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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鹰潭讯 （全媒体记者祝学庆 通

讯员张俊娟）龙虎山推出漫游“异”夏 2024
年龙虎山全球学子旅行季活动，鹰潭方特

将连续 60 多天推出夜间文旅活动，白鹤湖

嘻嘻哩暑期嘉年华、茨荸弄夏日冰淇淋节

轮番上演……正值暑期，鹰潭市策划推出

100 余项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的内容吸引

了大量游客参观体验。

今年以来，鹰潭市围绕做实唱响“龙

虎天下绝”品牌，以全域一体为引领，大力

实施“引客入鹰”工程，发展体验式、互动

式、沉浸式、度假式旅游项目，持续推动文

旅消费热度攀升。1 至 6 月，全市接待游客

345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73%；实现旅游

收入 350.73 亿元，同比增长 21.35%，旅游

人次和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实 施 品 牌 升 级 行 动 ，提 升 品 牌 影 响

力。鹰潭市深入挖掘四千年的古陶文化、

三千年的古越文化、两千年的道文化、一

千年的心学文化，不断丰富“龙虎天下绝”

品牌内涵，创新打造象山书院、眼镜之乡、

烘焙之乡、动漫第一山等子品牌，加快形

成“1+X”的品牌体系，做好“旅游+”“+旅

游”文章，全面提升“龙虎天下绝”品牌的

竞争力、吸引力。该市多次到上海、大连、

南京等地开展文旅推介活动，引进央视栏

目《非遗里的中国》到鹰潭录制，并顺利开

行了“智铜道合，畅行草原”鹰潭至呼和浩

特长途旅游列车，成功举办了 2024“龙虎

天下绝”龙虎山首届太极拳邀请赛，“龙虎

天下绝”品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实施业态升级行动，打造文旅精品。

鹰潭市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提升文旅产业

链发展水平，谋划、引进和实施了一大批

重大特色文旅项目。总投资 36 亿元的鹰

潭方特东方神画和水上乐园相继开园，成

为全省首个水陆同欢的大型主题乐园；投

资 51 亿元建设的龙虎山蓝绿城度假小镇，

是集文化、旅游、康养、度假于一体的“道

文化生活区”；投资 2 亿元的白鹤湖嘻嘻哩

以优美生态、自然山水为底蕴，精心打造

30 余项体验式产品，成为亲子游乐、拍照

打卡首选地；推出了茨荸弄老街、象山书

院、韬奋小镇等特色文化街区；大上清宫

遗址展览馆、道德经文化长廊、龙虎山道

学院等道文化项目建成落地；新建的栖山

居、隐泸民宿、源境民宿、七舍民宿等一批

特色民宿陆续开业运营。

实施消费扩容行动，激活文旅消费。

鹰潭市强化龙虎山-方特乐园-白鹤湖“一

山一园一湖”资源整合，全面丰富旅游消费

场景和消费模式，实现全市客流多频转化、

联动发展。大力推进道文化显性化、大众

化、体验化，发展道养、道膳、道医等衍生产

品，推出“上清故事”文创礼盒、“龙虎十菜”

等道文化产品及影视剧、小说、游戏等周边

产品。大力发展夜间旅游，上清古镇、古越

水街、寻梦龙虎山、鹤鸣溪谷等夜游夜娱项

目人流呈现“井喷式”增长。为抓住暑假这

个 旅 游 旺 季 ，鹰 潭 市 在 龙 虎 山 举 办 漫 游

“异”夏学子旅行季系列活动，在鹰潭方特

乐园推出国风泼水节和水上电音节等活

动，连续 60多天推出夜间文旅活动，吸引全

国各地游客“问道”鹰潭、“寻梦”龙虎山。

品牌升级 景区提质 消费扩容

鹰潭持续推动文旅消费出彩出圈

本 报 抚 州 讯 （全 媒 体 记 者徐立鸣）

“2023 年，抚州市中心城区共处理园林绿

化垃圾 3000 多吨，生产有机覆盖物 500 余

吨，扦插月季、绣球等宿根花卉 40万余株；

2023 年 12 月到今年 6 月，完成调试的有机

肥生产线进行试生产，共生产有机肥 500
吨。”7 月 3 日，抚州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陶文军在介绍抚州市园林绿化垃圾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情况时表示，这些产品

将全部用于市中心城区绿化养护和景观

营造，按照市场均价折算，每年可节约市

财政资金 800余万元。

近年来，抚州市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对

经济型、生态型、可操作性强的园林绿化

垃圾资源化利用途径的探索，并积极构建

园林绿化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2023 年，

该市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确定抚州

市为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和资源

化利用试点城市为契机，安排 330 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抚州市中心城区园林绿化垃

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试点项目建设，目前

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完善园林绿化垃圾收运体系。抚州市

建成了市中心城区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中心基地，并建立了 6 个园林绿

化垃圾临时消纳点。按照“分区堆放+专车

收集+集中处理”的模式，建立台账，将每年

产生的园林绿化垃圾应收尽收、应处尽处，

构建了覆盖市中心城区便捷高效的园林绿

化垃圾收集处理网络，实现了园林绿化垃

圾的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

优化园林绿化垃圾处理设施。为有

效推进园林绿化垃圾处理工作，抚州市建

设了生态覆盖物生产线、有机肥生产线等

较为先进的园林绿化垃圾处理设施，初步

实现了园林绿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资

源化利用。“根据现有生产能力，有机覆盖

物年产量可达 500吨，月季、绣球扦插量达

40 万株，有机肥生产量可达 2000 吨。”陶

文军介绍，今年抚州市城区绿化面积不断

增加，园林绿地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发

挥了巨大作用。

本 报 安 福 讯 （全 媒 体 记 者 周幸）

“ 等 单 期 间 可 以 进 驿 站 休 息 ，让 我 们 找

到了‘家’的感觉。”6 月 28 日，安福县外

卖小哥赵冬明开心地说。他口中的“驿

站”是“安心帮·有事您说话”红色驿站，

专 为 新 业 态 新 就 业 群 体 提 供 休 息 、饮

水、充电等服务，让他们冷能取暖、热能

避暑、渴能喝水、累能歇脚。

今年以来，安福县将引领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融入行业管理、基层治理列为县委

书记“书记领航”项目，推出“三联三共”工

作机制，着力打造了 16 个“安心帮·有事

您说话”红色驿站，加强对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的关心关爱，拓展新业态新就业领域

党建工作内涵，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

号召力和凝聚力。

联商共建，织密组织体系网。安福县

联合市场监管、交通运输、总工会等 22 家

成员单位组建新业态新就业党建工作专

班，由主管部门牵头、行业协会带动、龙头

企业联动摸清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底

数，综合采取行业联建、区域共建、派驻帮

建等形式，成立快递物流、网约配送等行

业党委，推动新建党组织 6 个、群团组织

13个，实现党组织全领域覆盖。

联帮共助，打造红色服务圈。安福县

积极联合工青妇、司法、卫健等，开展暖

“新”攻坚行动，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

青年交友、司法援助、健康体检等 16 项个

性化服务，建立健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

支部—行业党委—‘两新’工委”诉求收集

应答机制，帮助解决子女就学、社保办理等

急难愁盼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让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感受到触手可及的温暖。

联治共享，共绘发展同心圆。安福县

发挥新业态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优势，通

过开展“亮身份·当先锋”活动等，引导流

动党员亮身份作表率，孵化了 3 支以党员

为骨干的“吉先锋”骑手队。他们积极参

与抢险救灾、货物运输、送考护考等志愿

服务，累计服务群众 1000 余人次，帮助解

决急难愁盼问题 120余个。

完善体系 优化设施

抚州构建园林绿化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联商共建 联帮共助 联治共享

安福服务“两新”群体凝聚新力量

江西一作品入选
中国“网络文学+”大会优秀作品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黄锦军）第七届中国“网络文学+”

大会 7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北京举行，会上发布年度网络文学优

秀作品推优名单，10 部年度优秀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网络文

学作品中，南昌市网络作家徐彩霞（阿彩）的《飞流之上》位列

其中。

《飞流之上》系 2023 年度南昌市文学创作专项扶持项目，

讲述了对陶瓷艺术充满热情的青年南飞凡，意外地来到了拥

有悠久制瓷历史的飞流村。在这里，他不仅见证了村里老一

辈匠人的精湛技艺，还逐渐融入了这个充满传统气息的社

区。小说通过南飞凡的视角，展现了飞流村面临的挑战，如

年轻一代的流失、传统技艺的传承困境。同时，它也传递了

对传统工艺的尊重和对文化传承的坚持。在南飞凡和村民

们的共同努力下，飞流村开始寻找与现代社会和谐共存的新

路径。

完善体系 优化内容 创新形式

广丰区全面提升干部教育
培训质效

本报上饶讯 （全媒体记者余燕）“三个月来，跟班学习的

快节奏、严要求、高水平，让我感受到巨大压力，督促自己努

力学习、加快成长。”7 月 4 日，在上海市宝山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跟班学习的周烨向记者表示。近年来，上饶市广丰区

聚焦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不断完善培训体系、优化培训内容、

创新培训形式，全面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为推动区域高

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有计划、分批次选派年轻干部“走出去”，在“找差距”中

增长才干。广丰区按照上饶市委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部署，每年选派 30 名左右年轻干部到长三角地区跟班

学习，帮助年轻干部开阔视野、加速成长。出台《广丰区干部

教育培训“百千万”工程实施方案》，利用三年时间分批次组

织实施百名年轻干部“墩苗”计划、千名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计

划和万名党员干部党性锻炼计划，不断提高新时代干部教育

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结对子、传帮带，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广丰

区大力推行年轻干部导师帮带制度，选定 460 名实践经验较

为丰富的党员干部与全区 577 名年轻干部结对，助力年轻干

部健康成长。同时，综合运用互动研讨式、案例教学式等教

学方法，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持续开展领导干部上讲

台活动，共开展县处级领导讲政策、乡村两级“一把手”讲经

验、业务骨干讲对策等活动 70 余场次，有效实现“干部教、教

干部”的互动循环。注重强化实践锻炼，每年有计划地选派

优秀年轻干部到招商引资、棚改拆迁等重点难点工作一线经

风雨、见世面、强本领。

我省1项目入选2024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钟秋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科技

教 育 司、全 国 艺 术 科 学 规 划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发 布 了《关 于

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名单的公示》，全国

仅 18 所高校项目入选。其中，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的

景德镇陶瓷大学吕品昌教授申报的“中国陶瓷艺术国际化战

略研究”项目名列其中。

据了解，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是一个重要的研

究项目，旨在推动艺术学科的发展和进步。这些入选项目经

过资格审查、同行专家通讯初评和复评等程序，聚焦事关党

和国家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聚焦构建

中国特色艺术学重要基础和前沿问题、聚焦促进新时代艺术

高质量发展，同时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

识，是着力推出代表正确方向、体现国家水准的研究成果。

宁都“网格夜话”让理论宣讲
“活”起来

本报宁都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7 月 8 日晚，宁都县梅

江镇雪竹坪社区逐渐热闹起来，“网格夜话”宣讲团正在开展

移风易俗主题宣讲及居民微心愿收集活动，社区干部与居民

面对面话家常、说心愿。“我们不仅宣讲党的政策，还聚焦文

明建设、消防安全、反诈防骗等重点工作以及群众关心的柴

米油盐、衣食住行等，注重用身边事解读政策。”雪竹坪社区

党支部书记、“网格夜话”宣讲团成员郑荣华说。

近年来，宁都县探索理论宣讲与文明实践融合路径，以

在职党员、离退休老干部、党校教师、身边好人为主体，组建

“网格夜话”宣讲团队，打造社区理论宣讲品牌，积极传播党

的创新理论，弘扬先进文化，树立文明乡风。该县创新宣讲

形式，从宣讲内容、阵地建设、队伍培育多方发力，在宣讲中

融入采茶戏、宁都道情、朗诵等，让政策理论更容易被群众接

受，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目前，宁都县“网格夜话”

宣讲团共开展宣讲 330余场，服务区域覆盖 21个社区，受众达

18万人次。

社会实践

▲近期，景德镇陶瓷大学师生赴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陶溪川文化创意

街区等地开展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了解景德镇陶瓷发展历程，感受景德镇

的文化底蕴。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政昊摄

◀7月 10日，上高县田心镇官溪村猕猴桃种植基地，果农向大学生们讲解

猕猴桃种植知识。近日，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服务团来到田心镇，走进童心港湾、种植基地和企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摄

7 月 10 日，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岱山街道梨园南社区工会

驿站，志愿者为快递员送上切好的西瓜。梨园南社区依托工

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西瓜、绿豆汤、风油精等防暑

降温物品，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感受清凉和关爱。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