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清晨，微风拂过萍乡市

湘东区东桥镇草市村的藤茶基

地，鲜嫩的小芽迎风摇曳，清香

扑鼻。脱贫户高春莲头戴斗笠，

侧背竹篓，穿行在藤茶林间，手

指轻轻一掐，娴熟地将嫩芽采摘

下来。一个上午，她采了 4 公斤

藤茶。

“到了采摘季，在家门口做

事，每天有 100 多元收入，一年能

挣 2万多元。”高春莲说。

藤茶虽然叫茶，但不属于茶

叶科，是一种藤本植物，有清热

解毒、润喉利肺的功效，当地人

喜欢饮食藤茶。每年 4 月至 10
月份，村民都会上山采茶。

近年来，湘东区大力推动藤

茶由野生化走向产业化，将山间

树 叶 打 造 成“ 黄 金 叶 ”，助 力 村

民增收致富。“东桥镇以百里乡

村振兴示范带项目为契机，投入

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298 万元，以

‘公司+合作社+农户+脱贫户’

的发展形式，打造了集藤茶仿野

生种植、藤茶加工基地、藤茶科

研中心于一体的农产品展销基

地，年产值 100 万元，带动 100 余

名脱贫户就近就业。”东桥镇副

镇长文婉铃说。

随着栽种质量和采摘效率

的不断提升，一些制药企业主动

上门，对接求购藤茶原叶。“这批

刚制好的藤茶马上就要送到药

厂去。”炒茶师傅文生发说，湘东

藤茶总黄酮平均含量≥35%，提

取率高，是药企提取黄酮素制作

护肝片的重要原料。

如 今 ，湘 东 藤 茶 基 地 亩 产

值 达 到 5000 元 以 上 。 山 丘 上 ，

一垄垄茶树，一片片绿叶，成为

村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希 望 树 ”“ 黄

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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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今 年 5 月 起 ，南 昌 市 不 动 产 登 记 中 心 积 极 探

索“竣工即交证”形式，南昌县某楼盘一开盘就卖

出 12 套 房 子 。 购 房 现 场 ，一 名 业 主 表 示 ，除 了 房

价达到心理预期外，“交房即交证”也是打动他果

断下单的一大原因。

笔 者 注 意 到 ，早 在 去 年 ，上 栗 县 就 在 全 省 率

先 推 出“ 交 房 即 交 证 ”举 措 。 在 推 行 此 项 改 革 之

前 ，上栗县的房产开发商都是在房屋基本建成时

才 开 始 办 理 验 收 的 相 关 手 续 ，其 中 涉 及 规 划 、消

防等多个环节 ，只有在前一个环节办好后才能继

续办理下一个。这样的流程导致办事效率低 、耗

时 长 ，如 果 其 中 某 一 环 节 出 了 问 题 ，购 房 者 的 房

产证就可能办不下来。上栗县的改革 ，让当地购

房 户 吃 了“ 定 心 丸 ”，不 仅 在 当 年 救 活 14 个“ 烂 尾

楼”，还卖出了 1400 余套商品房。

安 土 重 迁 ，黎 民 之 性 。 自 古 以 来 ，住 房 就 是

老 百 姓 安 身 立 命 之 本 。“ 一 手 拿 钥 匙 ，一 手 拿 房

本”的背后关乎民生福祉，但长期以来，因监管缺

位 、预售房款被挪用 、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等原因，

一 些 房 产 开 发 项 目 成 为“ 烂 尾 楼 ”的 情 况 常 有 发

生 ，导 致 购 房 者 办 不 了 不 动 产 权 证 ，也 无 法 办 理

落户手续 ，享受不到新房所在地各项社会福利政

策。特别是购买了学区房的家长 ，如果不能如期

拿到房产证，会影响孩子就学。因此，“交房即交

证”成为很多购房者的迫切需求和愿望。

做 好“ 交 房 即 交 证 ”工 作 并 不 容 易 ，涉 及 税

务 、住 建 、银 行 等 多 个 部 门 ，业 务 流 程 复 杂 。 因

此 ，必 须 通 过 流 程 再 造 、部 门 协 同 、信 息 共 享 、强

化监管等方式，才能实现不动产登记申请 、缴税 、

缴 纳 维 修 资 金 、领 取 房 产 证“ 零 时 差 、零 等 待 ”的

无缝衔接。

正 因 为 如 此 ，在 当 前 房 地 产 市 场 处 于 深 度 调

整 期 的 背 景 下 ，“ 交 房 即 交 证 ”应 成 为 常 态 ，成 为

各地新建商品房的标配。此举不仅可解民忧 ，更

有 利 于 重 塑 房 地 产 市 场 信 用 体 系 ，恢 复 和 提 振 消 费 者 购 房

置业信心。

炒出一道拿手好菜
午饭过后，稍作休息，“陈氏电厂螺蛳”

店主陈长青就开始忙碌起来。他将刚送到

店的螺蛳浸泡在清水中，滴上几滴香油，待

螺蛳吐出泥沙后，再一粒一粒精心挑选个

头大、壳青黄的新鲜螺蛳，剪去尾部，搓洗

干净，焯水、去腥，放入大蒜、生姜、辣椒、花

椒以及陈氏秘制调料，焖煮 1 小时，一锅鲜

香四溢的螺蛳就做好了。捏起一个，放入

口中，用力一吸，细嫩的螺蛳肉滑入口中，

香辣上头，让人欲罢不能。

今年 71 岁的陈长青是“电厂螺蛳”品

牌创始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宜电厂

附近的群众发现，因为电厂排放的冷凝水

温度较高，十分适合螺蛳生长，附近稻田、

小河里的螺蛳长得又大又肥，经常有人捡

回家炒着吃。

1992 年，陈长青在分宜电厂开了一家

小餐馆。有一次，两个女儿陈美鸽、陈美兰

捡了半桶螺蛳回家，陈长青炒了一大盘，一

家人“嗦”得津津有味，一个到餐馆吃饭的

山东客人也尝了尝，大呼“美味”，当即请陈

长青专门为他炒了一盘螺蛳。吃完后，山

东客人向陈长青建议：“何不把螺蛳作为你

们餐馆的招牌菜？”

螺蛳也能成为招牌菜？陈长青虽然有

些怀疑，但还是试着炒了一些螺蛳卖，没想

到很受客人欢迎。于是，螺蛳正式上了他

家小餐馆的菜单。开始，陈长青炒螺蛳时

只是加入生姜、辣椒等普通佐料，后来，他

试着加入桂皮、白芷、香叶等中草药，味道

越来越好，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调料配

方，用他秘制配方炒出来的螺蛳，风味独

特，深受客人喜爱，小餐馆的生意越来越

火，于是，他干脆打出了“陈氏电厂螺蛳”的

招牌。

如今，“陈氏电厂螺蛳”每天卖出螺蛳

少则三四十公斤，多则七八十公斤。去年，

陈长青的小餐馆纯利润有 40 多万元。女

儿陈美鸽、陈美兰炒螺蛳的手艺也深得父

亲真传，两人结婚成家后，各自在分宜市区

开了一家以“电厂螺蛳”为主打菜的餐馆，

每家店的年营业额超过 100 万元。靠着这

盘拿手好菜，陈家父女三人发家致富。

打造一个“网红”小镇

见陈长青把小螺蛳做成招牌菜，其他

人也看到了商机。从 2013 年起，以“电厂

螺蛳”为招牌菜的餐馆纷纷涌现，仅在分宜

电厂，就有十几家“电厂螺蛳”，形成一个远

近闻名的螺蛳特色小镇。而在新余市，打

着“电厂螺蛳”招牌的餐饮店多达百余家，

“电厂螺蛳”的名气越来越大。

夏日来临，每到周末和节假日，都有大

量新余、宜春、湖南、安徽等地的客人专门

驾车来到螺蛳小镇，只为尝一口“电厂螺

蛳”的独特美味。“嗦”螺蛳，成为分宜县“夜

宵经济”的重要内容。高峰季节，分宜县平

均每天可“嗦”掉螺蛳 4000公斤。

小小螺蛳，带火了分宜县餐饮市场。

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螺蛳产业，2022年，分

宜县引入资金 10 亿元，启动螺蛳小镇景区

建设，包括樱花公园、螺蛳集市、剧本杀等

12 个核心区项目，以及大众澡堂、民宿、萌

宠 表 演 剧 场 等 8 个 非 核 心 区 项 目 。 围 绕

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进一步丰富螺

蛳小镇的旅游业态。

螺蛳小镇景区利用背山面水的特点，

围绕环钤阳湖慢生活圈，打造古村、古桥、

古城、古庙、古洞“五古”景点。景区将于今

年 7 月中旬建成开放，届时，螺蛳小镇将成

为分宜县城市微景观、城市微度假的网红

“打卡”地。待螺蛳小镇开放后，分宜县预

计每天要“嗦”掉螺蛳 6000公斤以上。

养出一个特色产业

“看，这田里的螺蛳个大肉肥，销路非

常好！”6 月 23 日上午，分宜县湖泽镇汉塘

村村民何炜根从田里捡起一捧螺蛳，笑呵

呵地对记者说，“入夏以后，夜市很旺，螺蛳

需求量增加，我们今年已经卖出去 1 万多

公斤螺蛳。”

2022 年，汉塘村瞄准市场需求，采用

“水稻种植+螺蛳养殖”共养形式，发展稻螺

种养面积100亩，按每亩产300公斤螺蛳，每

公斤螺蛳卖6元算，年产值约18万元。养殖

螺蛳不能施喷农药，因此稻螺共养产出的大

米价格也较高。按每公斤大米售价 20 元

算，100亩稻田每年水稻产值约50万元。

今年，汉塘村还统筹乡村振兴衔接资

金 68 万元，建起了一座集螺蛳加工、技术

培训于一体的厂房。

汉塘村发展稻螺共养，是分宜县打造

螺蛳特色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

分宜螺蛳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如何解

决螺蛳原料供应问题，成为产业发展的焦

点。分宜县因势利导，依托地域资源优势，

着力打造稻螺共养生态品牌。该县每年设

立 500 万元奖补金，对新建稻螺种养基地、

新创农业品牌、新增冷库和分拣中心等进

行奖补。

《分宜县加快推进稻螺共养产业发展

壮大的实施意见》提出，该县从今年开始，

以湖泽镇、杨桥镇等区域为重点，打造生态

循环、特色鲜明，面积在 500 亩以上的稻螺

共养示范基地 2 至 3 个，每个乡镇建设 1 个

100亩以上的示范基地，并在全县建立优质

螺蛳育苗基地 2 至 3 个，以满足每年新增稻

螺基地用苗需求。力争用 3 年时间，发展

稻螺共养产业面积达 1.5 万亩，形成连片产

业发展带。

同时，分宜县在工业园区发展培育 2
至 3 家年产值 1000 万元以上的螺蛳加工企

业；依托龙头销售企业，建立线上销售渠

道，拓宽螺蛳小吃市场；依托螺蛳小镇、介

桥古村和县城、新余、宜春等城区夜市，推

动螺蛳由卖初级产品向卖体验、卖风景转

变，进一步拓展产业增效空间，形成种养、

加工、饮食、销售相对完整的产业链，联农

带农益农机制不断健全，把小小的螺蛳打

造成年产值 10亿元的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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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蛳壳里做市场螺蛳壳里做市场

今 年 6 月 份 ，我 省 降 雨 天 多 了 ，日 照 少 了 ，气 温 在 20℃至

30℃之间。近日，南昌市空气相对湿度在 90%以上，最大空气相

对湿度 100%，处于饱和状态。有市民打趣地说：“空气湿润得可

以拧出水来。”

南昌为何会出现潮湿天气？这样的天气还将持续多长时

间？气象部门解释，进入主汛期后，南方暖湿气流比较活跃，当

暖湿气流遇到气温相对较低的地表墙壁，就很容易凝结成水滴，

形成了类似“回南天”现象。

“大家应尽量关闭门窗，避免潮气入侵。”气象专家说，室内

墙面凝结的液态水，是来自外界富含水汽的暖湿气流，这时候如

果开窗通风，会引入更多水汽。预防衣物和家具等物品发霉，关

键在于控制室内湿度，除了关闭门窗还可使用空调的抽湿功能。

此外，高温高湿天气，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容易传播扩散，市

民应勤洗澡、勤换衣物和鞋子，避免食用过期、变质的食物。

南昌市气象局防灾减灾科科长刘程介绍，预计到本月底，南

昌仍为多降雨天气过程，空气湿度较大，室内体感潮湿，建议做

好防潮、防滑等应对措施。

近年来，九江市深入推行劳动用工领

域诚信“红黑榜”制度，通过分类监管、奖惩

并举，让上“红榜”的诚信企业享受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

“在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方面，我公

司不仅可以享受优惠，还能用银行保函替

代实缴。”日前，九江鑫路交通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章文华说，由于该企业

承建的工程连续 3 年未拖欠农民工工资，

并依法落实用工实名制和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制度，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决定，对该企业在建的九江市一路面养护

项目，减半存储工资保证金。仅这个项目，

人社部门就为该企业释放了 100 万元流动

资金。而且，该企业在建的其他项目也可

享受同等优惠。

这得益于九江市正在推行的劳动用工

领域诚信“红黑榜”制度。

2021年，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规定》正式实施，明确施工总承包

单位应当在工程所在地的银行存储工资保

证金，与经办银行签订《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

款协议书》，并将协议书副本送属地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工资保证金按工程施

工合同额或年度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

九江市人社局副局长阮建民告诉记

者，为了让上“红榜”的诚信企业更快更准

享受政策红利，九江市利用农民工工资支

付预警平台，综合预警信息、执法情况等数

据，自动生成企业工资保证金缴存比例，实

现差异化缴存“免申即享”。同时，允许这

些企业使用银行保函替代现金存储工资保

证金，缓解其资金压力。

利好不止于此。今年 4 月，九江守信

田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获评“2023 年度九

江市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A 级单位”之后，随

即获得了日常巡视检查的“豁免权”。今

年，九江市实施分类监管之后，对上“红榜”

的诚信企业予以倾斜，对同一业态经营主

体检查事项优化整合，人社、市监、税务、文

旅等部门联动执法检查，通过进一次门、查

多项事，一次到位完成检查，避免出现检查

次数多打扰企业经营，营造出“无事不扰，

有需必应”的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

阵、舒心发展。

今年 4 月，九江市人社局评定出“2023
年度九江市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示范单位”6
个，守法诚信 A 级单位 62 个，并以“红榜”

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同时，该市还将

部分恶意欠薪的企业或个人纳入“黑榜”，

实施联合惩戒。

不久前，欧某打算在九江市承接一个

建筑工程劳务业务，进入实名登记阶段。正

当欧某志在必得时，项目总承包单位却突然

终止合作。经过咨询，他才知道自己被纳入

九 江 市 农 民 工 工 资 支 付 预 警 平 台“ 黑 名

单”。原来，2022年，欧某在一建设项目中，

通过各种理由扣押了农民工工资卡，非法套

取工人工资 70余万元。后来，人社部门、公

安部门对其实施联合惩戒，欧某因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失信让我在行业中寸步难行，后果太

严重了，悔不当初。”今年 6 月，欧某的两年

惩戒期满，从“黑名单”中自动移除。

九江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余鹏

介绍，截至目前，该市“红黑榜”制度已连续

执行 6 年。九江市对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对失信行为负有直

接责任的注册执业人员等实施市场和行业

禁入措施，取消参加评先评优资格等。对有

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

限制出境和限制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

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旅游度假、入住星级

以上宾馆及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施。商业

银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保险公司等金融

机构按照风险定价原则，对严重失信主体提

高贷款利率和财产保险费率，或限制向其提

供贷款、保荐、承销、保险等服务。

“联合惩戒失信者，不仅维护了工人

们 的 合 法 权 益 ，为 企 业 排 除 了 潜 在 的 雷

区，还净化了工程建设领域的用工环境。”

阮建民说。

本 报 奉 新 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6 月 23 日上午，奉新县

东风垦殖场上富分场厚田大队的黑斑蛙养殖基地里，养殖

户正在仔细观察黑斑蛙长势。该基地充分利用当地生态优

势，大力发展黑斑蛙特色养殖产业，助力群众增收。

当地引进先进的养殖设备，建立了标准化养殖场，对蛙

苗培育、饲料配制、疾病防控等环节进行精细化管理，确保

黑斑蛙品质和产量稳定提升。同时，积极开展技术培训，

帮助养殖户掌握科学养殖方法，提高整个产业链的专业化

水平。

厚田大队不断拓展黑斑蛙产业链，建立起专业化加工

车间，开发了多种黑斑蛙深加工产品，如冷冻蛙肉、各种口

味的蛙辣酱等，并与餐饮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断提升

产品的附加值。目前，该养殖基地已带动 63 户村民发展黑

斑蛙养殖，养殖面积共计 1500余亩，就业人数 500余人，村民

收入稳步提高。

助企纾困出实招
本 报 九 江 讯 （全媒体记者曹章保 通讯员胡敏）“企业用工

量猛增，厂区外停车位不够用，建议采取措施，方便园区职工停

车。”近日，在九江市柴桑区第 34期“柴商恳谈”会中，一家建材公

司的负责人提出诉求。“我们马上联合交警部门去现场勘察，在

厂区附近增加停车位。”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人当场

表态，这是该区面对面精准为企纾困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我们已召开 5 期‘柴商恳谈’会，收集企业诉求

73 个，目前已解决实际问题 25 个。”柴桑区营商办主任王芦萍告

诉记者，该区建立“企业+区领导+责任部门”挂点帮扶企业工作

机制，对全区 508 家重点企业实行区领导挂点帮扶。同时，开展

“百企评百股”“恳谈进百企”活动，邀请辖区各类企业对涉企的

百个股室进行打分，聘任 100 名区优化营商环境监督员，深入企

业面对面了解诉求。今年以来，“恳谈进百企”活动共走访企业

127家次。

近年来，宜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新建改建公交

港湾式站台 30 个、改造公交站台残疾人通道 62 个，上门办理残

疾人免费乘车卡 670 张，并打造 3 条敬老爱老专线，运行低地板

无障碍公交车，持续优化公交出行的“硬设施”和“软服务”，让群

众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潮湿天专家支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守信者处处受益 失信者寸步难行
——九江推行劳动用工领域诚信“红黑榜”制度

“香螺酌美酒，枯蚌藉
兰殽。”“炒螺奇香隔巷闻，
羡煞神仙下凡尘。”炎炎夏
日，螺蛳肥美。夜幕降临，
位于分宜县分宜电厂的螺
蛳小镇开始热闹起来，客人
们或带着亲人至爱，或约上
三五好友，来到夜宵摊前，
点一盘螺蛳、几瓶啤酒，一
边拉家常，一边“嗦”得有滋
有味。螺蛳小镇上空，弥漫
着浓浓的烟火气。近年来，
分宜县在小螺蛳上大做文
章，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群
众增收致富。

分 宜分 宜

特 色 招 牌特 色 招 牌

菜菜““ 电 厂 螺电 厂 螺

蛳蛳””。。

本报全本报全

媒 体 记 者媒 体 记 者

曹诚平曹诚平摄摄

山上长出“黄金叶”
姚雨婷 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 影

田里蹦起黑斑蛙

九江市劳动监

察部门深入项目建

设 一 线 普 法 ，并 摸

排欠薪线索。

本报全媒体记

者 付 强摄

看，又大又肥的螺蛳。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曹诚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