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6 日，走进位于大余县的江西省三特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整型车间，绘图员正绘制“非

标”异形钨合金制品图纸，对钨合金毛坯进行修

形。“非标准件定制产品通常形状复杂、性能要求

高，我们专门为客户量身定制各种异形钨合金制

品。”公司总经理邓仁辉介绍道。目前，公司订单

充足，上半年营业收入达 1600 万元，预计全年营

业收入将超 3000万元。

企业生产不停歇，招商引资不止步。7月 12

日，大余县对接长三角招商引智推介会在江苏省

丹阳市举办。推介会上，现场签约了一批重点项

目，涵盖新材料、汽车配件、智能制造等多个领

域。其中，签约的年产 180 吨纳米稀土氧化物新

材料项目，投资额达 6亿元。

这是大余县持续壮大有色金属新材料（钨新

材料及应用）产业集群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大

余县瞄准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围

绕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开展全产业链招商，持续

完善集群上中下游产业链条。上游打造了翔鹭、

中科等龙头企业；中游集聚了盛源、悦安等骨干

企业；下游建设了金上精密、群泰新材等优势企

业。深入推进延链补链强链，培育发展了东宏锡

制品、锂源新材料等资源综合回收利用企业，目

前形成了主要以钨、钼、锡、碳酸锂等有色金属加

工为主，以氧化钨、碳化钨粉、碳酸锂、硬质合金

为重点产品的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

围绕产业链向中高端发展的定位，大余县

积极搭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成硬质合金产

业园、赣粤物流小镇、重金属污水处理厂等，配

套建设了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及赣州市钨产业技

术研究院，10 余家有色金属新材料企业与中国

高等院校建立了 15 个校企合作平台，为集群发

展提供全链条服务。

目前，大余县有色金属新材料（钨新材料及应

用）产业集群企业有 100余家。大余县有色金属新材料（钨

新材料及应用）产业集群入选 2024年度江西省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集群名单。产业集群所在的大余工业园区先后获

评中国产业园区创新力百强、省级钨及有色金属深加工产

业基地、省级开发区综合考核第一等次。（叶相发 刘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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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集聚 乐享宜居生活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南昌高新区已集聚各类人才 17.9

万余人，其中自主培养或引进院士 17 人、国家级人才 68

人、省级人才 121 人、市级人才 226 人，帮助 9 名外籍人士

获得中国永久居留证。南昌高新区先后获批“国家海外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

10 大人才基地，拥有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16 家、省级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 4 家、市级博士科研创新中心 9 家。

南昌高新区之所以成为众多人才心中的理想之地，首

要因素在于这里卓越的产业发展前景。这里作为江西首

个国家级开发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示范区，拥有众

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资源。这里不仅汇聚了电子信息、新材

料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还吸引了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入驻，

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

现代生活，既要乐业，也要安居。在南昌高新区，吸引

人才的不只是高水平的产业发展，还有助力房地产企业健

康发展的优质服务。

2023年 11月，华润置地以 4.8亿元竞得南昌高新区一地

块，总投资 8.1亿元的华润南昌润府项目正式落地。该公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选择南昌高新区，主要是看中这里拥有良

好的交通、生态、教育医疗配套，以及日益完善的服务体系。

“只要企业提出需求，我们便有专员上门了解情况，对

后续情况进行及时跟踪，让企业项目建设启动快、落得

好。”南昌高新区建管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保障中心主

任戴晖说。

2023 年，南昌高新区商品房网签销售总面积达 68.4 万

平方米，增长 40.7%，增速列南昌市第一。南水未来社区、

建发朗云等项目约 25 万平方米新楼栋上新销售，确保了

南昌高新区的优质房源供应量。

南昌高新区商品房销售逆势增长，得益于一系列谋长

远、优生态、重民生的务实之举。

十多年前，南昌高新区便做出了前瞻性的决策，将宝

贵的土地资源用于建设艾溪湖湿地公园等生态项目，总面

积达 2600 亩，为城市留下了一片珍贵的“绿肺”。这一举

措，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而且提升了整

个区域的生态品质。

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是深入人

心。艾溪湖湿地公园、鱼尾洲公园、南塘湖公园、瑶湖郊

野公园、航空公园……一个个地标展现出南昌高新区在

快速发展中不忘生态保护、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在擦亮生态名片的同时，近年来，南昌高新区全力以

赴地打造人文名片。随着艾溪湖美书馆、晓美书馆，以及

高新区图书馆、美术馆、艾溪嘻街等一个个网红打卡地的

兴起，文化气息深入城市的肌理，这块产业高地正在变成

文化福地。

“南昌高新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广

阔的发展空间，也通过完善的生活配套设施和优质的服务

保障，让我们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江西亿聘亿职网络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旭东谈及南昌高新区的居住体

验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

政策给力 留才成效显著
为了留住人才、用好人才，南昌高新区采取了一系列

有力举措。近年来，南昌市高新区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区人才安居工作的若干措施（试行）》、人才安居工作

购房补贴、契税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从生活补贴、租房

补贴、购房补贴等方面为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

“南昌高新区不仅有非常好的产业环境，对我们这些

外来人口也非常友善，让我在这里瞬间找到了家的感觉。

一系列人才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成本和经

济压力。”南昌高新区晶能光电企业员工邹智娟说。

据统计，南昌高新区目前共有常住人口 44.7 万人，平

均年龄 27.8 岁，青年广泛分布在园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一线。留住青年，对于以工业发展为主导的南昌高新区来

说，就是留下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据了解，2023年，南昌高新区新招引大学生及技能人才

约 2.5 万人。同时，依托北京大学南昌创新研究院、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江西研究院等院所研发机构的人才资源优势，

南昌高新区新引进高端研发人才 54 人，其中博士 13 人、硕

士 10人，引进项目研发团队 4个。截至目前，辖区 7家研究

院共引进 68个优质科研团队，聚集了近 700名高端人才。

漫步高新，繁花似锦，百鸟齐鸣，满城尽披翠绿华裳。

这里，一条汇聚产业繁荣、民生富庶、生态和谐之美的绿色

发展大道正徐徐铺展。 （胡家辉）

熟知南昌高新区的人，都知道这里盛产三种“花”：一种是伴随着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之“花”，一种

是在寸土寸金之间大气留存、精心打造的生态文明之“花”，一种是用持续优化的教育资源和医疗体系等生活配套编

织而成的民生幸福之“花”。

伴随着这三种“花”开遍辖区大地，这片产业热土焕发出迷人的绿色生机与文化魅力。由此，花香蝶自来，四面

八方的优秀人才汇聚于此，安居乐业，逐梦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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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散散步，傍晚按按摩，每天吃营养师搭配好的

三餐，闲时和伙伴们一起打打扑克牌、看看电视，生病时

医护人员能随时到来……89 岁的刘才英老人对这样的

晚年生活非常满意。“我在这里住得非常好，24 小时都有

人照顾。”7 月 18 日，在赣州市赣县区公立医养结合中

心，刘才英告诉笔者。

刘才英家住赣县区湖江镇古田小良村，老伴去年过

世。因为行动不方便，儿女上班忙，今年 6 月，刘才英住

进赣县区公立医养结合中心。这是赣县区新成立的首

家公立医养结合中心。

今年以来，赣县区卫健委在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始终把方便群众就医贯穿

集中整治全过程，重点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堵点、难点

问题，针对老年人健康关注不够，特别是失能老人健康

关心关爱欠缺等问题，在赣县区中医院设立集“医疗、养

老、康复、护理”为一体的公立医养结合中心，为辖区老

年人提供优质、高效、贴心的养老医疗服务，推动医养深

度融合，从而减轻医疗负担、家庭负担和社会负担。

据了解，该中心设置床位 100 张，一期开放病床 30

张，配备了专业医疗护理护工团队，为老年人提供全方

位 的 养 老 照 护 、日 常 照 料 、心 理 疏 导 、情 感 慰 藉 等 服

务。该中心设有单人间、双人间两种房型，房间内设有

床位、沙发、洗浴间、坐便器等配套设施，同时配有空

调、电视等家用电器和安全扶手、紧急呼叫系统等适老

设施。该中心还设有康复室、营养餐厅、老年活动室、

心理咨询室等，对于肢体有缺陷的老年人，制定不同的

康复方案，并定期举办健康讲座，由院内营养师为老年

人制作营养餐。

该医养结合中心的设立，缓解了不少家庭的后顾之

忧。79 岁的陈秀英老人家住县城贡江上院小区，患有轻

微阿尔茨海默病。7 月，她住进了医养结合中心。“这里

环境好、设施齐，我特别满意。我的子女也很放心。”陈

秀英说。

“医生 24 小时值班，只要一个电话，两三分钟就能

赶到，真正实现医养结合零距离。”该医养结合中心负

责人钟富海表示，“绝大多数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病，一

旦出现突发状况，中心可以立即开通绿色通道组织抢

救，由医疗团队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健康护理等服务，

治疗时还可以走医保报销渠道。”该中心整合医疗资

源，发挥中医药特色，根据老年人需求，提供专业的个

性化康复项目，如推拿、按摩、针灸、足浴、拔罐等，并建

立应急医疗及多学科联合会诊模式，满足老年人日常

疾病和突发疾病的诊疗、康复、护理、慢性病服务等医

疗需求，让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得到医疗保障，真正做

到养老与医疗无缝对接，实现“无病养老、生病治病”

“大病不出院”的目标。 （洪 涌 钟兆林）

医养深度融合 老人舒心家人放心赣县区

“这个暑假，我每天都来这里学习、看书、写作业，

有时候还可以参加活动，过得特别充实。”学生曾奕露

在宁都县田头镇南必村农家书屋说道。这一方书屋，

已成为当地学生的暑期乐园。

暑假期间，宁都县各乡镇农家书屋尤为热闹，每

天前来读书、借书的学生络绎不绝，成为学生假期的

第二课堂。“不少家长都在为孩子暑期托管问题犯愁，

留 在 家 里 害 怕 孩 子 沉 迷 手 机 ，在 外 面 又 担 心 安 全 问

题。在这里，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农家书屋管理员

温玉英说。

为丰富学生的暑期生活，宁都县各乡镇的农家书

屋为学生量身定制暑期活动，除常态化开展全民示范

阅读活动外，还开设暑假作业辅导，并邀请相关部门组

织开设夏季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知识课堂，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让学生平安快乐地度过一个有意

义的假期。 （彭歆冉）

丰富书屋活动 学生暑期更有意义宁都县

赣州之窗

人才安居 逐梦高新

夜间治超除隐患 联合执法护安全
近日，南昌县富山乡联合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开展“夜间治超夏季行动”，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超限超载货运

车辆的整治力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

的交通环境。

此次行动坚持逢车必查、逢疑必检。执法人员根据超

限超载货运车辆昼伏夜行的行驶规律，开展突击夜检，并利

用非现场预警系统与定点联合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统一行

动时间和执法路段，确保联合行动配合紧密、步调一致，取

得实效。对涉嫌超限的货运车辆，依法对其进行称重核定，

按相关规定处理；对恶意超限的货运车辆，坚决落实“一超

四罚”，并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溯源。同时，执法人员坚持教

育与处罚相结合，切实增强货运车辆驾驶员的安全意识，提

高从业人员对车辆超限超载危害的认识，引导他们合法装

载、文明行驶。

富山乡将继续强化与相关执法部门的密切协作，持续开

展超限超载治理联合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全力保障道路运输安全。 （江海洋）

党建引领促转型 优化环境助振兴
今年以来，丰城市杜市镇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开展“大抓

落实、狠抓项目”活动，促进农业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

振兴提质增效。

强化基层党建堡垒。杜市镇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

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从“培育、管理、考核”三方面完善用人机

制，为基层党组织全面争先创优提供坚实支撑；坚持党管武

装，积极推动兵员征集任务圆满完成，双拥共建活动开展得有

声有色。

夯实平安建设基石。杜市镇以打造“平安杜市”为主线，综

治中心与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深度融合，镇综治中心联合司法

所、派出所等单位联合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群防群治、信访问

题大治理、安全生产大排查等活动。同时，该镇以“八五”普法

为契机，充分发挥“法律明白人”的桥梁纽带作用，筑牢法治安

全防线。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 为 加 大 对 辖 区 服 务 业 企 业 的 支 持 力

度，杜市镇积极培育可入规企业，并通过就业之家宣传企业

招聘信息；深挖辖区在外乡贤资源，充分发挥“以乡招商”的

作用，今年已成功落地招商引资项目 2 个。同时，杜市镇大

力推动环境整治、五型政府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

等工作走深走实。

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杜市镇积极组织镇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深入基层，协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民政所、残联等单位陆续开展集体婚礼、医保

反诈等活动，进一步推动抵制高价彩礼、崇尚科学等移风易俗

工作深入人心，倡导文明新风。 （游江涛）

开展清洁行动 提升城市颜值
5 月至 7 月通常是南昌的雨季，雨天导致绿化带、道路等

区域黄泥污染严重，连日来，南昌市红谷滩区玉禾田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按照红谷滩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部署，全面

开展清洁行动，着力还原道路本色，提升城市颜值。

据了解，此次清洁行动采用“洗+冲”作业模式，全面加大

清洁力度，除白天和夜间正常作业外，增设晚班作业。利用

“人工+水车”人机结合，对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等道路和路

沿石、道板等区域进行巡回式、全天候冲洗作业，确保各点位

达到清扫高质量、作业全覆盖、清洗彻底化的标准。

此次行动不仅限于道路和人行道等区域的清洗，还加强

了对休闲设施、长廊等城市家具的冲洗保洁作业精细化，采取

冲洗、刷洗、擦洗相结合的方式，对果壳箱、公交站、道路隔离

护栏等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清洗作业，确保城市家具干净整洁，

恢复城区亮丽本色，洗出城市新面貌。

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续开展清洁行动，不断推进清洁

行动的精细化、有序化、长效化、常态化管理，全面提升城市环境

卫生管理水平，让城市换新颜、展新姿。 （李婧文 万贻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