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杨学文 黄孝昱 美术编辑 刘济海 视 线 52024年 4月 29日 星期一

“这是墨龟，兄弟们，要是能多挖几只长绿毛的刺龟今

天就赚了！”这是南丰县太和镇年轻人发布的直播，短短时

间就有几十万粉丝在线观看。像这样的直播间，太和镇已

有数百个，均以直播龟鳖相关内容为主，带动当地龟鳖产

品销售。近年来，当地年轻人依靠传统特色产业，开辟电

商直播进行销售，同时培育出利润更高的“变异龟”，使南

丰县的龟鳖市场蛋糕做得越来越大。

龟鳖养殖成山区小镇特色产业

上世纪 90年代，南丰县太和镇悄然兴起一股龟鳖养殖

之风，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水土和气候，养殖的龟鳖母种，产

蛋率高、受精率高、孵化率高、成活率高，养殖成本低。太

和 镇 很 快 就 有 大 批 村 民 开 始 养 殖 龟 鳖 ，迅 速 形 成 市 场

规模。

“那个时期养龟鳖能赚钱，但利润不高，赚的也是辛苦

钱。”南丰龟鳖产业协会副会长谢军辉回忆，到本世纪初，

南丰全县养殖规模由 200 亩增至 2 万亩。随着龟鳖产业的

迅猛发展，南丰龟鳖养殖户互相压价，市场混乱，令不少养

殖户血本无归。

为了培育引导龟鳖产业健康发展，2017 年南丰县政府

引导养殖户成立南丰龟鳖协会，并成立了南丰龟鳖产业化

联合体，使全县龟鳖产业走上了组织化、产业化、品牌化发

展之路，南丰龟鳖产业发展如虎添翼，成为继南丰蜜橘之

后该县第二大支柱产业。小县城的龟鳖种蛋、种苗占据了

全国市场一半的份额，在全国龟鳖市场掌握了定价话语

权。南丰县被中国渔业协会龟鳖分会评为“中国龟鳖之

乡”，该县太和镇也同时被评为“中国龟鳖良种第一镇”。

销售渠道变化带来新市场

“以往我们都是通过线下销售龟鳖种苗与种蛋，客户

主要是养殖户。没想到镇里的年轻人利用手机直播来对

普通人销售，销量一下子大增。”谢军辉告诉记者，镇里的

产业优势加上年轻人新颖快捷的营销方式，很快就把市场

蛋糕做大。

“太和镇先后培育了拥有 2200 多万粉丝的头部主播

‘大表哥’、拥有 1000 多万粉丝的网红主播‘小飞哥’等电商

达人，镇里相继成立了 50余家电商公司。”太和镇相关负责

人表示，镇里全面加快推动一体化农村电商发展进程，构

建技术培训、设备援助、直播场地等服务体系，开展各类电

商讲座。

“我们的直播间以销售甲鱼种苗和生鲜商品甲鱼为

主，现在平均每次直播销售额可达 50 万元。”网红主播“大

表哥”团队负责统计数据的小胖告诉记者，太和镇直播龟

鳖销售不仅吸引了众多当地年轻人返乡创业，也吸引了几

十名像他一样的外乡人来到太和镇。

据了解，目前在太和镇从事电商销售龟鳖的年轻人有

500余人，年销售额超 10亿元。

产品种类变化创造新赛道

销售渠道的变化给龟鳖产品多元化经营带来了更多

机遇，传统的龟鳖产品在新电商销售渠道中难以满足顾客

的需求。很快，宠物龟以及“变异龟”成为太和镇电商的新

赛道。

“家人们，今天的品种有‘孔雀’‘青花瓷’‘蜡笔’，还有

一只‘变异龟’。”在太和镇的甲田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直

播间，主播游东明正在直播销售宠物龟。

一部手机、一缸小小的宠物龟，直播间一晚上销售额

超 20 万元。“这样的直播间我们有 5 个，一晚上销售额可超

百万元。”游东明笑着说。

如果说销售宠物龟的火爆程度令记者感到惊奇的话，

谢军辉给记者看的销售记录更是令记者震惊。

“这只小小的金黄色乌龟卖了 60 万元，这只金黄色的

乌龟卖了 30 万元，这只眼睛全黑通体一色的乌龟卖了 10
万元。”谢军辉如数家珍地把销售“变异龟”的记录翻给记

者看。

“我现在一门心思钻研‘变异龟’这个新品种，公司销售

‘变异龟’一年可达2000余万元。”谢军辉说，公司专门与华东

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对“变异龟”繁殖、成长进行研究，希望能

掌握“变异龟”的繁殖生长规律，挖掘出新的品种。

近年来，南丰县不断加强同高校、省市科技特派团、科

研院所的合作，引进了以中国科学院桂建芳院士、南昌大

学洪一江教授团队与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专家

组成的科技特派团等为支撑的科研团队，形成独具南丰龟

鳖产业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龟鳖养殖户中的年轻一代

也通过不断求变，与大众玩家市场直接对接，寻找龟鳖养

殖新业态，助推南丰的传统龟鳖养殖走上新路子。

一身浅蓝色工装，一头利

落 的 短 发 ，今 年 27 岁 的 熊 岑

辉，是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洪都

公司）试飞站的外勤机械工。

他秉承“航空报国、航空强国”

初心使命，刻苦学习、不断进

取，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攻坚克

难、开拓创新，短短 5 年间迅速

成长为身怀绝技的航空装备

行业青年高技能人才，荣获了

全国技术能手、全省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一

系列荣誉。

“要善于学习，善于实践，

精益求精，不断超越。”这是熊

岑 辉 对 自 己 的 要 求 。 自 从

2019 年入职洪都公司以来，熊

岑辉一直这么说、这么做。

当年 10 月，入职仅 3 个月

的熊岑辉通过层层选拔，获得

代表洪都公司参加第 46 届世

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江

西省选拔赛的机会。

备赛期间，为了练好飞机

维修中最常用的基本技能“打

保险”，熊岑辉下了苦功夫。

“重重复复打，打 10 个不

行 ，就 打 100 个 ，打 100 个 不

行，就打 1000 个，练到手指都

疼麻了，连续多天练到凌晨一

两点。”熊岑辉回忆道。

苦练之下 ，熊岑辉“打保

险”的手艺迅速提升，练得已

臻化境，蒙着眼都能娴熟地进

行操作。“飞机维修事关飞行

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这要

求我们维修人员把技术练到

家、练到极致。”熊岑辉说，试

飞站机务保障是保障飞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把每

件事都做到 100%才能确保飞机安全飞行。

近年来，得益于参加各种技能竞赛和集训，熊岑辉在专

业技能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022 年，熊岑辉担任飞机机械

专业机长后，更加刻苦、勤勉地向书本学知识、向老师傅学经

验，进一步“吃透”了飞机各系统理论知识，练就了全面、扎实

的实践操作技能。

爱钻研、敢于打破砂锅问到底，是熊岑辉一直快速成长

的“秘诀”之一。通过问“十万个为什么”，他总是能快速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针对成件防护拆装、管路连接安装、导管

损伤及安装问题，熊岑辉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归纳出检查路

线化、操作规范化、技能标准化、诊断科学化、故障信息化的

“五化”工作法，随后又在工作中总结出一套“看、摸、听、闻、

摇、拍、测”机务七步检查法及相关检查经验。“提升无止境，

我能做的就是多问、多学、多记、多练、多总结、多思考。”熊岑

辉说。

如今，熊岑辉已从一位初出校门的青涩学子，成长为身

怀绝技的航空装备行业青年高技能人才，在飞机维修维护和

飞机航空装备交付、转场、试飞保障攻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而面对“00 后”新人，熊岑辉将自己所掌握的操作

技能倾囊相授，做好大家的领头羊、带路人。

“我将尽自己所能，在带动大家成长上发挥作用。”熊岑

辉牵头完成国家高技能人才基地 VR 课程飞机机械拆装、飞

机操纵系统模块的研发、制作；组织开设技师讲堂、给机务大

队新员工授课；通过改革创新，参与完成飞机综合训练平台

改进项目为公司节省数十万元。

仰望着蓝天，熊岑辉说：“我最开心的事就是看着由我们

手中放飞的‘雄鹰’在蓝天翱翔，它们也寄托着我的蓝天梦、

航空梦，我要一直守护它们飞得更远更高。”

●开栏的话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本报
今起推出“中国梦·劳动美”专栏，生动展现
新时代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风采，激励广大职
工群众以劳模为榜样，学先进、争一流，为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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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多名学生在风景如画的宜春市温汤古井泉街

写生。近年来，该市通过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措施，加大对

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为当地百姓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实

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铖歌摄

龟鳖小镇的求变之路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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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赣鄱少年”
2024年“东江源·三百山杯”江西省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安远开赛

4 月 27 日，“奔跑吧·赣鄱少年”2024 年

“东江源·三百山杯”江西省青少年艺术体

操锦标赛在安远县体育馆开赛。此次比

赛由江西省体育局、江西省教育厅主办，

江 西 省 体 操 运 动 管 理 中 心 、赣 州 市 体 育

局、安远县人民政府、江西省艺术体操协

会承办。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媒体代表

1000 余人参加。

据了解，2023 年，江西省体育局和南

昌大学合作共建江西省艺术体操队。同

年，江西省体育局将艺术体操项目列为重

点 发 展 项 目 。 此 次 赛 事 ，南 昌 、宜 春 、九

江、赣州 4 个设区市 15 个县（市、区），共 49

支队伍、936 名运动员参赛，参赛人数较首

届翻了 7 倍多，大赛还将评出最佳表演奖

和最佳教练员奖等奖项。

近 年 来 ，安 远 县 积 极 践 行“ 两 山 ”理

念 ，主 动 对 接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提 出“ 融 入

湾 区 发 展 、精 雕 东 江 翡 翠 ”的 思 路 ，着 力

建 设 成 为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的“ 后 花 园 ”“ 果

园 子 ”“ 菜 篮 子 ”“ 米 袋 子 ”，三 百 山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成 为 唯 一 对 香 港 同 胞 具

有饮水思源特殊意义的旅游胜地。此次

比 赛 以 安 远 三 百 山 为 介 ，以 艺 术 体 操 赛

事为媒，将艺术体操的激情、活力、时尚、

动感，与翡翠安远的城市形象完美契合。

赛 事 期 间 ，运 动 员 将 在 三 百 山 开 展

艺 术 体 操 嘉 年 华 ，将 安 远 的 文 化 、旅 游 、

美 食 和 赛 事 串 连 成 线 ，实 现“ 一 人 参 赛 、

全 家 旅 游 ”愿 景 ，让 赛 事 流 量 变 经 济 增

量，为安远旅游、文化和体育事业注入新

活力。

（陈茂东 文/图）

少年甲组参赛选手正在进行带操少年甲组参赛选手正在进行带操

项目的比赛项目的比赛。。

在城市更新中让绿意渗透生活每个角落
从 社 区 荒 地 到 家 门 口 生 态 花 园 ；从

单 位 内 部 绿 地 到 面 向 市 民 开 放 共 享 的

“口袋公园”；从“看得见走不进”的公园

草 坪 到 可 以 满 足 群 众 搭 建 帐 篷 、运 动 健

身、休闲游憩等需求的开放共享空间……

近年来，我省通过城市更新、城市公园绿

地 开 放 共 享 试 点 等 工 作 ，让 绿 意 不 断 蔓

延、扩展，改善人居环境，优化绿地休闲空

间，提升城市品质，进一步打造全省宜居

城市。

今年新建、续建131个“口袋公园”

我省积极谋划 2024 年全省城市园林

绿化工作，重点围绕“口袋公园”和城市绿

道建设，开展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国球进

公园”活动，探索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及资

源化利用等，推动城市绿地提质增量。

今年，全省计划新建和续建“口袋公

园”131 个、建设面积 62 公顷；新建城市绿

道 128 公里；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配套

建设公园、公厕和等候区等场所设施（简

称“三件套”）16 处，建设面积 12 公顷；新增

实施开放共享的公园 92 个、拓展开放空间

面积 139 公顷，其中开放草坪 82 公顷；计划

开 展“ 国 球 进 公 园 ”活 动 的 公 园 数 量 126

个、新增乒乓球台 284 个、新增其他健身设

施 565 个；新建城市绿地 507 公顷、改造提

升城市绿地 284 公顷；指导赣州市、抚州市

完成城市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及资源化利

用试点工作。

推进城市绿化行业标准建设

我省住建部门按照全国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开展科学绿化专项检查省级

自查的通知要求，积极配合省绿委办，组

织各地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开展科学

绿化专项自查，提交了自查报告，并配合

检 查 组 赴 南 昌 市 、庐 山 市 开 展 实 地 科 学

绿 化 核 查 。 同 时 ，指 导 各 地 以 最 新 一 轮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为 依 据 ，结 合 国 家 有 关 标

准和规范，按照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省级

生 态 园 林 城 市 标 准 ，加 快 推 进 城 市 绿 地

系 统 专 项 规 划 编 制（修 编）工 作 ；及 时 组

织专家对各地城市绿地系统专项规划进

行 评 审 ，提 出 建 设 性 意 见 和 建 议 。 截 至

目 前 ，我 省 已 完 成 南 昌 市 、丰 城 市 、永 修

县 、修 水 县 的 城 市 绿 地 系 统 专 项 规 划 评

审工作。

据了解，《江西省绿道建设技术指南》

《江西省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技术指南》《江

西省城市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技术指南》《江西省城市园林绿化适生

植物调查》等课题进展顺利，目前《江西省

绿道建设技术指南》已获专家组和厅级评

审通过，《江西省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技术

指南》已完成初稿。 （建 轩）

近日，“版权守护·艺术前行”版权宣

传月活动在南昌市东湖区招商蛇口东湖

意 库 文 创 园（以 下 简 称“ 东 湖 意 库 ”）启

幕。这场活动不仅是对知识产权的一次

有力捍卫，更是对东湖区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推动。东湖意库作为此次活

动的主办方，以出色的版权保护工作和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为东湖区的版权事业

和文化产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东湖区紧紧围绕“打造版权

保护聚集区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积极开展版权保护工作，加强版权宣

传教育，提高公众版权保护意识，取得了

显著成效。东湖意库作为东湖区文化产

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版权保护方面做出

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2022 年以来，东湖意库紧紧围绕版权

保护与产业发展，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 活 动 ，在 版 权 保 护 方 面 取 得 了 显 著 成

果。园区通过举办 2022 江西南昌版权保

护线下推介会等一系列活动，向市民和游

客普及版权知识，提高大家的版权保护意

识。同时，园区积极与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高校等合作，共同搭建版权保护平台，

为文创企业提供版权登记、认证、交易、维

权等一站式服务，有效地保护了创作者的

权益，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进入

2023 年，东湖意库在版权保护与产业发展

方 面 继 续 发 力 。 一 方 面 ，东 湖 意 库 荣 获

“2023 年江西省版权示范园区（基地）”称

号，是南昌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园区。这一

殊荣的获得，不仅是对东湖意库在版权保

护方面所做工作的肯定，也为东湖区乃至

南昌市的版权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树立

了榜样。另一方面，东湖意库举办了“席

珍共赏 意起创造”江西名家版权作品邀请

展等一系列活动，通过展示江西名家的版

权作品，进一步弘扬了尊重原创、维护版

权及保护作品真迹的理念，为广大文创爱

好 者 提 供 了 一 个 学 习 、交 流 、展 示 的 平

台。直至 2024 年，“版权守护·艺术前行”

版权宣传月活动更是将东湖意库的版权

保 护 与 产 业 发 展 工 作 推 向 了 新 的 高 度 。

此次活动以版权宣传为主题，通过举办原

创歌曲首发、城市原画展示、名家摄影作

品邀请展等文化活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

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同时，活动邀

请了众多文化大咖和艺术家，为市民普及

版权知识，提高大家的版权保护意识。

在东湖意库的带动下，东湖区的版权

保护工作与文化产业发展都取得了显著

成效。辖区版权保护意识得到了有效提

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重视版权

问题，积极参与版权保护工作；文化产业

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批批优秀的文创企

业和作品不断涌现，为东湖区乃至南昌市

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东湖意库，东湖区还涌现出了豫

章 1 号文化科技园等优秀的文化产业园

区。豫章 1 号文化科技园以文化创意产业

为基点，引进优质企业，打造特色产业集

群。同时，举办各类版权讲座、成果展览

等宣传推广活动，提高公众的版权保护意

识，促进东湖区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在

豫章 1 号文化科技园内，聚集了一批在版

权产业极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企业，如江西

煜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南昌市润海

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在知

识产权登记和交易、产业成果、科研成果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通过自主研发、

技术创新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

争力，不仅为文创企业提供了专业的版权

服务，还为东湖区乃至南昌市的版权保护

工作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南昌文化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在推动东湖区版权保护方面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作为专业的文化产权交易机构，

该公司不仅为文创企业提供了版权交易的

平台，还通过制定完善的交易规则和监管

机制，力争版权交易的公平、公正和透明。

这种规范化的交易环境有效保护了创作者

的权益，激发了文化创新的活力。

未来，东湖区将继续深化版权保护工

作，通过建设一批优秀的文化产业园区、

引进一批优质企业，以及推广优秀版权作

品、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等，以园区

聚 集 版 权 要 素 ，以 版 权 推 动 文 化 产 业 发

展，全力打造文化强区。 （范志刚）

写好版权文章 激发创新活力
东湖区深化版权保护工作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