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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杨柳万千条春风杨柳万千条
——鹰潭市余江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纪实

4 月 10 日，省委、省政府公布

2023 年度全省综合考核结果，鹰

潭市余江区获二类县（市、区）第

一等次。这是余江区连续 11 年

获评全省高质量发展考核先进县

（区），并且是继 2020 年度、2021
年度之后，第三次位列全省二类

县（市、区）第一等次第一名。

去年以来，余江区围绕省委

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

略”，做大做强铜基新材料和精

密 制 造 两 大 主 导 产 业 ，着 力 构

建 体 现 余 江 特 色 和 优 势 的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聚 焦 宅 改 和 城 乡

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

壮大乡村产业 、加快乡村建设，

切 实 增 进 民 生 福 祉 、推 进 共 同

富裕 、保持社会稳定，为奋力谱

写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江 西 篇 章 贡 献

力量。

2023 年 ，余 江 区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增

幅继续保持全省“第一方阵”，其中规

上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分

别 增 长 24.7%、40.16%，增 幅 均 位 列 全

省第一。

作为传统农业县的余江区，是如何

实现工业崛起、聚势赶超的？

近 年来 ，余江区大力实施制造业

“2215”产业链现代行动计划，通过工业

强基行动、优强企业培育行动、科技创新

引领行动、“数字赋能”攻坚行动等一系

列有力举措，促进工业发展提质增效。

坚持以“高端、高质、高新”为项目

招引原则，余江区围绕主导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针对循环经济、眼镜、雕

刻、微型元件等 4 大特色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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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具有余江特色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

为充分促进产能释放，帮扶企业增

产增效，余江区突出重点园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运行监测调度，为重点企业提供贴身调度和服务，并

制定企业增资扩产、技改、新上项目扶持办法，滚动

实施技改项目。同时，依托工业创新券、工创贷等政

策，开展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实现关

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创新和创新成果产业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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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耐乐铜

业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马力介绍道，目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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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该区以链长制为抓手，进一步夯实领

导挂点、部门帮扶、人才特派员和政企圆桌会议

工作机制，深入开展“入企走访连心”等活动，及

时回应企业诉求，切实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在 4
月 16 日召开的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大会

上，江西沃德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留肖作为

代表发言。他说：“6 年来，项目从一期到九期，是

不断坚定我是新江西人的过程。”从一个项目集聚

一个产业，折射出余江区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是各

级各部门倾力招商、全心安商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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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创新促改革 努力擦亮“余江品牌”

走在余江区广袤乡村，只见平坦

的沥青路面干净整洁，农家屋舍错落

有致，一幅幅如诗如画般的乡村田园

美景跃然眼前。2015 年至今，余

江区先后进行了两轮“宅改”，

全区累计退出多占超占宅基

地 5.06 万宗、6472 亩，退出宅基地复

垦 1258亩。

将全域“宅改”和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建设试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试点等多项全国性改革试点集成推

进，余江区探索出一条具有中西部地

区典型意义的宅改路径，实现“有地

建房、有地发展”，余江的宅改经验入

选“中国改革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

案例”。

加大力度推进新一轮“宅改”试

点，余江区将退出的宅基地变成农村

经济发展的“金土地”。平定乡蓝田

宋家村整合退出的宅基地为集体建

设用地，采取集体土地入市的方式，

出让集体建设用地 27.96 亩用于鹰潭

红旗干部学院建设，村集体年收益

310 余万元；盘活村民闲置住房，打

造民宿 39 栋 210 间，农户户均每年增

收 5 万元至 10 万元。杨溪乡大塘村

将退出的闲置宅基地打造成“花园、

果园、菜园”，实现“一宅变三园”。

一个个生动的事例，成为余江区

“宅改”带动乡村振兴的缩影。在“宅

改”中，余江区盘活利用零星宅基地，

建设成为花园、果园、菜园或微公园，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公益事业。“宅

改”带来了农村发展，一村一品庭院

经济、休闲农业、观光旅游业态正在

培育，农民实际收入不断增长。

如今，余江区做好“宅改促融合”

特色文章，探索形成 92 项制度机制，

在全国农村宅基地两项试点工作会

上作典型发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实现乡镇全覆盖，入市土地宗

数 、面 积 、成 交 金 额 均 位 列 全 省 第

一。同时，余江区大力推进城乡融合

改革，城乡融合试点已形成制度机制

46 项、典型案例 23 个，全域一体化城

乡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余江区

“国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入选

“中国改革 2023 年度地方全面深化

改革典型案例”。

建队伍促治理 齐力汇聚“余江力量”

余江区坚持党组织领导、群众

主体、要素支撑，构建党建引领社区

乡村治理体系。按照“地域相连、居

住 相 邻 、户 数 相 近 ”的 原 则 ，将 村

（居）民划分为若干个村民小组，组

建 微 网 格 ，形 成“ 村 党 组 织 — 网 格

（村民小组）党支部（党小组）—党员

联系户”治理体系。

积极发挥党员、网格员、“五老”

人员和乡贤作用，该区建立建强村

民事务理事会、矛盾纠纷调解队和

“法律明白人”，以及“余江大嫂”志

愿服务队、村级治安防范义务巡逻

队等，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

共享社区、乡村善治新格局。

将智慧要素植入乡村治理，建

立“ 村 村 享 ”“ 成 长 树 ”和 基 层 小 微

权力“监督一点通”等治理、监督平

台 。 余 江 区 运 用 积 分 制 ，按 照“ 分

类积分、量化考核、底线管理、奖优

罚 劣 ”的 原 则 ，设 立 红 黑 榜 和 爱 心

超 市 ，提 高 党 员 、群 众 在 乡 村 治 理

中 的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 。 运 用 清 单

制 ，探索建立“民事村办 45 条 ”“村

事民办 10 条”，实现群众办事“只跑

一 次 ”或“ 一 次 不 跑 ”，打 通 乡 村 治

理“最后一米”。

打造一支队伍。为将矛盾纠纷

摸排化解的触角延伸到基层，余江

区综治中心注册成立“余江大嫂”志

愿服务总队，以行政村（社区）为单

位 ，设 立“ 余 江 大 嫂 ”志 愿 服 务 分

队。“余江大嫂”推行“三进”工作法，

深入摸排基层矛盾纠纷信息，与村

民谈农事、聊生活、解困难。

搭建一个平台。该区设立全年

全时段值守、全区 115 个行政村矛盾

纠纷全领域覆盖的调处平台。调处

室充分发挥老干部有威望、有经验、

有人脉、有热情的优势，采用“拉家

常+说法理”“面对面+背对背”“走

出去+请进来”等形式，融合法、理、

德 、情 ，巧 妙 化 解 农 村 基 层 矛 盾 纠

纷，有效消解村民之间的不良情绪，

把各村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处

置在小。

设 立 一 项 机 制 。 依 托 村 级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站）、村 民 议 事 广 场 等 线 下 平 台 ，

每月 4 日、14 日、24 日定期召开“说

事 会 ”。 将 村（居）民 反 映 多 、呼 声

高的急难愁盼问题收集汇总登记，

村（社 区）两 委 干 部 实 行 值 班 坐 班

制 度 ，确 保 群 众 找 得 到 人 、说 得 上

话。将收集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

研 判 ，按 照 一 般 性 问 题 、重 大 疑 难

问 题 、民 意 诉 求 问 题 、民 事 纠 纷 问

题等类别分类，并及时通报处理进

度 ，确 保 群 众 诉 求 件 件 有 着 落 、事

事有回应。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余江区

以就业岗位、上学学位、医疗床位、养老点位等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为着力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

生实事，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一件

件具体民生实事中不断得到实现。

学有所教。余江区大力增加优质教育供给，

优化学校网点布局，共投资 25 亿元，新建学校 15
所、改建学校 105 所，新增学位 2.5 万余个，彻底解

决 义 务 教 育 大 班 额 问 题 。 组 建 9 个“ 教 育 联 合

体”，扎实推进“县管校聘”改革，撤并小规模学校

49 所 ，有 力 促 进 城 乡 师 资 均 衡 ，农 村 学 生 回 流

2000 余 人 。 该 区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 入 选

“2023民生示范工程”案例。

病有所医。整合区域医疗资源 ，稳步推进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

发展示范项目，中医院、妇幼保健院主体竣工，刘

垦卫生院、中童中心卫生院建设完成。建成覆盖

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

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老有所养。余江区全面完成公办养老机构

优化资源配置，入选全省优化农村“一老一小”服

务资源配置试点县。实现 115 个行政村农村互助

养老服务点全覆盖，按照“政府出一点、乡贤捐一

点、本人交一点”模式持续运转，确保农村老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

劳有所得。坚持就业优先政策，鼓励城乡劳动者围绕新

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开展创业，大力支持创业载体建设。新

增城镇就业人数 5660 人，转移农村劳动力人数 5143 人。结

合区位优势和产业特点，组建 47 个“产业下沉”车间，带动

1843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实现集体增益、群众增收。

翻开厚厚的“民生账单”，每一项民生工程的“兑现”，都

推动余江百姓幸福指数不断攀升；从解决“民生之盼”到实

现“民生之变”，绘就了一幅色彩斑斓、可圈可点的民生画

卷。奔跑在追求幸福道路上的余江，也将不断书写着民生

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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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大嫂余江大嫂””走村入户察民情调纠纷走村入户察民情调纠纷

华尔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华尔达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

余江眼镜产业园已成为全国五大眼镜生产基地之一余江眼镜产业园已成为全国五大眼镜生产基地之一

余江区城区新貌余江区城区新貌

江西耐乐铜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江西耐乐铜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江西沃德尔科技有限公司外景江西沃德尔科技有限公司外景

江西瑞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江西瑞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

余江区宅改带动秀美乡村建设余江区宅改带动秀美乡村建设
（本版文图由鹰潭市余江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