研组织等方面的主

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应强化目标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水平，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

的良好环境，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

由此，南昌市的科创投入也从方式上创

新。在南昌高新区，科创企业凭创新积分就

可贷款。江西倍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利用企业的创新积分，

成功获得银行授信 300 万元。南昌高新区与 19 家金融机构对

接合作，基于“企业创新积分”建立科技金融超市，发布了近 50
个信贷产品，累计为300余家科创企业提供授信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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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昌高新区的中航工业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南昌高新区供图）▲

江西隆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机

器设备。 通讯员 肖国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