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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文旅消费市场乘

“热”而上。近日，中国银联正式启动“带

上银联 乐在当夏”暑期优惠活动，聚焦暑

期旅游出行活动主线，带动旅游目的地消

费，以持续推进“锦绣行动 2024”为契机，

助力文旅市场焕发新活力。

即日起至 8月底，境内外广大银联用户

可打开云闪付 App，搜索“带上银联 乐在当

夏”进入活动页了解详情，在参与活动的商

店消费时，选择银联卡、云闪付、银联手机

闪付（手机 PAY）等支付方式，有机会享受

满减、折扣、返现、优惠券等各类优惠。

汇聚境内外优惠，热门消费场景广覆

盖。面向境内外用户推出旅行专项、惠享

全球、长辈专项等多款热门活动，分为境

内游、出境游两个主要板块。

境内游广泛覆盖 36 个省市、上千个品

牌、40 多万家商户门店，包括旅行、美食、

购物等主要暑期热门场景。此外，推出境

内一分钱骑单车、线上看电影 6.2 折优惠

等形式丰富的爆品活动，为此次优惠活动

增添更多亮眼特色。出境游覆盖境外知

名百货、餐饮酒店、交通出行和景点娱乐

等各类场景，依托锦绣中华卡、旅行通等

产品，推出内卡外用、外卡内用的返现、满

减优惠。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江西为例，

“锦绣中华·江西之旅”活动囊括“行、购、

游”3 大消费场景、8 大商圈、2200 多个优质

门店，“行”有全省高速、中石化中石油、星

星充电、公交地铁、青桔电单车；“购”有南

昌杉杉奥特莱斯、中山路百盛、武商、万象

城、百货大楼、盒马鲜生；“游”有南昌万达

金街、红谷滩第一街区、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区、蛤蟆街、洪都夜街……赣鄱大地的

热门旅游线路和各类“宝藏打卡地”实现

全面覆盖。

值得一提的是，银联积极响应“汽车

家电 以旧换新”政策，在此次活动中推出

“汽车补贴‘最高可省万元’‘线上加油’优

惠直降、加油满 200 元可用 20 元优惠券”的

形式。江西同步上线了四平、苏宁、美的、

海尔、格力、小米、华为、迪信通等家电、数

码 3C 品牌大额补贴以及政府消费券与银

联银行消费券等各类活动，积极发挥在大

额 消 费 场 景 中 的 促 消 费 作 用 ，为 提 振 汽

车、家电等大额零售消费贡献银联力量。

立足产业核心和枢纽，中国银联于 3

月携手各行业启动“锦绣行动 2024”暑期

优 惠 活 动 ，共 建 支 付 包 容 、便 利 、普 惠 生

态。此次活动立足“锦绣行动 2024”整体

工作框架，汇聚银联、银行、商户等各方优

势资源，将进一步助力暑期文旅市场消费

潜力释放。银联将联动各方推出更多丰

富的优惠活动，以更好体验、更多选择、更

大价值回馈广大用户。 （彭玉溪）

带上银联 乐在当夏

中国银联“锦绣行动2024”暑期优惠活动启动

全南：重点项目建设掀热浪
日前，笔者走进位于全南县龙门工业新区的江西鑫隆锂

业有限公司 1 万吨碳酸锂生产项目施工现场，只见塔吊挥舞、

车辆穿梭，工人们战高温、斗酷暑，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现场一

派火热景象。

“70 余名工人坚守岗位，按照工期节点，全力抢抓项目建

设进度，预计年底竣工。”该项目施工负责人罗飞龙说，高温天

气实行错时作息，并为工人提供解暑物品，确保防暑和施工两

不误。

重大项目建设快马加鞭，工人们全力以赴抓进度、抢工

期，总投资 20 亿元的江西共创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

锂电池结构件生产项目近日顺利封顶。该项目分两期建设，

一期项目于去年 11 月开工，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两期项

目建成后年产值达 38 亿元，对带动相关行业产业转型升级，

具有较高的示范及推广应用价值。

近年来，全南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持续加强重大

项目要素保障和服务，组建项目工作专班，深入各重点项目建

设现场驻点值班，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和问

题，全力做好施工所需建筑材料、用水、用电等服务保障，确保

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推进。

同时，全南县通过“业务重塑+数字智能”等模式，不断

擦亮“全速办”营商品牌，将项目审批“不打烊”“容缺审批+

承诺制”“一业一证”改革落到实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政务服务效能，让经营主体准营成本更低、环节更少、效

率更高，全过程服务和保障重大项目建设、投产、见效，助推

工业高质量发展。 （郭根平）

集聚生物医药企业 170 余家、高新技

术企业 18 家；2023 年医药大健康全产业链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50 亿元，实现产值 3年

翻番；入选全省首批大健康产业试点示范

县……回顾峡江县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

的发展史，一条“聚集—创新—裂变”的路

径清晰可见。

近日，记者走进峡江，近距离观察其

聚焦医药、医疗器械、医美、医养等细分领

域开展的改革探索，看该县如何打造综合

检测、技术创新、仓储物流“三个中心”和

成果转化、电商服务、人力资源、投融资服

务“四个平台”，促进产业裂变式发展。

掌握科技主动权
增强核心竞争力

“截至 6 月底，我们已为辖区 8 家企业

提供了 15 批次产品的检测服务，较之前送

往外地检测花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费用

也大幅降低。”峡江县生物医药综合检测

中心质量负责人高荣航介绍。

研发产品送检周期长、费用高等问题

曾经困扰着生物医药企业。为进一步掌

握科技主动权，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峡江县投资 2000 余万元建成生物医药综

合检测中心，引入一批高精尖检验仪器设

备，可对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进行

检测，业务范围辐射吉安全市及周边地区。

峡江县坚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

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在益普生、凯曼、顺

福堂等企业分别建设医药、医疗器械、中

医药技术创新中心，在源洪科技、中科佰

氏、益缘生等企业分别建设医疗器械、医

美、特医食品等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并积

极促进医药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同构

建“研究在院所、转化在峡江”的开放式体

系，实现设备、研发人员、技术等共享，为

同类产品科研创新提供平台。

目前，峡江县有市级以上创新平台载

体 38 个、高新技术企业 26 家、省级绿色技

术创新企业 1 家，共获得生物医药产品批

文 277 个，完成技术合同交易 9 项，金额达

4.04亿元。

构建产业区块链
做强销售仓储端

“这款和圣八珍糕是‘云上玉峡’微信

商城上的‘爆款’，上架不久就卖出 5.2万余

件。”江西和圣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魏和圣告诉记者。

“云上玉峡”微信商城由峡江县生物

医药电商服务平台自主开发，并于今年 5

月入驻电商产业园。平台引进专业的供

应 链 管 理 企 业 运 营 ，以 电 商 产 业 园 为 载

体，搭建线上线下服务平台，让本地企业

更广泛便捷地触达国内外终端客户。电

商 产 业 园 运 营 两 个 月 来 ，已 入 驻 企 业 37
家，其中生物医药企业 7 家，上架生物医药

产品超 200款，累计销售额超 1000万元。

为打通生物医药产业上下游销售仓

储链条，峡江县全力建设医药仓储物流配

送中心、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和生物医药大

健康电商服务平台，依托自动化设备，为

生物医药企业提供专业存储、物流配送、

冷链运输、信息化管理等服务，进一步降

低企业物流、存储成本，让产品“存得住、

理得顺、卖得好”。

“我们整合全县各类物流资源，打造

重型商用车车厢制造厂、汽车配件销售中

心、汽车智能维修中心等物流配套设施，

确 保 让 峡 江 的 产 品 又 快 又 好 地 走 向 全

国。”峡江县赣中现代物流园服务中心负

责人肖永根说。

下好服务先手棋
人才资本有保障

“我们研发的新药莫米司特已完成Ⅲ
期临床试验，目前正在申报国家批文，有

望 成 为 首 款 获 批 上 市 的 国 产 PDE4 抑 制

剂。公司落户峡江 10 余年来，政府已先后

为我们融资 1.2亿元，为产品研发提供资金

保障。”峡江和美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英伟向记者介绍。

为给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从金融活水

到人才支撑的全方位服务，峡江县先后构

建投融资服务平台和生物医药人力资源

服务平台，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慢等问题，并为企业招引高素质、研

究型人才。

“我们充分发挥产业引导基金作用，

新引进一批有实力的基金公司，实现撬动

社会资本、推动产业发展、滚动循环增效

的效果，目前已引进浙江九纬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合伙设立了医

药产业引导基金，基金规模 2 亿元。”峡江

县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李斌说。

针对企业用工难问题，特别是管理人

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紧缺问题，峡江生物医

药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平 台 依 托 县 级“ 就 业 之

家”，通过引进专业人力资源公司，提供多

元化人力资源服务，满足企业用工和人才

需求。今年，该平台已组织 30 余家企业参

加高校及技工院校招聘会 9 场，吸引各类

人才 500余名。

聚集 创新 裂变
——看峡江县如何以改革推进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歆 周 幸

无 边 的 稻 田 一 片 金 黄 ，一 辆 接

一辆的收割机来回奔忙，翻耕机在刚

刚收割完毕的稻田进行翻耕作业，插

秧 机 轰 鸣 着 留 下 一 行 行 碧 绿 的 秧

苗 ……近日，进贤县的农户们一边收

割早稻，一边抢插晚稻，田野里是一

派繁忙的“双抢”景象。

在 钟 陵 镇 潭 津 村 ，农 户 们 正 忙

着 收 割 早 稻 ，农 机 手 们 驾 驶 着 联 合

收 割 机 ，穿 梭 在 金 灿 灿 的 稻 田 里 进

行 抢 收 作 业 。 入 汛 以 来 ，钟 陵 镇 党

委政府一边防洪水，一边防内涝，为

早稻收割创造有利条件。

在 池 溪 镇 观 前 村 ，种 粮 大 户 胡

孝 和 正 驾 驶 着 翻 耕 机 ，在 刚 刚 收 割

完 毕 的 田 里 翻 耕 打 地 。“ 我 种 植 了

300 多 亩 早 稻 ，基 本 收 完 了 ，现 在 开

始 翻 耕 种 植 晚 稻 ，预 计 10 天 左 右 就

能完成。”胡孝和说。

据 了 解 ，今 年 进 贤 县 52.6 万 亩

早 稻 进 入 全 面 收 获 期 ，目 前 已 收 割

早稻 9 万亩，预计在 7 月底完成早稻

收割，并完成 53 万亩的晚稻栽插。

进 贤 县 农 技 推 广 中 心 副 主 任

胡 强 介 绍 ，该 县 牢 牢 守 住 粮 食 安

全 的 底 线 ，不 断 推 广 使 用 高 效 农

机 具 和 种 植 新 技 术 ，用 水 稻 机 收

减 少 损 耗 ，为 全 年 粮 食 稳 产 增 产 、

种 粮 户 增收提供技术保障。

“ 我 们 将 全 力 以 赴 抓 好‘ 双

抢 ’工 作 ，成 熟 一 块 ，收 割 一 块 ，

确 保 早 稻 颗 粒 归 仓 ，晚 稻 及 时 栽

插 。”胡 强 说 。

水稻“双抢”进行时
本报全媒体记者 林 雍

我省启动智慧林业建设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 实习生李懿、阮瑶佳）7 月

18 日，记者从省林业局获悉：我省启动智慧林业建设，全面提

升林业资源保护管理数字化、智慧化水平。

省林业局成立了智慧林业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明

确了智慧林业建设思路。在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化成果的基

础上，智慧林业一期项目将以“决策科学高效、基层有效减

负、林农切实受益”为宗旨，以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优化林业管理机制、提升治理效

能为目标，建设全域覆盖、纵跨层级、整体协同、安全高效的

智慧林业一体化平台。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我省林业

决策科学化、管理精细化、服务高效化水平，为建设好、保护

好、利用好绿水青山注入数字动能。

据悉，前期我省林业信息化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

全国率先开发并启用林长制数字管理平台，3 万多名护林员

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巡林护林；建成全省林权管理服务系

统，为 340 万户林农和 2.3 万家林企开展林权、林业碳汇、湿地

占补指标等生态产品交易提供数字化服务等。

昌抚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董文涛 实习生王一瑶）记者从省

交通运输厅获悉：7 月 15 日，南昌市交通运输局与抚州市交通

运输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昌抚两地地域相邻、人

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通的优势，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发

展，共同做优做强南昌都市圈。

根据合作协议，两地相关部门将重点在加快推进昌抚一

体化建设、构建多式联运体系、共享交通物流信息、强化人才

交流合作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两地将加大农村公路路网通达密度，打通一批“断头路”，对

已通达路面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缩短两地之间的时空距

离。围绕降低综合物流成本，两地将建立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合作关系，推动网络货运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降低

运输环节空载率及空车返程率，实现运力满负荷运转。在推

动人才交流方面，两地将建立合作沟通机制，推动企业、物流

园区选派管理人员、业务操作人员、设备技术人员等进行交

流学习，为开展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合作提供人才支撑。

浮梁创新“浮茶贷”壮大茶产业
本报浮梁讯 （全媒体记者王景萍）今年以来，浮梁

县进一步完善“浮茶贷”工作机制，与 7家银行机构签署

《浮梁县茶产业授信框架协议》。截至 5月底，银行机构

为全县200多家茶产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13.3亿元。

浮梁县是茶业历史悠久的产茶大县，为进一步推进

茶产业发展壮大，2023年，浮梁县针对县内茶企、茶农、茶

叶合作社面临的自建厂房、流转茶园不能作为贷款抵押

物等问题，大力实施“浮茶贷”工作机制，引导合作银行允

许茶产业经营主体利用自建厂房、制茶设备等依法合规抵

押、质押贷款。同时，对符合条件的贷款经审核通过后，

政府予以贴息，不断为茶产业经营主体注入金融活水。

金融活水的持续浇灌，让茶产业经营主体活力迸

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县现拥有茶企 60 家、茶叶

专业合作社 199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10家、市级龙头

企业 25家，国家级示范社 1家、省级示范社 6家。

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时间缩短一半

我省省级开发区扩区调区
审批提速增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董文涛 通讯员钟亮）可行性研究报

告评估是省级开发区扩区调区审批的重要环节，由省政府投资

项目评审中心具体承办。今年以来，该中心研究制定了《江西

省省级开发区扩区调区评估指标体系（试行）》和《江西省省级

开发区扩区调区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试行）》，围绕生态

环境保护、产业布局、重大风险等方面，明确 21项评估指标，逐

一提出了对应的评估依据、方法和标准，并将可行性研究报告

评估时间由以往的50个自然日缩短至25个自然日以内。

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

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质量和效率，该中心充分运用无人机现

场踏勘、线上视频评审等手段，推动评估工作按流程高效开

展。同时，聚焦省级开发区产业布局、发展和预期效益等内

容，合理设置评估指标，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做到清单化反

馈。省级开发区扩区调区审批通过后，将有效解决园区用地

紧张、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为培育壮大产业集群提供要素

保障。

7月 16日，上饶市广丰区吴村镇塘边村果农正在采摘天桂梨。天桂梨是广丰区特色农优产品，2023年入选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广丰区将天桂梨种植作为主导产业来抓，目前种植面积达 1万余亩，仅塘边村就建立了 4个天桂梨种植基地，种植面积逾 6000亩，年产量超

150万公斤，产值 2000多万元，农民户均收入超 10万元。 本报全媒体记者 涂汉林摄
梨丰产 农增收

7 月 16 日，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萍乡工务段组

织作业人员顶着炎热天气，更换沪昆铁路姚家洲站部分钢

轨，确保这条大动脉安全。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启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