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3 日，市民在新余市渝水区城南街道金三角

“口袋公园”健身、休闲。近年来，渝水区积极推进“口袋

公园”建设，让往日杂乱老旧的区域摇身一变，成为市民

休闲的乐园。 通讯员 廖海金摄

▲7 月 2 日，市民在吉安市吉州区城北全民健身中心

游玩。近年来，吉州区因地制宜建设体育公园，着力构建

城市“10 分钟健身圈”，群众休闲健身有了好去处。

特约通讯员 李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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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主持参与的五项科技成果荣获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获奖项目缘何量质齐升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旻

6 月 28 日，省政府新闻办、

省 林 业 局 联 合 举 行 新 闻 发 布

会，对近日印发的《江西省深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

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

进行解读。

提升山区林区群众
幸福感和获得感

“江西集体林地面积广，山

区 林 区 人 口 多 ，林 业 产 业 链 条

长、就业容量大、从业门槛低，是

最适宜山区林区群众发展的绿

色富民产业之一。”省林业局副

局长刘宾表示，江西被列为全国

三个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

行区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赋

予的重大改革任务，要通过一系

列改革创新举措，增强生态保护

和林业发展内生动力，让满目青

山成为“金山”，提升山区林区群

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并为全国

提供更多创新经验和实践案例。

《建设方案》明确了 7 个方

面、19 项具体改革任务，包括深

化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

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发展林业

适度规模经营、优化林木采伐政

策，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构建

现代化林业产业体系、探索碳汇

价值实现途径、完善生态产品价

值补偿和交易机制、创新绿色金

融产品等。

林地和林木流转、
抵押时，如何办理不动
产权证？

林地和林木流转、抵押时，

如何办理不动产权证，是广大林

农林企关注的问题。《建设方案》

在这方面，有哪些改革举措？

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焦三梓说，我省将系统、

深入开展林权登记改革。一方面对原林权登记成果集

中进行清理规范，建立符合不动产登记规则要求的林权

类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因原林权登记成果图件缺失、界

址不清开展补充地籍调查的，费用由各级政府承担，不

向林农收取费用；另一方面推进林业管理与登记业务逐

步向乡镇延伸，实现减环节、减材料、就近办，由乡镇加

强林地承包经营和合同管理，发挥村组作用调查、核实

权属。

林木采伐管理、惠农惠企举措有哪些
新变化？

“在深化林木采伐‘放管服’改革上，既要放活，又要

加强监管。”省林业局副局长杨皓说，我省为此将采取 5
项举措：实行林木采伐限额 5 年总额控制政策；对短轮伐

期用材林、工业原料林皆伐作业试行按面积审批；对采

伐集体人工商品林蓄积量不足 30 立方米的，实行告知承

诺制审批；探索放开松材线虫病疫区内湿地松林木采

伐；各地不得限制人工商品阔叶林及其他合法的林木采

伐行为，不得随意实行“全域封山”。

围绕惠农惠企，我省提出以下新举措：培育新型林

业经营主体，支持林业龙头企业、林业合作社、家庭林

场，享受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等的财政扶持、金融政

策，并将林业机械设备纳入省农机购置补贴目录；支持

林木种植培育用电按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执行；提高政策

性森林保险保额，如商品林保险保额从每亩不超过 800
元提高到 1000元。

林业产业发展有哪些新动作？

围绕林业产业发展，《建设方案》提出 6 项创新举措，

包括支持利用公益林、天然林林下空间，发展林下经济，

培育森林康养和生态旅游等新业态；实施一批高质量林

业产业项目；支持将利用林间空地建设的生产资料库

房、采集储藏室、管护用房纳入“直接服务林业生产用

地”管理；支持建设林业产业园，真诚邀请国内外有实力

的企业家来赣投资；支持建立林产品初加工、仓储、物

流、交易等配套体系；加强区域公用品牌宣传和营销。

“我省将着力打造江西山茶油、赣竹等区域公用品

牌，支持赣南茶油、弋阳雷竹、铜鼓黄精等地方区域品牌

的宣传和营销，推动特色林产品进驻高端商超和星级餐

厅。”杨皓表示，这些举措有效推动全省林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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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在北京揭晓，我省主持参与的五项科技成

果获奖。在这场“国家级竞赛”中，我省取

得 了 近 年 来 最 佳 成 绩 ，获 奖 项 目 量 质 齐

升。此次我省获奖项目有何特点、科技成

果如何培育，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探析。

收获硕果

“ 此 次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提 名 评 审 工

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推动下，获奖项

目实现量质齐升。”省科技厅科技成果转

化促进处负责人刘清梅表示，由于 2021、

2022 年 度 都 没 有 颁 发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

积累了 3 年的项目角逐 2023 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获奖难度较过去大幅提升。今

年，省政府提名的 8 个主持项目中两项获

奖 ，同 时 我 省 参 与 完 成 的 项 目 有 3 项

获奖。

高校是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的

主力军，我省主持完成的两项获奖科研成

果均由高校完成。华东交通大学主持的

《复杂应力环境下软弱土基坑工程安全控

制绿色高效技术》项目，获发明专利 94 项，

成果应用在 20 余个省市 800 余项工程，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南昌大学主持

的《富含多糖的营养健康食品创制关键技

术与产业化》项目，催生出全新的多糖营

养健康食品绿色制造产业，该成果获发明

专利 16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获奖项目来看，我省优势学科和重

点 产 业 领 域 科 研 成 果 呈 现 向 上 向 好 态

势。此次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主要

分布在航空、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等我省

重点产业以及食品、土木建筑等传统优势

学科。值得关注的是，科技领军企业在技

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凸显，江西铜业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项目均

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厚植沃土

如果说，获奖项目是果实，那么厚植

科技创新的沃土是关键。近年来，我省连

续多年增加科技研发投入，打通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通道，持续改善科技创新环境。

有一组数据可见一斑：根据《中国区域科

技创新评价报告》，我省 2023 年综合科技

创新水平指数 60.27%，综合科技进步水平

居全国第 16 位，10 年间进步显著，比 2012
年提升了 9位。

刘清梅告诉记者，对于培育参加国家

科学技术奖的科研项目，省科技厅有一套

全 流 程 服 务 ，首 先 在 全 省 范 围 内 开 展 遴

选，选取一批我省重点科研项目进行前期

培育，原则上每年培育 10 个项目，每个项

目支持 100 万培育经费，近 4 年重点培育

了 40 多个项目。到了申报阶段，对于有需

求的项目团队，省科技厅邀请院士专家进

行辅导，请专家对项目开展成果评价，并

指导团队撰写提名书等。此外，我省以重

点领域战略需求为导向，建立“基础研究

—关键技术—成果转化”链式创新体系，

一方面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推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承担国家技术攻

关 任 务 ，开 展 产 业 链 共 性 和 关 键 技 术 攻

关，在航空、稀土、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

物育种等领域，催生了一批“江西造”“江

西研”重大创新成果。

布局“明天”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相较以往成绩可

喜，但从此次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情况来

看，我省创新基础与周边省份相比仍然较

为薄弱。当前我省正处于厚积薄发、爬坡

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亟须强化科

技创新支撑，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

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更多的科研项目

落地开花、结出硕果。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围绕我省重点优势产业，着力围绕产业链

部 署 创 新 链 ，主 动 联 合 省 外 优 势 科 研 力

量，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开展有

组织的协同攻关，争取产出更多具有竞争

力 、与 我 省 产 业 匹 配 度 高 的 优 秀 科 技 成

果。譬如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

南大学研发精准调控与智能自动化系统，

研发物质流进出厂优化调度系统、装备智

能巡检系统等，为江铜集团贵溪冶炼厂多

项核心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提供了关

键技术支撑。

深入挖掘和培育具备冲击国家科学

技 术 奖 的 候 选 项 目 ，组 织 院 士 专 家 进 行

“一对一”辅导，提升国家科学技术奖竞争

力 。 同 时 ，加 强 获 奖 成 果 的 宣 传 和 产 业

化。聚焦成果转化链条的前、中、后环节，

引导高校院所面向市场，通过宣传推介、

政策引导等形式，扩大科技成果影响力，

强化科技成果供需对接，开办全省技术转

移人才培训班，加速科技奖励成果的转化

落地和市场应用，为江西高质量发展贡献

科技力量。

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中心小学坐

落在河西龙津里。一段时间以来，学校个

别教师产生职业倦怠，进取心不强；部分

学生缺少关爱，缺乏爱心。如何有效改变

现状？破解难题？近年来，学校党支部在

临川区教体局党委的领导下，坚持党建引

领，创建爱育管理模式，引导教师以仁爱

之心教书育人，以大爱精神立德树人，努

力培养富有爱心的时代新人。

构建爱育体系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学校党支部牵

头制定《爱育实施方案》，牢固树立“管理就

是服务”理念，充分利用宣传栏、黑板报、文

化墙、显示屏等方式，营造浓厚的爱育文化

氛围，让爱的雨露悄然滋润师生心田。

教育家陶行知说，“爱是一种伟大的

力量，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为了打造一

支充满爱心的师资队伍，学校党支部通过

定期开展教代会，让教师参与民主管理；

定期组织教师体检，关心教师身体健康；

组织教师外出踏青、趣味运动、蛋糕制作、

迎新晚会等，陶冶教师情操；严格落实“五

必到五必访”，让教师感受到党组织的温

暖。通过这些举措，激发教师主人翁责任

感，激励教师热爱教育事业，争做有仁爱

之心的好老师。

培育爱心师生

爱 育 的 最 终 目 的 是 培 养 爱 心 学 子 。

学校党支部通过爱心特色课程、爱心主题

班会、爱心文艺汇演、最富爱心同学评选，

以及利用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等重要

节日，对学生开展爱心特色教育，引导学

生爱长辈、爱老师、爱他人，懂感恩。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学校党支部通过组织党员

教师与困难儿童结对帮扶、党员到福利院

慰问孤寡老人及孤儿等活动，奉献爱心，

播撒希望。

学校六（5）班黄俊同学（化名），父亲

在外打工，母亲改嫁，从小缺乏关爱，经常

旷课迟到。班主任、党员教师金晓芳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不辞辛劳多次登门家访，

课余时间和他谈心，平时经常嘘寒问暖，

终于温暖和感动了黄俊，让他变得更加阳

光自信、善解人意。

爱心需要接力，生活需要阳光。在学

校，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幕：一群佩戴党徽

的老师搀扶着一名女孩进出教室，上下楼

梯，陪同学习，一起玩耍。她们是学校党员

志愿者，正在义务照顾五（1）班的孤儿小福

同学。小福先天腿脚不便，学习生活很不

方便。党员志愿者每天按时接送她上下

学，生病时，为她寻医问药；天冷时，为她添

置衣服；生日时，陪她一起度过……有了志

愿者的悉心呵护，她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不 再 孤 独 。 榜 样 的 力 量 是 无 穷 的 ，渐 渐

地，小福的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爱心小

天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党建引领爱

育，教师更加热爱教育事业，如今，“爱岗敬

业、爱生如子”已成为学校教师的自觉行动；

学生更加富有爱心，“团结友爱、乐于助人”

蔚然成风；家长更加认可学校，“尊敬老师、

重视教育”成为家长由衷的选择。学校党支

部先后获得临川区模范党支部等多项荣誉，

并得到多家媒体的报道。 （杨友根）

以爱育爱 立德树人

7 月 6 日，在上饶市广丰区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志愿者

为外卖员送上西瓜、冰棒等防暑降温食品。广丰区总工会在

全区建设了 80 个工会爱心驿站，为广大户外工作者解决临

时休憩、饮水等方面的需求。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