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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民族乡
吃上“旅游饭”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五一”假期，峡江县金坪民族风情小镇火爆“出圈”，

共接待游客约 10 万人次。其间，央视现场直播、知名旅游

博主制作小视频，让金坪民族风情小镇曝光率陡增。

“把一个农场打造成网红景点，真是不简单。”南昌游

客李女士一行人，听完介绍后纷纷给景区点赞。

金坪民族乡是我省为数不多的多民族乡，聚居了京、

侗、瑶、壮、苗、彝、傣、畲等 8 个少数民族，成为民族文化交

融之地。近年来，为了更好展现金坪多民族文化特色，峡

江县先后投资近 2 亿元打造金坪民族风情小镇，结合 8 个

民族的节庆、服饰、饮食、建筑、娱乐等独特民俗文化，陆续

建设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场所，并将小镇旁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和梅花坪林果基地串联成线，打造出一个既能领略民族

风情，又能饱览山水风光和体验乡村野趣的景区。

日前，记者来到占地近 20 平方公里的金坪民族风情小

镇，高 33 米的侗寨鼓楼居于景区正中，京庐、瑶居、彝屋、壮

栏、苗阁、傣楼环绕在鼓楼四周，民俗博物馆、民族主题公

园、民族美食餐厅、民族文化礼堂等分布景区之中。鼓楼

之下，当地群众身着民族服装，迎接八方来客。唱山歌、跳

竹竿舞、摔碗酒、孔雀宴等特色民俗活动次第上演，引来游

客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瑶族村民郑馨贵每天的工作是打理景区内果园和参

与民俗表演，他种植的桑葚、水蜜桃、翠冠梨等水果品质

好，从不愁销路；傣族村民周世勇种植了樱桃、黄桃、猕猴

桃等水果，除游客来果园采摘外，妻子冷小燕擅长直播带

货，有时一天可销售 5000多单，两口子一年可赚 30多万元，

日子越过越红火。

“村民参与演艺活动，既解决了就业，又发展了当地产

业。”金坪民族风情小镇景区策划经理谢学龙表示，景区周

边的村集体共同出资成立江西侨之家生态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参与策划组织旅游活动，推进农文旅融合，充分调动

了大家的积极性，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金坪民族乡嬗变的背后凸显绿色生态发展理念。

据谢学龙介绍，为破解传统果业专而不精、特而不强

的问题，该乡出台奖补政策，引导鼓励群众改种樱桃、黄

桃、蓝莓等高附加值水果，通过订单销售、电商带货等方式

连接果品生产端“最初一公里”和消费端“最后一公里”，初

步形成“月月有新品，四季可采摘”特色休闲农业体系。同

时，该乡依托 4800 亩果业种植面积，在核心区域打造 20 个

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农事体验及户外运动于一体的生

态采摘基地，让景区没有淡季，游客纷至沓来。

丰富旅游业态，更要延伸产业链条。当地还利用由老

安置房改造而成的热敏灸小馆、以星空帐篷为主题的网红

蝴蝶泉营地等，让游客留得住、愿意来、来了还想来。

连片的稻田里，放置着一串串虾笼。

傍晚时分，永修县小龙虾养殖户王贤荣划

着船，在田里查看虾笼的情况。他提起虾

笼时，船身随之往下一沉。“这一笼起码有

十几斤虾。”王贤荣笑着说，“现在有了虾

谷，销路不用愁，我只管养好虾就行。”

王贤荣说的虾谷，是位于永修县的江

西小龙虾交易中心。2021 年，为了发展稻

虾养殖产业，该县引进湖北潜江潜网集团，

投资2.4亿元，建成江西小龙虾交易中心。

记者来到交易中心，只见人头攒动，

各 个 档 口 正 对 收 购 来 的 小 龙 虾 进 行 分

拣。在范长水水产档口，两名工作人员将

一只只小龙虾摆放在重量分选机上，“这

个机器可以根据每只小龙虾的重量进行

自动分拣。”档口负责人告诉记者，比起人

工凭经验分拣，用机器分拣的小龙虾更加

精准。

而在一旁晓飞歌国际虾都供应链档

口，档口负责人陈龙正给分拣好的小龙虾

过秤。“这些是小青，在市场上卖不到好价

钱。”陈龙说，原先这些小青他要包车送到

湖北的小龙虾加工厂，但今年 4 月，交易中

心旁边的江西柳伍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投

产，给小龙虾销售增添了新渠道。“现在处

理小青方便多了，不仅减少了运输费，还

降低了运输损耗。”

与此同时，江西柳伍食品有限公司小

龙虾加工厂内，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我

们具备日加工 300 吨小龙虾的产能，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各

大重点城市。”该公司行政部经理任净说，车间内共有 12 条

分拣线、3 条蒸煮线、3 条虾尾加工线、1 条预制虾加工线，年

加工小龙虾 3万吨。

江西柳伍食品有限公司的落地，补全了永修县小龙虾

产业链，稳固了永修作为小龙虾行业区域销售和加工中心

的地位。

一筐筐鲜活的小龙虾被有序地分拣、装箱，或“坐上”

开往全国各地的冷链快车，或被送往小龙虾精深加工厂。

“今天已经发送了几十车小龙虾，高峰时候，一天可以运送

200 吨小龙虾。”江西虾谷集团总经理周鑫说，目前，通过虾

谷，小龙虾可以运往全国百余个城市。

从田间到餐桌，永修县通过小龙虾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形成融生态养殖、加工贸易、仓储物流、餐饮文化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稻虾养殖面积从最初的几百亩发

展到现在的 26 万亩，养殖总量达 4 万吨，综合产值达 20 亿

元，有效延伸农业产业链，将小龙虾“链”成大产业。

如今，永修一跃成为江西小龙虾养殖第一县，并获得

“中国生态小龙虾之乡”称号，永修小龙虾吸引了越来越多

人的目光。

“五一”假期刚过，永修小龙虾就踏上了“进京之旅”，

成为首都街头的“主角”。永修县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指

导股负责人邵徽禹表示，这是对永修小龙虾品质的一次检

验，也是提升对外知名度的重要举措。“这次活动获得的热

烈反响，不仅增添了养殖户的信心，与北京企业及销售商

建立的合作，也将有利于我们推动永修小龙虾产业融合发

展。”下一步，永修县将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在保障粮食安

全的前提下，力争小龙虾养殖面积达 30万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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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过后，全南县入选“百

名领头雁”培养计划村级后备干部的谭蓉，

正式走上南迳镇的新岗位跟岗锻炼。和她

一样，该镇还有 13名村级后备干部，在不同

岗位上服务群众。

着眼于 2026 年村（社区）两委换届工

作，该县大力实施“百名领头雁”培养计划，

以储备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雏雁”队伍为目标，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

逐村逐人过筛 千方百计“选”

“年龄偏大、学历偏低、能力偏弱，一直

是我县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

题。2021 年换届以来，虽有所改善，但未彻

底解决。”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童子龙介

绍，全县村（社区）干部平均年龄 47.16 岁，

50岁以上的村党组织书记占比超半数。

为进一步优化村（社区）干部队伍结

构，去年 12 月，该县制定《“百名领头雁”两

年培养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各乡镇党委、

城市社区党工委从每个村（社区）择优推选

1至 2名村（社区）后备干部人选。

“有的乡镇仍停留在旧观念，认为报名

单上来就行，没有实际了解人选情况。”童

子龙说，发现这个情况，县委组织部立即组

成 3 个调研组，指导各乡镇党委、城市社区

党工委逐村逐人分析研判，选出一批村级

后备干部。

金龙镇的村两委班子年龄结构偏大，

其中，8 名村党组织书记到换届时年龄将超

过 55 岁。针对这一情况，金龙镇在县级培

养计划基础上，制定镇本级培养管理方案，

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地。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村干部在做好基

础工作的同时，更要为一方找出路、谋发

展。”金龙镇党委书记熊凯说。该镇在筛选

过程中，着重考察人选的综合素质、家庭情

况等，认真听取群众建议，形成“双向奔赴”

的良好局面。

进村入户寻、田间地头访、人才库里

挑……该县入选“百名领头雁”培养计划

的村级后备干部遍布各行各业，98%的人

选年龄在 45 岁及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占比

达 94%。

多维创新赋能 用心用情“育”

“招 商 引 企 是 条 好 路 子 ，让 闲 产 变 资

产，让农民变工人。”今年 4 月，金龙镇河背

村后备干部李福英在浙江象山学习时感

慨道。得益于选育一体的培养机制，李福

英和 40 余名村级后备干部一起“走出去”

学经验。

为提升后备干部履职能力，该县把“百

名领头雁”培训工作纳入全县干部教育培

训计划，分类建立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培

训师资库，开展案例式、答疑式、体验式教

学，力促政治能力和专业能力“双提升”。

该县还鼓励村（社区）干部提升学历，

推动建设高学历村（社区）干部队伍。“我是

几年前自费读的大专，现在政策更好了，后

备干部可以享受县乡村三级学历提升补

贴。如果有机会，我还要继续提升自己的

学历。”谭蓉笑着说道。

按照“培训+培养+实践”相结合原则，

该县将村党组织书记后备人选组织关系转

到乡镇青年人才党支部，由乡镇党委实行

两年跟踪培养，并建立“一对一”导师帮带

机制，由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现任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结对帮带村

级后备干部。

2018 年，“90 后”小伙曾锦冰选择回到

家乡城厢镇镇仔村任职。他说，在自己的

成长之路上，不少前辈手把手地向他传授

基层工作经验。如今入选“百名领头雁”培

养计划后，“一对一”导师更是身体力行为

他引路。

深入一线淬炼 压实担子“用”

打破村级后备干部“备而不用”瓶颈，

这是该县推动村（社区）干部培养储备工作

落地见效的关键一步。

“我们让后备干部参与乡村振兴、农业

生产、政法综治等工作，开展为期不少于 1
个月的跟岗锻炼。”童子龙说，这样可以让

后备干部提前了解基层工作，并在家乡发

展中发挥自身作用。

后 备 干 部 要 能 进 能 出 ，也 要 能 上 能

下。该县定期考核后备干部，对能力突出、

群众认可度高的进行重点培养，适时择优

补充到村两委干部队伍。对连续两次考核

不合格的人选则直接淘汰，同时持续筛选

优秀青年人才充实后备干部库。

在南迳镇南迳村，笔者遇到了去年大

学毕业后返乡的李慧琳。她欣慰地说：“家

乡越来越好，离不开每一名村干部的辛勤

付出。”

今年 1 至 4 月，该县“雏雁”队伍共解

决 环 境 整 治 、产 业 发 展 等 方 面 问 题 80 余

个，协调纠纷 60 余起，乡村处处焕发新气

象、新活力。

5 月，共青团江西省委授予 22 名优秀

青年第 27 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其中有一

批科研工作者，他们矢志科研，不负青春，

闯关夺隘探索未知，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铮铮誓言，充分彰显新时

代江西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敢于探索求真务实

喻恺，南昌航空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

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教授，从事土壤污染防

控研究。

“青年科研工作者要敢于探索未知。”

多年来，喻恺一边学一边研究、一边实践一

边探索，辗转于实验场所、污染场地、教学

课堂，扎实开展基础科研。针对土壤环境

污染领域的关键难题，他研发出目前世界

上已知活性最高的原子簇级零价铁污染治

理修复材料，开发了多维度污染土壤评价

与修复技术。

为获得土壤污染对比背景数据，喻恺

奔赴全国各地土壤监测点采样化验。他曾

和同事两人日夜兼程驱车 2200 公里奔赴内

蒙古的西北部、背负仪器设备和几十公斤

的土壤样品行走在茫茫戈壁……黑龙江佳

木斯、甘肃白银、云南红河等地都留下了他

为科研奋斗的印迹。

科研很艰苦，但是努力付出就有回报，

由喻恺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制定的“建设

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2019 版）”，于 2019
年由生态环境部推行为国家行业标准。

基础科学研究的落脚点在于解决实际

问题。为助推土壤修复产业升级，喻恺着

力促进成果转化，目前已将研究成果推广

应用于 30余项实际场地污染修复项目。作

为省生态环境厅土壤污染防治核心专家，

他在几十项污染场地实际工作中积极引入

先进环境管理与精细化技术经验，成效显

著。“每当看到经过治理的地块焕发新的生

机，会特别自豪，觉得运用所学改善了环

境，推动了城市发展，这正是矢志科研的意

义和价值。”

对于此次荣获第 27届江西青年五四奖

章，喻恺表示，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

种鞭策，他会将荣誉转化为前进的动力，矢

志科研报效国家。

保持热忱勇毅前行

“我成长的每一步都凝结着恩师们的

教诲与关怀，作为青年，我们要向老一辈科

研工作者学习，勇攀科学高峰，努力报效祖

国。”杨慧，江西农业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

学院研究员，第 27 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获

得者。杨慧长期专注于畜禽遗传育种和肠

道菌群基础研究和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成

果实现了基础理论和育种技术的创新，推

动了国内畜牧行业科技进步。

针对一项国际研究难点，杨慧作为科

研主要完成人和课题组成员，收集了 5100
多份实验样品，经过不断探索、试验，最终

该项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自然》杂志上。这是我国畜牧学科领域首

篇发表在《自然》杂志的研究成果，对于培

育节粮型和快长型生猪新品种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

科研充满挑战，挫折乃是常态。“科研

工作者要坐得住冷板凳，目标清晰，矢志

不渝，多总结反思，在挫折中勇毅前行。”

杨慧说。

近 10 年，杨慧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影响

猪生长性能的肠道微生物鉴别及应用。她

告诉记者，提升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效率

可以提高养猪业经济效益。肠道微生物可

以提供宿主自身不能完成的一些生理功

能，如合成维生素、消化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等，那么肠道微生物是否直接或间接影响

了猪的经济性状呢？

杨慧在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和陈

从英研究员指导下开始课题研究，鉴别分

离出多株肠道益生菌株，构建了家猪微生

物菌株库，系统分析肠道菌群对猪生长性

能的影响，从而科学阐明肠道微生物影响

猪生长性能的分子机制。

今年 4月，杨慧入选第八届中国未来女

科学家计划，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科研

工作者。杨慧表示，将带着对科研的热忱，

用实际行动诠释青年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和

担当，为推动畜牧行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

青春力量。

矢志科研 不负青春
——记第27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中的科研人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旻

雏雁破壳记
——全南县探索实施“百名领头雁”培养计划构建村级后备干部成长链

卢瑛琦

5 月 18 日，第三届“爱在西海·幸福 520”爱情跑鸣枪开跑，1314 名运动员在庐山西海畔尽情奔跑，享受运动乐趣。在

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庐山西海策划系列活动，发布“海誓山盟”旅游线路，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摄奔跑为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