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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
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本报讯 （朱晨欣）截至5月22日，对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江西省移交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69件，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

报调查处理情况。根据督察要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

情况一览表将在报纸、网站等媒体上公布（详情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截至当日，移交我省的第五批信访举报件 69 件，均按期办理、反

馈，已办结 68 件（含阶段性办结），其中：南昌市 18 件，已办结 18 件；九

江市 2 件，已办结 2 件；景德镇市 2 件，已办结 2 件；萍乡市 1 件，已办结

1 件；新余市 2 件，已办结 2 件；鹰潭市 3 件，已办结 3 件；赣州市 12 件，

已办结 12 件；宜春市 3 件，已办结 3 件；上饶市 12 件，已办结 11 件；吉

安市 5件，已办结 5件；抚州市 9件，已办结 9件。

截至当日，移交我省的前五批信访举报件 264 件，均按期办理、反

馈，已办结 258 件（含阶段性办

结），其中：南昌市 72 件，已办

结 70 件；九江市 19 件，已办结

18 件；景德镇市 9 件，已办结 9
件；萍乡市 6 件，已办结 6 件；

新余市 11 件，已办结 11 件；鹰

潭市 7 件，已办结 7 件；赣州市

42 件，已办结 42 件；宜春市 16
件，已办结 16件；上饶市 33件，

已办结 30 件；吉安市 20 件，已

办结 20 件；抚州市 29 件，已办

结 29件。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江西移交第十四批信访件

本报讯 （朱晨欣）5 月 22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江西移交第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21 件（来电举报 63 件、来信举报

58件），其中重点关注 11件。

从信访举报件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类型来看，涉及水 36 件、大气

30 件、生态 16 件、噪声 13 件、土壤 11 件、其他类型 17 件（一件举报可

能涉及多种问题类型）。

从区域分布上看，南昌市 26件、宜春市 16件、上饶市 14件、吉安市

14件、赣州市 13件、抚州市 10件、九江市 8件、萍乡市 8件、新余市6件、

景德镇市3件、鹰潭市3件。所有举报件均已及时转交相关设区市处理。

截至 5 月 22 日 10 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省

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1176件（来电 893件、来信 283件），其中重点关注

110件。各地累计信访举报件为：南昌市 301件、赣州市168件、上饶市

149件、九江市 118件、宜春市 93件、吉安市 92 件、抚州市 91 件、新余市

43件、景德镇市42件、鹰潭市41件、萍乡市 38件。

2024 年 5 月 8 日至 6 月 8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

江西。其间，群众可拨打举报电话 0791-88918612，或通过江西省

南昌市A340号邮政信箱，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问题进行举报。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倪可心）5 月 22 日，江西网络文学发展交流座谈

会在景德镇举行。此次座谈会特邀多位国内网络文学研究专家、作家，共

同探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趋势，为江西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小青出席座谈会并致辞。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书记处书记胡邦胜出席并致辞。

卢小青指出，近年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出台《江西省关于促进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若干

措施》，成立江西省网络作家协会，创新开展网络文学职称评定，有力推动

全省网络文学作品数量、“大神”作家人数等快速增长，综合实力跻身全国

“第一方阵”。

卢小青强调，当前网络文学已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重

要力量。江西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厚重的红色文化、悠久的历史文化、

独特的绿色文化是江西繁荣发展网络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

库。要强化网络文学精品创作，深入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完善网

络文学精品扶持和激励机制，开展好推优活动，加强版权保护，推动更多赣

版网文出圈、出彩、出海。要加快推进网络文学成果转化，建设江西网络文

学产业转化平台，健全机制，促进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向影视剧、微短剧、动

漫等领域转化，更好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建强网文赣军，健

全完善网络文学人才培养、激励等工作机制，实施江西网络文学“名师带徒”

计划，开展网络文学人才职称评定，让江西网络作家层出不穷、“网文大神”

不断涌现。

江西网络文学发展交流座谈会举行
卢小青出席并致辞

本报景德镇讯 （全媒体记

者李政昊）5 月 22 日，2024 年江

西省文化强省建设推进大会期

间，“捻土成金”——首届全国

“青花奖”陶瓷首饰创意设计大

赛作品展中的 40 件获奖陶瓷

首饰作品在陶瓷博览交易大厅

展出，呈现陶瓷文化与当代创

意相互碰撞的跨界之美。

据悉，此次陶瓷首饰创意

设计大赛是全国首次大规模以

陶瓷为主要材质的首饰大赛。

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陶

艺工作者、珠宝设计师、美术院

校师生等报名参赛，共收到戒

指、项链、手镯、耳饰、发饰、胸

饰等投稿作品 882 件套，经过

多轮评审，共有 300 件套作品

通过初评。5 月 13 日，通过由

11 名 国 内 外 权 威 专 家 组 成 的

评审团的严格评审后，最终评

选出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10 名、优秀

奖 15 名。这些获奖作品不仅

承载着传统韵味，更融入了时

尚气息，设计精妙、形态各异，

充分展示了陶瓷艺术的无尽魅

力和创新潜力。

本次活动由中国陶瓷工业

协会、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指导，景德镇

陶瓷大学、景德镇市委宣传部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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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溪川“景漂”创客 2.2 万名、陶

源谷入驻文创机构 200 余家……在

陶瓷市场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陶瓷版

权的价值日益显现，陶瓷版权赋能景

德镇陶瓷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激发着陶瓷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

5 月 21 日，2024 年江西省文化强

省建设推进大会期间，景德镇全国版

权示范城市建设成果展在景德镇国

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举办，以“版权

赋能 瓷上中国”为主题，通过展板、

宣传片、版权作品、技术演示等形式，

集中展现景德镇建设全国版权示范

城市的最新成果。

步入会场，滕王阁造型的茶器套

组、青花纹饰的陶瓷盖碗、传统白描

的陶瓷梅瓶等特色陶瓷作品整齐地

摆放在展台上，吸引了众多来宾目光。

“注册版权不仅是对公司设计的

保护，也是对我们产品的认可。”瑞牛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现

在景德镇陶瓷版权保护体系愈发完

善，让公司坚持走创新道路更有底气。

2021 年，景德镇市成为中部地

区首个“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并获批

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

制定出台《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

条例》《陶瓷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

《版权产业扶持办法》《版权创新创造

指导办法》等 10 多个相关配套文件，

积极营造尊重和保护版权的良好氛

围。2023 年景德镇全年版权登记达

3万余件，比 2019年增长近 30倍。

陶瓷版权保护的技术服务成为

展会焦点。景德镇瓷与链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拿着鉴证设备

对一件瓷瓶进行扫描，演示陶瓷版权

溯源技术“瓷链宝”的工作过程，只需

用设备“扫一扫”真假立现。

“和传统的眼看手摸不同，设备

通过扫描来鉴别陶瓷表面的微观特

征，辨别真伪就像指纹检测一样准确

又高效。”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没有陶

瓷 专 业 知 识 的 消 费 者 也 可 以 通 过

智能设备享受鉴定服务。

近年来，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

易中心围绕知识产权登记、保护、托

管、交易、转化、应用全产业链等方

面，构建集知识产权综合服务、交易

场所业务、园区运营业务、其他市场

化业务在内的“3+X”业务体系，开辟

版权赋能新赛道，助力陶瓷版权产业

生态不断优化，持续发力推动创意

成 果落地，让更多“景德镇制”走向

世界。

让更多“景德镇制”走向世界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政昊

本报德兴讯 （全媒体记者卞晔）5 月 22 日，全省油茶竹产业暨林下经

济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德兴市召开，省委常委梁桂出席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省农业

产业化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强化全产业链理念，改变传统抓

法，改进工作方式，改善产业生态，大力推动我省油茶、竹产业和林下经济

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作出新贡献。

梁桂肯定近年来我省发展油茶、竹、林下经济等产业工作成效。他指

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因地制宜，在精细化种植管理上下功夫，完善基

础设施，着力解决“重造轻管”问题，推进良地良种良技良法集成推广。要

坚持集群发展，在培育壮大产业上下功夫，着力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大力发

展森林康养、森林旅游，不断延伸林业产业链条、提升林业产业竞争力。要

坚持市场牵引，在拓展营销渠道上下功夫，积极对接高端商超平台及餐饮

机构，加大品牌整合推广力度，提高江西山茶油知名度。要按照省委“大抓

落实年”活动要求，强化部门协作，完善政策供给，形成大抓油茶、竹产业和

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会后，梁桂来到德兴市红花油茶种植基地、德兴市盒马村数字化农业

示范区、德兴市职业中专调研。他强调，要不断提升龙头企业的引领力带

动力，强化科技赋能，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全面排查

校园安全隐患，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筑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有力有效防范

化解各类风险，牢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

全省油茶竹产业暨林下经济
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召开
梁桂出席并讲话

网络文学正成为最具有活力的新文学样式之一，

也正在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代表。5 月 22 日，作为 2024 年文化强省建设推进大

会重要活动之一的江西网络文学发展交流座谈会在景

德 镇 召 开 ，业 内 专 家 学 者 齐 聚 ，共 探 江 西 网 络 文 学

发展。

“市场显示，近年来中国网络文学产业市场规模、

作者规模、用户数量增长迅速，甚至‘狂飙’海外。”阅文

集团副总裁、总编辑杨晨表示，中国网络文学在大众参

与、全球共创下不断发展壮大，彰显蓬勃的文化生产

力，扬帆远航的网络文学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力量。

我国网络文学缘何频频出海，获得众多海外书友

喜爱？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刘炜表示，中华五千年

文明延绵至今，是中国网络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源

泉。我国网络作家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汲

取养分，拥有了宏大视角、广阔胸怀以及进行宏大叙事

的能力，形成了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的独特韵味。

网络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给予广大读者源源不

断的能量，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昂扬向上的中

国。“网络小说《大国重工》《复兴之路》等现实主义作品

被大英图书馆收藏。一些立足火热社会实践、面向广

阔日常生活的精品网络文学作品能收获更多共鸣、走

向更广阔天地，也从侧面说明网络文学可以在反映中

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多、更扎实、更全面的作

用。好作品一定会持续不断影响着读者大众，直到影

响世界。”知名网络文学作家陈莉锋说。

网络文学不仅赋能产业发展，也带动了产业升

级。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网络文学研究专家许苗苗对

我省网络文学的积极创新给予肯定：“比如《第九农学

基地》，它让故事的发生着落在现实世界，其奇花异草

来自赣鄱大地的滋养。三清山风景区开展了‘文旅+
网络文学 IP’征文活动，把本土地域文化和网络文学的

奇幻想象相结合，为当地文化和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当下，网络文学已进入提质升级的发展期。如何

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富矿、深扎现实主义实践，让网

络文学创作精品化、经典化，让网络文学研究专业化、

理论化？这都需要进一步思考。“江西拥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也有一批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家。期待在这

片热土上，能产出更多精品力作，成为推进文化自信的

重要力量。”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对江西网络

文学充满期待。

肥沃的土壤催生百花齐放。近年来，我省出台

《江西省关于促进网络文学繁荣发展的若干措施》、

创新开展网络文学职称评定等举措，为网络文学繁荣

发展带来新机遇。目前，江西网络文学创作综合水平

已处全国第一方阵，拥有数千名网络作家，其中全国

各大文学网站重点签约作家 200 余人、中国作协会员

网络作家 18人；网络文学创作主力趋于年轻化，“95后”

“00 后 ”带 来 更 加 多 元 的 题 材 和 更 为 天 马 行 空 的 想

象；“国潮”写作成为风尚，网络文学愈发成为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我省网络文

学正步入健康发展轨道，网络文学作品精品化、主流

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网络文学创作生态持续改善、产

业迅速壮大。

以网络文学书写文化自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

5 月 22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江西展团展区，工作人员正布置“样式雷”建筑模型

展品。5月 23日至 27日，第二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江西展团设置六个展区，有近百家企业、2000件套产品参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本报讯 （曾悦之）以文会友，博

览天下。5月23日，为期5天的第二

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开幕。22日，笔者提前探馆被誉为

“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深圳文博会。

本届文博会展馆面积 16 万平

方米，设八大展馆，共有 6015 家政

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

参 展 ；有 超 12 万 件 文 化 产 品 和

4000 多个文化产业投融资项目将

在现场展示和交易；有头部文化企

业、顶尖文创产品、优秀非遗项目、

新兴业态集中亮相。江西展馆内，

传 承 与 创 新 并 举 ，文 化 与 科 技 齐

飞 ，近 百 家 企 业 尽 显 文 化 担 当 ，

2000件套展品尽展赣鄱风韵。

在江西展馆入口，悬浮于展馆

上端的江西地图造型引人注目，多

彩而立体，围绕在它周围的滚动横

屏，轮番播放着江西精彩文化活动

剪影和珍贵文物图景以及大美山

水画卷，大气新颖。

“ 陶 瓷 文 化 ”“ 样式雷”“数字

文化”“非遗传承”“省属文化企业”

“精品文创”六个展区，从多角度展

现 了 我 省 文 化 产 业 取 得 的 最 新

成果。其中，景德镇陶瓷展区格外

亮眼，一件件以扒花、描金工艺制

作的陶瓷装饰展品精美无瑕。扒

花技术画出的复杂花卉或自然主

题图案，增加了艺术品的观赏性，

而描金工艺又使图案更加生动和

立体。

本届参展企业和展品数量比

2023年分别增加了 15%和 30%。展

品都制作了二维码，观众可现场扫

码购买，一些展商已开始直播带货。

江西展馆尽显多彩魅力

5 月 22 日 ，在 景 德 镇

陶溪川陶瓷产业带直播基

地，陶瓷创客团队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电商直播。近

年来，景德镇陶文旅集团

依托陶溪川文创街区特色

优势，统筹陶瓷产业数据

资 源 整 合 共 享 和 开 发 利

用，促进陶瓷数字产业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

陶溪川陶瓷电商一体化中

心等六大板块，构建现代

化陶瓷产业体系。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