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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鹰潭市余江区开了个好头。在鹰潭市新

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上，余江区交出的成绩单令人眼前

一亮：2023 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24.7%，在全省

100个县（市、区）中位居第一。

一个赣东北小城，缺乏资源优势，如何实现工业崛

起？连日来，记者走进余江工业园区、企业、项目现场，

深入探访余江工业聚势赶超之路。

“从零到林”显速度

在余江区，流传着一个关于“从零到林”的发展故

事。故事的主角是江西沃德尔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

从一期发展到九期，从一家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汽配产业

园，填补了鹰潭市汽配产业的空白。

3 月 7 日，记者走进沃德尔二期项目霍尔传感器的

智能化车间，工人们穿着无尘工作服正在忙碌，智能化

生产线 24 小时高速运转。“我们与吉利、长城、比亚迪、

奥迪等国内外 40 多家知名汽车厂商建立了紧密的合

作关系，传感器订单已经排到了 2028 年。”公司行政负

责人刘剑伟介绍，沃德尔于 2017 年 10 月正式成立，一

期项目从签约到投产只用了 10个月。

沃德尔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余江区委、区政府的

重视。余江工业园区干部及时帮助解决发展中碰到

的各种问题，让企业能专注研发、生产。据悉，该企业

从二期到九期项目接连落户余江，形成了 6 年投资 9
个项目的喜人局面。

选定赛道全速奔跑的还有鹰潭盛发铜业有限公

司，这家坐落于余江工业园区龙岗片区的企业，去年实

现产值 42.1 亿元。“公司上下共同努力，短短几年，盛发

铜业派生出三家公司。”公司副总经理汪金桥言语之间

充满自豪。

余江区委常委刘峰表示，近年来，该区全力抓工

业、抓项目，为企业发展做好要素保障，确保各项工作

一环环推进、一项项落实。2023 年，余江区主要经济

指标增幅继续保持在全省“第一方阵”，全年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 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4.7%。其中，

以沃德尔为龙头的高端汽配产业增长迅速，全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23.55亿元，增长 125.54%。

以商招商有温度

“园区有六七家企业是我参与招商引资招来的，且

都发展得不错。”江西金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董事长唐

仕 军 告 诉 记 者 ，2018 年 ，他 在 余 江 工 业 园 区 投 资 办

厂。园区倡导“围墙内的事情企业解决，围墙外的事情

园区解决”理念，对企业在惠企政策和融资方面给予大

力支持，为企业免除了后顾之忧。因此，他也成了余江

区的“招商大使”。

谈及落户余江，企业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营

商环境。江西全满成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毛关波向

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第一次唐仕军和余江区招商干

部到无锡招商，希望他到余江投资；第二次，余江区主

要领导上门招商，就企业关心的用地、建设、审批、融资

等问题一一进行解答，真诚承诺“说到做到”。毛关波

感受到了余江区干部务实的工作作风，下决心到余江

投资办厂。“来了之后，当时许下的承诺一一兑现了，让

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毛关波说。

近年来，余江区在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办事

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阳光的法治环境方面下足功

夫。据余江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万国辉介绍，该区以

良好的契约精神和惠企政策吸引外地客商投资，这些

客商渐渐成为“招商大使”。如今，余江区实现政务服

务事项全部“网上可办”，全力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

2023年减税降费 9.9亿元。

久久为功蓄动能

从传统的农业县转型为工业强县（区），并非一朝

一夕之事，余江区究竟靠什么？采访中，余江工业园区

管委会主任叶发清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余江区工业发

展靠的是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持续用力培育发

展新动能。

余江工业园区成立于2003年8月。2010年开始，余

江区立足实际，因势利导，坚定走特色产业发展之路。针

对循环经济、眼镜、雕刻、微型元件等四大特色产业，余江

区专门设立4个指挥部，由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等担

任指挥长，抽调工信、发改、商务等部门及乡镇年富力强

的干部，以脱产形式进入指挥部，通过一任一任接续奋

斗，主导产业、龙头企业、资源要素向园区汇集，形成了今

天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余江工业园区入园

企业500余家，建有中童片区、潢溪片区、龙岗片区和五湖

片区。挑担子卖眼镜的中童镇，成长出一个省级重点眼

镜工业产业集群，是全国五大眼镜制造基地之一；上世纪

90年代只有十余家作坊式微型元件加工企业的锦江镇，

如今已实现规模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蝶变出一个精密铸

造产业园；江西保太集团从曾经的小作坊成长为江西省

百强企业，是余江区第一家产值过百亿元的企业。

“公司用了七年时间，生产出质量稳定的无氧铜管

产品，实现进口替代。”江西耐乐铜业有限公司研发工

程师马力告诉记者，目前，公司耐乐无氧铜管的生产和

技术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产品被广泛运用于电脑、

新能源汽车、光伏、5G手机等领域。

心无旁骛、久久为功，换来新质生产力持续迸发。

如今，余江区规上工业企业达 140 家，有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10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8家，3家企业入选省

民营企业百强、5家企业入选省制造业民营企业百强。

从小作坊到产值超百亿元
——看余江区如何扬优成势实现工业崛起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 陈 旻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关于学习运用“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一年之计在于春。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一号文件精神，按下农

业强省建设“加速键”，赣鄱沃野，新风扑面。

胸怀“国之大者”，守牢粮食
安全底线

3 月 1 日起，《江西省农作物种子条例》正

式施行，针对我省种业发展中的症结难点，精

准施策；3 月 15 日，深入推进农技推广“四百

行动”，聚焦大面积均衡增产、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绿 色 转 型 升 级

四 个 方 向 强 化 技 术 支 撑 ……开春以来，我

省稳粮举措不断。

粮稳天下安。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把“扛

稳粮食安全责任”放在第一条，并提出“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 5659.3 万亩以上、产量 435.3 亿

斤以上”。

作为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之一，江西粮

食总产量已连续 11 年稳定在 430 亿斤以上。

今年该如何确保完成 435.3 亿斤以上的目标

任务？

“我们将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坚决守牢粮食安全的底线。”省农业农村厅种

植业管理处处长刘国昕说。

稳面积方面，我省将持续推动各地各有

关部门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综合运

用责任包干、代耕代种、驻点帮扶、督促指导

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确保 2024 年全省粮食播

种面积 5659.3万亩以上。

增单产方面，我省将把大面积提升单产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

水稻、油菜等主要粮油作物，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创建一批粮油作物

吨粮片、高产片，举办科研农技人员“擂台赛”、粮油种植大户“粮（油）

王赛”，带动中低产端、小农户端深挖增产潜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力争 2026 年全省稻谷平均亩产比 2023 年提高 12 公斤、油菜提高 20
公斤。

据最新农情调度，预计今年全省春播总面积超 2840 万亩，其中早稻

1800万亩以上。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打造“四融一共”和美乡村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

我省从 2004 年启动新农村建设试点开始，经过 20 年持续发力，农

村人居环境发生可喜变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连续五年获国务院督查

激励。但还有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乡村建设与乡村产业融合

不够紧密、乡村经营开发与带动农民增收还有欠缺等。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展景村融合、产村融合、三治融合、

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打造赣东北、赣中、赣西

南、赣南等 4个“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先行区。

省农业农村厅新农村建设处处长吴义勇表示，江西将深入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融会贯通落实到

乡村振兴具体实践当中。

建设“四融一共”和美乡村，我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都做了充分准

备。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省“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先行区建设工作部署

会获悉：我省从省级乡村建设专项资金中安排了 3.4 亿元，为每个先行

县筹集 2000 万元左右省级补助资金；印发《全省“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先

行区建设实施方案》，制定了“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先行区建设的路线

图、任务书和时间表。

“五端”同步发力，以农业产业化促农民增收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全年招引农业项目 732 个，签约金额 1273 亿元，均为历史之最；农

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达 200.1 亿元，增长 163.3%；181 款农产品入驻高端

商超、餐饮企业，48 款产品通过“圳品”认证……2023 年 5 月，我省下发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不到一年时间，这

项工作卓有成效。2023 年，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 2
万元大关，达到 21358元、增长 7.1%，居全国第十位、中部地区第一位。

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江西大有可为。

通过“优质平台+基地+农户”等模式，让农户分享更多优质产品溢

价带来的增值收益；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建或改扩建一批

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设施、农产品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培育一批具有定

标权、定价权、定购权“三权”的供应链公司……今年，我省继续加压，锚

定“把农业做成大产业”的目标，在生产、加工、流通、供应、销售“五端”

联动发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铁牛”轰鸣，“泥浪”翻滚，春日里的赣鄱沃野一片繁忙景象。已进

入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期的江西，正加快走出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农

业强省之路。

春意盎然，3 月 13 日至 15 日，农历二月初四至初

六，九江市柴桑区马回岭镇上演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盛

会，短短 3 天时间，吸引游客 30 万人次。一个乡镇庙

会，何以如此火爆？

有底蕴：百年传承

清晨，春风中带着一丝凉意，人还未到马回岭集镇

中心，眼前已是一片人声鼎沸的景象。街道两侧，摊位

紧挨着摊位，绵延数里，商品琳琅满目。

今年56岁的马回岭镇朝阳村村民吴小鹏，见证了小

镇的发展与变迁，也见证了庙会一次又一次的热闹光景。

时间倒回 50 年前。“那时的庙会和现在同样热闹，

走到哪儿都是人挤人。”吴小鹏回忆，卖家没有精致的摊

位，都是用蛇皮袋或布袋铺成一个个简易摊位，商品摆

得满满当当。最吸引孩子的是小吃摊，新鲜出炉的油

糍、油粑，他一口气能吃4个。

源自清光绪年间的马回岭庙会，至今已传承 100
余载。时光荏苒，古老的庙会已演变成影响周边地区

的重要物资交流会，交易时间也由每年的农历二月初

四一天延长至初四至初六三天。

善运行：双向奔赴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个身穿传统苗族服装的姑

娘格外引人注目。来自贵州黔东南的张小英，正熟练

地向顾客介绍着摊位上的饰品。

“我在社交平台看到了马回岭庙会的视频，觉得

这里人气旺、能挣钱，就来了。”张小英的摊位前总是

围满了人，银饰个个不重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

亮。由于物美价廉，饰品十分俏销，一天下来她挣了

近 2000 元。

马回岭庙会的人气，源自百年传承的底蕴，更来自

群众的口口相传。农副产品 、竹 木 家 具 、花 木 种 苗 、

百货布匹、特色食品、文化用品，能想到的东西这里

几乎都看得到。摆摊的商家除了本地人，还有很多

像 张 小 英 一 样 的 外 地 人 ，带 来 了 许多具有其他地方

特色的产品。

除了商家和顾客，还有一群人也忙碌而充满期

待。街上，公安民警、志愿者随处可见，为庙会的顺

利进行保驾护航。“马回岭庙会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活

动，我们更多时候充当的是服务者的角色。”马回岭

镇党委副书记王小佳告诉记者，在庙会开始前一段

时间，政府就在网上发布示意图，标明摆摊场地；在

人群集中的地方设置消费投诉点，及时处理交易纠

纷。“庙会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我们希望通过庙

会，进一步增进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互信和了解，推动

马回岭镇的文化事业和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王小

佳说。

创品牌：与时俱进

延续至今的马回岭庙会，随着时代变迁也在不断

寻找新的呈现方式。

今年的庙会主题为“逛‘百年庙会’品‘古今穿

越’”。马回岭集镇中央的戏台上，民俗表演、九江山

歌、汉服大赛等轮番上演，观众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精

彩瞬间。

马回岭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让庙会不仅成为

一 个 购 物 和 娱 乐的场所，更成为一个展示和传承当

地文化的重要平台。在聚焦传统民俗体验之余，庙会

推出了 rap 演唱、魔术表演、沙画表演等节目，以及全民

K 歌秀、网红直播、抖音挑战赛等活动，满足游客多元

化需求。

今年的庙会首次推出了一系列带有马回岭特色的

文创产品，创新打造了沉浸式游园交互体验，让游客探

索趣味场景，更好地感受庙会文化。

办好马回岭庙会，是当地持续塑造马回岭文化品

牌、高标准打造特色乡镇的重要一环。“我们基于庙会

历史，想方设法把品牌做大做强。”王小佳说，马回岭镇

将继续深挖庙会的文化内涵，进一步增强庙会的吸引

力，力争将庙会打造成一流的文旅品牌消费展会。

一场乡镇庙会，何以3天引客30万人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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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南丰县市山镇江西聚福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农业

示范园，工人正在打理盆栽蔬菜。近年来，南丰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引领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通讯员 谢 东摄

3 月 26 日，工作人员正在对上饶市信州区内的宾金特高压线路进行年度计划检修，提升输电设备主体安全性

能，为电网迎峰度夏做好准备。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兆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