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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搬上小板凳，去广场看电影……”3 月 20 日，夜幕

降临，在上犹县东山镇南塘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上犹

县融媒体中心电影放映员王安通架起幕布、摆好放映机、

打开音响，一天的放映工作又开始了，村民们陆 续 循 声

而来。

广场上，村民们或端坐或站立，精彩的剧情让大家大

呼过瘾，往日夜晚寂静的乡村一下子热闹起来。“虽然家家

户户都有电视机、智能手机，能随时随地看电影，但没办法

跟露天看电影的感觉相比，大家凑一起，更有味道！”南塘

村村民张海说。

一块幕布，一台放映机，一个投影仪，活跃在乡村的电

影放映员们，用光影照亮文化惠民之路。

今年 59 岁的王安通，从事公益电影放映工作已有 40

余年，其中从事流动电影放映工作就有 30 多年。儿时的

耳濡目染，让王安通对电影放映工作充满热爱。“年少时就

跟着父亲一起走南闯北放映电影。”王安通说，得益于农村

公益电影下乡政策，步入社会后的他，跟父亲一样，也选择

成为一名活跃在城乡的电影放映员。

择一事，终一生。在 40 多年的电影放映生涯中，王安

通见证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也见证了赣南山乡的巨

变。“早些年送电影下乡，到处是泥巴路、土房子，现在村道

硬化了，土坯房也变成一栋一栋的小洋楼。”王安通说。

观 影 群 众 越 来 越 多 ，电 影《惊 天 营 救》剧 情 渐 入 佳

境。“以前，电影放映多以战争题材电影为主，现在公益电

影放映也紧跟潮流，逐渐加入喜剧、科幻、动作电影等，以

电影形象直观、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功能，不断丰富乡

村文化生活。”王安通感叹，如今上犹县各地都建设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广场，露天电影放映也有了更宽阔的场地，

前来观影的群众日益增多，一场场露天电影点亮了乡村

文化星空。

王安通指着面前的一台放映设备说：“这台是激光电

影放映机，播放亮度有 1 万流明，亮度高，配套音响音质

好，播放电影非常清晰。”从胶片放映机，到现在的激光放

映机，他见证了电影放映机型号的不断迭代升级。

近年来，上犹县整合文化资源，依托全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大力开展公益电影下乡活动。以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为契机，该县将防溺水、森林防火、就业创业等信息

宣传到乡村“最后一公里”，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提高了群众享受文化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业一证’太方便了，再也

不用跑多个部门办理多张证了，

省时省力又省心。”近日，全南希

桥 酒 店 负 责 人 陈 伟 泉 成 功 增 设

KTV 业务，他向记者展示刚拿到

的行业综合许可证。

开办 KTV，除了办理营业执

照获得准入资格，还需要办理食

品经营许可、娱乐经营许可、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等多个准营事项。

“一业一证”改革前，办理这些事

项需要跑多个部门审批，现在只

要进一扇门提交一套材料，办理

一张综合许可证。

近 年 来 ，随 着 商 事 制 度 改

革 不 断 深 化 ，企 业 开 办 越 来 越

便 捷 。 然 而 ，对 经 营 涉 及 后 置

许 可 的 行 业 ，还 须 取 得 相 关 审

批 部 门 许 可 才 能 开 展 生 产 经 营

活 动 ，特 别 是 对 于 涉 及 多 项 许

可 的 行 业 ，办 理 经 营 许 可 仍 需

层层“通关”。

去年以来，为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全南县聚焦

经营主体进入特定行业涉及多头

审批等难点问题，推动业务办理

流程重塑，选取超市、便利店、健

身房等 13 个办理频次高的行业，

探索实施“一业一证”改革，将企

业需要办理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

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实现经营

主体“一业一证、一证准营”，让经

营主体准营成本更低、环节更少、

效率更高。

日前，记者走进全南县行政

服务中心，办事大厅“一业一证”

专窗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工作人

员正有序为群众办理业务。

“我们学习借鉴上海等沿海

地区的改革经验，对各有关部门

审批程序进行集成，将经营主体

进入特定行业涉及的多项行政许

可事项整合为一个审批链条，所

有 涉 及 事 项 的 审 批 流 程 同 步 开

展，变串联审批为并联办理，实现

一次办结、一次出证，让企业和群

众最多跑一次。”全南县行政审批

局局长舒亮亮说。

“实施‘一业一证’改革后，经营主体办证效率大大提

高，平均每个行业申报环节减少 62%、审批时限减少 56%。”

舒亮亮告诉记者，以便利店行业为例，改革前需提交 18 项材

料、办结时限平均用时 5 个工作日，改革后仅需提交 9 项材

料，1个工作日即可办结，大幅提高了审批效能。

扫一扫行业综合许可证上的二维码，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食品经营许可、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等各类证件和信息一

目了然。“扫码后，证件都在里面，实现审批结果‘一码亮

证’，真是方便。”经营户黄桂炎告诉记者。

日前，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发布了 2023
年 度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优 秀 案 例 ，全 南 县“ 一 业 一 证 ”改 革

入 选。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谌飞龙长期关注营

商环境改革，他认为：“目前全南县‘一业一证’改革走在全

省前列，是深度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政

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有益探索，有利于进一步降低经营主

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终点。我们将依托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手段，建立‘一业一证’服务平台，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

和范围，加快实现经营主体网上提交材料一键办理，让改革

惠及更多行业和经营主体。”舒亮亮说。

3 月 19 日，峡江县职业中专“春风行动”校园专场

招聘会上，求职者正与企业招聘人员交流。招聘会

为求职者提供医药、电子信息、食品制造等行业就业

岗位 300 多个，吸引了 600 多人前来应聘。

通讯员 曾 玲摄

3 月 23 日，江西省 2024 届高校毕业生春季百校

联动校园招聘系列活动——赣州市医疗卫生专场在

赣南医科大学黄金校区举行，此次招聘会共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 210 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作岗位 7000

余个。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全
南
实
施
﹃
一
业
一
证
﹄
改
革
，实
现
企
业
和
群
众
最
多
跑
一
次—

—

一
次
办
结
，一
次
出
证
，方
便
又
快
捷
！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焦
俊
杰

文化惠民 光影随行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 斐

丁俊晖在比赛中。

校园招聘

3 月 24 日，2024 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在玉山体育中心迎

来决赛，中国斯诺克名将丁俊晖与 2019 斯诺克世界公开

赛冠军特鲁姆普上演巅峰对决。最终特鲁姆普火力全开，

打出 2杆破百、4杆 50+，以 10∶4胜丁俊晖，实现卫冕。

有选手逆风翻盘，也有选手抱憾出局；有球员打出

职业生涯首杆 147 分，也有江西小将不畏强手一举闯入

32 强 ……7 天 的 斯 诺 克 盛 宴 ，精 彩 不 断 。 丁 俊 晖 、奥 沙

利文、特鲁姆普等世界级台球明星齐聚玉山，不仅让中

外 观 众 目 睹 了 优 秀 球 员 的 风 采 ，也 让 玉 山 这 座 赣 东 小

城火“出圈”。

将斯诺克运动提升到新高度

2012 年，斯诺克世界公开赛首次来到中国。2016 年，

斯诺克世界公开赛落户玉山。至今，玉山已成功举办五届

中式台球世界锦标赛、五届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并突破性

创设中式台球国际职业联赛、国际精英赛、国际大奖赛等

赛事，吸引了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台球运动

员参赛。世界级台球明星的到场，为玉山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关注度。“中国台球之都”“世界台球名城”玉山，一次次

迎来高光时刻。

今年 3 月 17 日，阔别五年的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回归，

玉山体育中心再次吹响全球斯诺克明星的集结号。蝉联

赛事冠军，特鲁姆普十分激动：“在中国夺得赛事冠军让我

尤其开心，这里有很多年轻球迷，很高兴在一群喜欢斯诺

克的观众面前打球。”

时隔五年，丁俊晖再次来到玉山参赛，颇有感触：“现

在 的 玉 山 更 有 城 市 气 息 ，球 迷 也 更 加 懂 球 。 在 玉 山 举

办这样的世界级赛事，对台球爱好者来说是更好的学习

机会。”

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比赛现场

观赛人数、单场最高观赛人数均刷新本赛季世界斯诺克职

业赛事纪录，半决赛、决赛门票更是早早售罄，总票房远超

2019年。除玉山本地球迷外，还有大批爱好者不远千里来

到赛场。3 月 24 日，世界斯诺克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西

蒙·布劳内尔说：“玉山世界公开赛将斯诺克运动提升到全

新的高度。”

点亮台球经济激发消费活力

玉山素有“水含金沙山怀玉”之美称。这里青石资源

丰富、品质优良，是台球桌板材的首选。1996年，北京星牌

集团相中了玉山的青石板材资源，在该县樟村镇兴建了青

石板材厂，并逐渐发展成为年产 3 万多套台球桌、15 万块

台球桌面的台球桌板材生产基地，产品畅销日本、东南亚

及欧美等地。

近年来，玉山县坚持“台球+”融合发展，扎实做好“高

水平赛事导入”工作，持续推进以台球运动为特色、以台球

产业为代表的县域品牌建设，让“世界台球名城”的名片更

有气质、更富内涵。

目前，玉山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台球桌板材生产基地，

产品出口英国、意大利和东南亚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

产台球桌 5万台、台球桌石板 25万张，产值超 15亿元。

此外，高端赛事还进一步丰富了酒店住宿业态。玉山

新增宾馆、酒店 600 余家，共有旅游土特产超市、生产和工

艺品加工基地 100 多处，推动 6 万余人从事旅游业，带动建

成旅游民宿 100余家。

深挖内涵厚植台球文化

“出枪稳一点”“轻推”……3 月 22 日，玉山县瑞明小学

台球训练课上，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击球的要领。

2024 斯 诺 克 世 界 公 开 赛 期 间 ，玉 山 中 小 学 校 园 掀 起 台

球热。

台球进校园、进社区，举办台球知识培训、台球知识竞

赛……如今的玉山，洋溢着浓郁的台球文化气息。据了

解，玉山共有青少年台球训练基地、台球俱乐部、台球房

（点）200 多个，100 多所中小学校中 80%的学校开设了台球

活动室，会打台球的中小学生有近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3 月 17 日，世界台球博物馆在玉山开

馆，填补了台球运动文化历史研究的空白。据悉，世界台

球博物馆追溯了台球运动 600 多年的发展史，全面呈现了

世界各式台球运动的发展历程、装备演变、重大赛事、文化

传统及历史名人传记等。

奥沙利文在比赛之余品尝玉山美食，还和台球名将罗

伯逊、巴里·霍金斯一起参观了世界台球博物馆。奥沙利

文说：“五年没有来到玉山，快不认识这里了，变化真的很

大。很高兴在世界台球博物馆了解了台球运动的历史，全

世界的斯诺克球迷都应该来这里看一看。”

结缘顶级赛 玉山火“出圈”
——2024斯诺克世界公开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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