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负农时不负春

当好“田保姆”
服务暖人心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

“驾驶插秧机过田埂时，要挂低速挡缓慢

通行。”4 月 12 日，在分宜县操场乡山泗村千亩

高标准农田里，县农技专家钟振华正在给种粮

大户钟荷平指导插秧机使用技巧。很快，一亩

农田就披上了淡淡的绿装。

眼下，分宜县 14 个工厂化育秧大棚陆续出

苗，7.1万亩大田早稻秧苗长势喜人，县乡农技专

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政策宣传、技术指导，积极

助力春耕春种，为做好全年粮食生产夯实根基。

分宜县组织 10 个早稻生产服务指导工作

组 100 余名农技专家，到乡村开展生产技术服

务，督导检查早稻面积落实、早稻育秧进展等

工作，每日统计、每周通报。同时，及时发布有

关粮食生产政策文件、技术推广资料，将生产

技术及各项惠农政策第一时间传递给农户，做

到农技推广全覆盖。

良种是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选种备种

是庄稼人的头等大事。分宜县积极推广早稻优

良品种，组织执法部门加大对县内各农资经营

店的执法检查力度，确保农户购买到品质可靠

的放心种子。在保障用种科学安全的基础上，

该县为农户提供耕、种、管、收、肥、药等全过程

技术指导，注重强化农作物种植新技术新农具

培训，大力推广工厂化水稻育秧技术及机械化

插秧技术，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近两年，该县

累计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 1000多人次。

在分宜县凤阳镇农机专业合作社工厂化

育秧中心，早稻秧苗郁郁葱葱，长势良好，可供

4000 亩稻田栽插。农技专家钟家民悉心指导

工作人员进行撒种、浇水、催芽等工序，及时做

好病虫害防治工作。“高温高湿下秧苗容易发

生立枯病、绵腐病，棚内温度要控制在 25 摄氏

度以内，确保顺利出苗。”钟家民嘱咐道。

◀4 月 11 日，在上高县新界埠镇的一处稻

田里，农机手正在进行机械化插秧。今年该县

早稻预计种植 26.69万亩，其中工厂化育秧面积

达 15.06万亩。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兆恺摄

本报广昌讯 （全媒体记者徐立鸣）“扒开泥，将藕

种 45 度斜插，再覆上泥，让一头露出水面……”4 月 8
日，广昌县赤水镇留田村一处莲田内，科技特派员郑兴

汶正在为莲农讲解藕种移栽技巧。近年来，广昌县通

过科技特派员精准对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在匹

配、培育、服务上下功夫，助推农村科技成果转化，为乡

村振兴添智赋能。

精准匹配，推动科技力量落地生根。广昌县坚持

以技术需求为导向，遵循专业对称、供需对接、服务对

口原则，推行龙头企业、乡（镇）与科技特派员双向选择

机制 ，让科技人才在基层一线下得去、留得住、用得

好。近三年，广昌县累计引进 10 个省级科技特派团 55
名科技特派员，选派 17 名市县级科技特派员赴基层开

展帮扶。

精心培育，推动科技力量枝繁叶茂。广昌县结合

当地产业特点和需求，组建跨学科、跨行业的科技特派

员团队，深入基层一线，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解决技

术难题。近两年，科技特派员开展技术培训 76场次，培

训农民 7000 余人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2000 余名、乡

村工匠 100 余名。同时，该县每年精心选派一批科技特

派员，带领“田秀才”“土专家”“粮参谋”等积极助力科

技增产，不断扩大科技人才队伍。

精细服务，推动科技力量开花结果。为进一步激

发科技特派员创新热情，广昌县建立考评机制，对科技

特派员服务“三农”工作进行量化考评，每年对科技特派

员工作进行专题研究部署，明确年度目标任务，营造比

学赶超氛围。同时，该县不断强化机制保障，确保省市

县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落实到位，每年安排一定数额的

财政预算作为科技特派员工作经费。近两年来，科技

特派员先后为该县引进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 21项。

人才下沉 科技兴农

广昌巧用科技特派员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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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聚起来 成长有方向

鹰潭“四联四引”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
本报鹰潭讯 （全媒体记者周桐 通讯

员揭安华）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协调解

决困难问题 100 余件（次）；打造 8 个特色

实践创新基地和 11 个新联服务驿站……

近年来，鹰潭市聚焦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系覆盖力有限、组织凝聚力不强、主体作

用发挥不够等问题，通过“四联四引”工作

方式进行思想政治引领，让其展现新作

为、实现新发展。

“四联四引”即市级领导联系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代表、统战部领导日常联系

新联会代表理事、新联会会长联系理事、

理事联系社会层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同时，在思想政治、事业发展、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方面，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

行引领。

构建体系，做好服务员。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在推动创新创业、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共同富裕、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凝聚新力量，鹰潭市制定

出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

议等工作制度，建立党建引路、事业孵化、

人才结对、服务接力的工作体系。同时，

赋予各级党组织团结引领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的职责，将其纳入工作考评，并多次

召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专题座谈会，畅通

知情明政、建言献策渠道，了解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发展现状，收集困难诉求和意见

建议，依法依规纾困解难。截至目前，该

市已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协调解决困

难问题 100余件（次）。

结合实际，人心聚起来。为进一步丰

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理论储备，鹰潭市

从实际出发，分级分类建立全市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数据库，摸排了解政策盲区和知

识需求，线下组织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

讨论、大团建等活动，线上精准推送最新

方针政策和相关会议精神，帮助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答疑解惑和积累理论知识。同

时，经过前期摸排，结合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的特点，打造电商、新质生产力等 8 个

特 色 实 践 创 新 基 地 和 11 个 新 联 服 务 驿

站，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加强联系、开展

活动提供强有力的阵地依托。目前，该市

针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打造的创新实践

基地已有 200 余家企业落户及团队入驻，

帮助 5000余人实现就业。

量身定制，成长有方向。鹰潭市根

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实际需求，创新

打 造 了 鹰 潭 市 新 联 会 智 慧 e 共 享 平 台 ，

打通内部资源共享通道。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在平台上发布需求后，平台将根据

产业类型、企业规模的不同，对企业进行

供需匹配，帮助企业节约交易成本。目

前，该平台已累计入库项目 162 个，完成

项目交易 58 个。同时，该市结合当地实

际，按照文化艺术、法律财经、网络技术

等 行 业 领 域 ，分 类 分 众 施 策 ，实 行 导 师

制，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进行业务技术

培训、资源对接，开展业务合作，目前已

成立雕刻、眼镜、物流、烘焙、网络等 5 个

行业分会，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外出考察

学 习 20 余 次 ，惠 及 新 的 社 会 阶 层 人 士

1000 余名。

袁州区“项目一码通”高效惠企
本报宜春讯 （全媒体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彭丹）“有了‘项目

一码通’的便捷服务，我们的项目在一年内实现了从签约到一期 4
栋厂房竣工。”近日，在位于宜春市袁州区的江西光声国际制药有

限公司建设现场，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

袁州区创新推出“项目一码通”小程序，通过线上提供精准指

南、线下成立服务专班，打造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实

现 20 多个部门协同联动。据介绍，企业工作人员只需扫描二维

码，即可获悉每个审批事项的受理单位、材料要求、办证时间、跨

度周期、联系方式等信息要素，所有项目办理事项一目了然，有效

减少项目各环节之间的“空窗期”。

“我们通过‘项目一码通’得知，安评、环评及后续设计备案等

审批手续可与节能审批同步进行，大量节约项目审批时间。”江西

省铭创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任云青说，该企业计划扩大规模，正

在准备兴建厂房和锅炉。袁州区“项目一码通”上线以来，促成的

投产项目平均耗时 8个月，建设周期比以前缩短了三分之一。

袁州区还相继推出“政策一码通”“企业一码通”“个人一码

通”，与“项目一码通”综合打造成“袁州惠企便民一码通”，让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截至目前，该区通过“项目一码通”为企业

解决实际问题 626 个，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促进项目建设提速

增效。

坚持绿色兴农 释放品牌活力

横峰土特产抱团闯市场
本报横峰讯 （全媒体记者余燕 通讯员徐佳一）在今年 1 月举

办的第十六届江西“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上海）展销会现

场，葛粉、葛片、芙蓉糕等一批“横有峰味”品牌授权的农产品，引

来不少采购商和消费者品尝采购。近年来，横峰县出台系列措

施，鼓励引导各大平台和渠道推广优质山茶油、特色油浸鱼等“横

有峰味”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推动绿色生态、品类繁多的土特产

抱团闯市场。

生态优先，树立品质标杆。横峰积极构建以葛油柚为主的

“3+N”特色农业体系，重点发展水稻制种、中药材、葛业、果业等特

色农业，加快启动现代化育秧工厂建设，扩大“横葛一号”“横葛二

号”、大花叶葛等横葛系列品种的种植规模。做大做强绿色有机

农业，以省部共建江西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试点省为契机，开展

农业生产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

加强名优特农产品地方标准研制，统一质量标准，打响“横有峰

味”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整合资源，释放品牌活力。为进一步打开特色农产品市场，

横峰大力实施品牌强县战略，坚定不移走绿色兴农路子。“横有峰

味”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授权全县 14 家企业使用，涵盖 40 余款农

产品，形成规模优势，助力农产品品牌升级。

数字技术赋能，助农增收致富。横峰着力打造“互联网+”消

费生态体系，大力发展网络消费，组织电商节、直播节、网购节等

线上促销活动，鼓励发展生鲜电商、跨境电商等零售业态，促进

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去年，“横有峰味”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共

宣传推介横峰农产品 39 次，推动实现销售额 8900 余万元，带动

3200 余人就业。

东湖区举办
首期人才“惠客厅”活动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林雍）4 月 11 日，南昌市东湖区人才

“惠客厅”启幕暨首期人才圆桌会活动在东湖意库举行。

东湖区举办人才“惠客厅”活动，旨在深入推进政府、企业与

人才的交流合作，打造多维度、多层次交流合作平台。活动通过

小规模人才交流圆桌会形式开展，以轻松活泼、别开生面的人才

圆桌交流活动，促进政府工作人员、专家与人才、企业负责人面对

面交流互动、答疑解惑及精准服务，同时设置颁发引才大使证书

等环节，增强人才的向心力。

近年来，东湖区始终把人才作为发展的最强驱动和第一引

擎，先后建立“人才优服”制度，推出“人才优服”小程序平台，为人

才提供量身定制的各类优质服务。人才“惠客厅”活动的开展，将

进一步推动该区人才服务体系重塑优化，帮助营造“东湖惠才、近

悦远来”的优质人才生态。

南酸枣航天种子返回崇义培育
本报崇义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 通讯员陈后荣）4 月 1 日，在

江西齐云山食品有限公司，崇义县林业局组织林木育种专家指导

企业对首批太空育种南酸枣种子进行播种。

2023 年 5 月 30 日，从崇义遴选出的 138 粒南酸枣种子搭乘神

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空间站，历经 150 余天“太空旅行”

后，于同年 10月 31日返回地球。崇义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林朝楷

介绍，南酸枣航天种子经筛选、培育和区域定植，预计产出 1000 余

株南酸枣辐射苗，对培育出来的辐射苗，再进行生长监测，筛选出

能满足企业加工需要的正向变异南酸枣种质资源，支撑崇义县南

酸枣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航天育种具有诱变频率高、育种周期短等特点，可在

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培育出大批优质的种质资源，对丰富和形成多

元化种质资源库、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萍乡海关助力矿山机械设备做优做强
本报萍乡讯 （通讯员向文）近日，江西鑫通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紧锣密鼓地生产凿岩机核心执行器——冲

击活塞。据了解，鑫通机械生产的冲击活塞使用寿命达 1500 小

时，而国外同类产品的平均使用寿命为 800小时。

作为地下掘进设备的核心部件，高性能凿岩机此前一直由

欧洲发达国家供货，制造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鑫通机械通过

科技创新，自主研发出凿岩机核心执行器——冲击活塞，实现了

凿岩机生产国产化，且在多项生产工艺方面拥有自主产权。在

了解企业情况后，萍乡海关通过构建一体化通关模式下执法协

作机制，开展与口岸海关协作，并建立知识产权协同工作机制，

进一步深化与市场监管、公安、法院等行政、司法机关的跨部门

合作，强化对侵权假冒商品的追踪溯源和联合打击；引导出口企

业积极运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措施保护合法权益，促进自主品

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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