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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门口尽享“诗意栖息”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曾悦之

本 报 抚 州 讯 （全 媒 体 记 者徐立鸣）

日前，抚州市 2021 年市级“揭榜挂帅”项

目《具 有 多 尺 度 蓬 松 结 构 纳 米 纤 维 滤 材

制 备 关 键 技 术》完 成 验 收 。“ 通 过‘ 揭 榜

挂 帅 ’让 我 们 攻 克 了 技 术 难 关 ，预 计 一

年 可 节 省 1200 余 万 元 生 产 成 本 。”江 西

掌 护 医 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姜 华 东

表示。

2021 年以来，抚州市积极深化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探索实施重大技术项目攻关

“揭榜挂帅”机制，破解了当地企业高层次

科技人才少、科技创新能力弱的困境，解

决了一批科创方面的难点痛点问题，为当

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

技 支 撑 。 三 年 间 ，该 市 共 征 集 项 目 需 求

238 个，“张榜”项目 123 个，实施国家、省、

市重大（重点）“揭榜挂帅”项目 118 个。目

前，抚州“揭榜挂帅”引才模式入选全国人

才工作最佳案例。

坚持靶向发力。为全面推进“揭榜挂

帅”机制，抚州充分发挥企业“出题人”作

用，聚焦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

优势产业，瞄准产业共性技术需求，坚持

以开放的视野引才聚才，不限地域、不设

门 槛 、不 问 出 身 ，以 能 力 、实 绩 为 选 拔 标

准，打破以往科技项目只接受省内单位申

报 的 地 域 限 制 ，面 向 全 社 会 广 发“ 征 集

令”，为“张榜”项目寻求最优研发团队和

最佳解决方案。

强化项目匹配。围绕打好关键核心

技 术 攻 坚 战 ，抚 州 主 动 当 好 金 牌“ 店 小

二”，对制约抚州产业发展的重大难题、行

业 共 性 关 键 技 术、重 大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项

目 均 进 行“发 榜 ”，实 现“破 解 企 业 难 题、

促 进 成 果 落 地 、推 动 产 业 发 展 ”的 目 标 。

2021 年 以 来 ，抚 州 通 过“ 走 出 去 ”“ 请 进

来”相结合的方式，主动对接近 100 余所

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征集解决方案，

邀 请 相 关 专 家 、服 务 机 构 到 抚 州 与 企 业

“一对一”对接，匹配有效解决方案。三年

来 ，该 市“ 张 榜 ”项 目 共 吸 引 约 300 家 高

校 、科 研 院 所 参 与揭榜，高校、科研院所

参与率达 90%，多家单位参与同一项目揭

榜比例超 50%。

完善配套机制。抚州开发建立了抚

州市揭榜挂帅云服务平台，在全国发布榜

单信息，拓宽榜单发布渠道，扩大影响力，

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不及时等问题，

促进了揭榜挂帅项目对接和管理。同时，

当地通过云服务平台实现了线上技术需

求申报、技术攻关方案提交、揭榜项目管

理等，为“揭榜挂帅”制度高效运行提供了

保障。该市还探索推行了信用承诺制等

制度，实现全过程跟踪服务，在发现失实

失 信 行 为 时 ，及 时“停 榜 ”，形 成“揭 榜 挂

帅”闭环管理。

靶向发力 精准施策 完善机制

抚州多措并举推进“揭榜挂帅”开新局
近日，记者走进江西农业大学水产

系泥鳅养殖教学实践基地，只见一个个

圆形的泥鳅养殖桶内，一群群小泥鳅在

碧绿的水葫芦下穿梭游弋。

“为什么泥鳅要养在水葫芦之下

呢？”记者问道。

“水葫芦具有吸收营养盐和有机物

质的能力，能够保持环境的稳定，而且，

泥鳅怕打扰，水葫芦可以为泥鳅提供遮

阳和躲避的场所，免得人走过来就害怕

啊。”江西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王自蕊

从养殖桶里捞出一条幼鳅说道，“看这

小泥鳅，有着‘水中人参’之称，肉质细

嫩，营养价值高，干煸泥鳅可是江西小

炒的一道名菜。”

王自蕊是江西农业大学水产系主

任，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黄鳝

泥鳅营养与饲料岗骨干成员，许多养殖

户亲切地称她为“泥鳅专家”。10 余年

来，王自蕊带领团队先后承担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

题、江西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抚州市重

点研发计划“揭榜挂帅”项目等科研课

题的攻关，主要开展泥鳅等水产饲料配

制、营养需求、健康养殖技术研究，研究

成果获 1 项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

等奖。

“泥鳅在苗期生长速度慢、成活率

低，主要原因是泥鳅苗个体小、口器较

小，器官发育较慢，对开口饲料要求十

分精细。”王自蕊告诉记者，以往人工繁

殖泥鳅苗培育过程中，难以有适宜的饲

料满足其生长成活需求，导致泥鳅苗期

生长速度慢，死亡率高，常规培育泥鳅

苗往往成活率不足二成。“要知道泥鳅

幼苗从出生至第 3天、第 3天至第 11天、

从 11 天到第 25 天……不同时期对食物要求不一样，曾经有养

殖户不知晓这个规律，在泥鳅苗十分幼小的时候投颗粒饲料，

但泥鳅苗根本无法开口，导致满塘‘全军覆没’，损失惨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适宜的饲料是提高泥鳅生长速度和成

活率的关键因素，对此王自蕊带领团队连续多年开展多组试

验，通过研究发现，泥鳅出膜后第 3天投喂小球藻，后期再投喂

轮虫和卤虫幼体，幼鳅阶段采用水蚯蚓作为开口饵料可获得较

好生长性能，且不易破坏水质，攻克了由开口饵料的不适口性

导致泥鳅苗种培育失败的关键问题。不仅如此，针对泥鳅苗长

大后饲料中进口蛋白源替代的“卡脖子”问题，王自蕊和团队师

生潜心钻研，寻找替代鱼粉、豆粕等常规蛋白饲料的优质蛋白

源，为养殖户科学养殖、增收致富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在科技兴农的道路上，王自蕊所在的专家团队，带领江西

东乡泥鳅科技小院，扎根田间地头，服务“三农”一线。在科技

小院科技帮扶下，抚州市东乡区泥鳅产业发展迅速，建立养殖

基地 54 个、养殖合作社 70 个，养殖面积达 4000 亩，带动 1600
余名养殖户增收，年产值达 2.5 亿元，让小泥鳅“游出”乡村振

兴致富路。

在种业振兴方面，王自蕊带领团队联合江西省东乡区国

家泥鳅种质资源场，对鄱阳湖区域泥鳅种质资源进行普查与

收集，构建较为完善的种质资源保护库。针对泥鳅近亲繁殖

多、苗种引种成本高，成活率低等问题，开展了泥鳅种苗的培

育，选育出高品质苗种，提高了鄱阳湖泥鳅种质群体保存能

力，并从密度、水质、营养方面加强亲鱼的培育质量，提升鄱阳

湖泥鳅良种繁育水平。

“情系‘三农’守初心，科技引领促振兴。”王自蕊说，她要

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将青春热血献给农业事业，当好一名引领

科技深入乡村的“新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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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栖息地”“阅读空间”“文化

沙龙”……九江市浔阳区十里大道的路墙

上，一个个读书标语格外引人注目。盛夏

时节，位于该主干道中段的浔阳区人民教

育书店，舒缓的音乐从书店传出，如一缕

夏日清幽的风。在此选购喜欢的书籍、聆

听名家讲座、体验非遗技艺、关注当地文

创，早已成为当地市民家门口文艺生活方

式的选择。

6 月 22 日 14 时，十里大道，人来车往，

三三两两的行人来到浔阳区人民教育书

店，参加一场以长江文化故事为主题的文

化活动。活动伊始，书店创始人李直潮就

在 本 子 上 写 下“ 甘 棠 纪 讲 坛 第 56 期 ”纪

要。翻阅李直潮的记录本，笔者看到上面

记录了“茅盾文学奖好书分享会”“九江民

间文化拾遗”等讲坛主题和内容。该讲坛

自 2009 年开办以来，著名学者康震等到此

分享好书，也有本地学者走上讲坛推介地

方文化、普通读者在此以书会友。

甘棠，得名于九江市城区甘棠湖，临

湖的甘棠街道拥有能仁寺、大胜宝塔、浔

阳楼等古迹。李直潮介绍，讲坛用“甘棠”

二字命名，具有地方文化属性，如今，甘棠

纪讲坛已发展成为该书店的子品牌。

“甘棠纪讲坛”是浔阳区人民教育书

店融合发展的阶段成果。早在 2007 年该

书店创立之初，李直潮就设立包括“讲坛”

“文创”等多元发展规划。从中华书局离

职返乡后，李直潮萌生创办书店的想法。

当年 6 月，他选择了在九江市浔阳区十里

大道上创办了“浔阳区人民教育书店”，他

希望将其打造成为当地人家门口的一座

文化地标，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尽享“诗意

栖息”。

如今，这个目标实现了吗？面对着笔

者的发问，李直潮没有直面回答，他带领

笔者参观书店，并分享了 17 年营运该书店

的心得。

徜徉于书店，于细微之处见匠心：随

处 可 见 的 雕 刻 牌 匾 、中 式 屏 风 …… 空 间

典雅、幽静。“课余时间，我喜欢在这种舒

适的环境中学习。”九江市第三中学学生

张 承 溪 是 书 店 常 客 ，因 该 校 与 书 店 仅 百

米 之 隔 ，像 她 一 样 走 进 书 店 来 学 习 的 人

不在少数。得益于优雅的阅读空间和丰

富 的 图 书 资 源 ，该 书 店 成 了 该 校 学 生 的

“第二课堂”。

“书店创立之初就注重空间布局，为

读者提供舒适阅读环境。”李直潮介绍，在

总面积为 1200 平方米的空间里，共设有社

科文学区、书吧休闲区等 8 个区域。此外，

为了方便读者购书，2023 年，该书店引进

了更为先进的零售系统，实现线下门店自

助收银、线上选书当天配送等服务。截至

目前，书店共吸纳会员 56532 人，2023 年全

年完成销售 1018万元。

书店，不仅仅止于阅读。在今年 4 月

20 日举行的第二届江西省全民阅读大会

上，浔阳区人民教育书店凭借着阅读服务

之美、业态创新之美、融合发展之美、文化

传承之美等亮点，获得江西省“年度最美

书店”称号。细心的读者发现，书店二楼

的文创小巷，诸多亮点，尽在其间。

白鹿洞书院教规系列、琵琶亭雪糕、

浔阳物景等文创产品均是书店研发。其

中，在书店销售最火爆的就是白鹿洞书院

钥匙扣。此外，书店还与九江市博物馆、

濂溪区等合作，让地方文化以更多新面貌

走向大众。

以书为媒，以书会友。风雨 17 载，书

店与不少文艺界朋友结下书缘，今年 93 岁

的 九 江 籍 画 家 陈 尚 秋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员 。

他长期生活在九江，码头、古建筑、街头手

艺等城市记忆，均被他以民俗画的形式记

录下来。近期，由该书店策划，将陈尚秋

民俗画系列作品进行整理出版。针对有

价值的地方文献、古旧书籍，书店也将对

其整理出版，旨在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地方

文化。

萍乡再添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本报萍乡讯 （陈记昌）近日，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江西鑫通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为萍乡市继江

西省工业陶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西蓝翔重工有限公司、上

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萍乡）研究院之后，获批的第 4 家国

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据了解，鑫通机械成立于 1992 年，是集地下矿山、地下煤

矿及隧道工程成套装备研发与生产于一体的专业企业，是国

内最大的隧道掘进设备生产基地之一。该公司一直致力于创

新和技术研发，先后获得 300 多项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及多项

省市科技进步奖，获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

近年来，萍乡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聚焦创新

引领发展，持续优化人才政策机制，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全力推

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同时，精准对接企业对科研人才需

求，扎实推进人才引育，加大博士后人才招引，全力支持企业提

升科研创新水平。目前，该市共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4 家、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3 家，对吸纳集

聚高层次人才、提升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具有重大意义。

6 月 29 日，新余市铁路幼儿园在孔目江国家湿地公园开

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当天，蓝天救援队队员、志愿者向孩子们

讲解了防溺水知识及救生衣使用方法，增强他们自我保护意

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

▲6 月 26 日，永修县三角乡永善村，农户在田里冒雨插

秧。当天，天空阴雨连绵，农户身披雨衣抢种晚稻，他们动作

熟练，有序地将秧苗插入泥土，不误农时种下丰收的希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6 月 20 日，在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清湖村，农民在田里

起水稻秧苗。夏至时节，吉州区各地农户抢抓农时开展水稻

起秧、插秧等工作，田间地头呈现一派忙碌景象。

特约通讯员 李 军摄

夏至插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