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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广 昌 讯 （全 媒 体 记 者徐立鸣）

7 月中旬，2024 江西广昌白莲产业创新发

展交流会召开，近百名农业领域专家学者

齐 聚 广 昌 ，就 白 莲 产 业 发 展 进 行 学 术 交

流，并深入实地考察白莲产业发展情况。

近年来，广昌县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多管齐下赋能白莲产业，加速广昌白莲标

准化生产、精细化加工、集群化发展，推动

白莲产业升级。目前，该县白莲种植面积

稳定在 11 万亩左右，通心白莲年总产量约

9000吨，综合年产值超 36亿元。

打造科创平台。为推动白莲产业科

技创新，广昌县打造了莲花科技博览园、

白莲产业发展中心、白莲科技小院等科创

平台，并联合科研机构、高校、企业成立白

莲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动白莲产业

产品研发与技术改造升级。联合国内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等 11 家单位开展产学研

用合作攻关，合作项目 18 个，并引进中国

工程院院士邹学校领衔广昌白莲专家工

作站。2023 年，广昌“太空 66 号”被确认为

江西省科技成果。

提升种养水平。近年来，广昌县深入

推进科技下乡活动，充分发挥科技人才、企

业与种植户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科技特

派团专家学者走进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

导、技能培训，有力提升了当地白莲产业田

间管理能力、病虫害防治能力和莲农技术

水平。目前，该县“太空莲”亩产量达 100公

斤，产值超 7000元。广昌白莲获评“最受消

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全

国绿色农业十佳蔬菜地标品牌”，并进入中

国第二批中欧地理标志产品名单，实现与

欧盟地理标志农产品互认。

升级加工技术。聚焦白莲采后自动

化加工机械研发与创新，广昌县引导多家

企业研制推出全自动白莲剥壳脱皮一体

机、鲜莲子烘干机、剥蓬机等粗加工机械，

实现白莲脱粒、剥壳、去皮、通芯、烘干等

全过程机械化，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在生

产和制造环节保持规模和技术领先。目

前，全县建设了 10 个白莲加工社会化服务

点，为莲农提供剥壳、去皮、通芯、烘干及

销售等一体化服务。白莲莲子自动化机

械加工技术与装备创制及应用获得 2023
年度江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优化科创环境。为让企业安心开展

技术创新，广昌县积极构建知识产权保护

网，强化企业知识产权评定工作，构建优

势企业、示范企业绿色服务通道，为企业

提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产业专利信息公

示、专利高效申请协助等专项服务，培育

良好的知识产权运营生态环境，激发企业

投入资金进行科技攻关的积极性。截至

目前，该县共有白莲产业相关发明专利 6
件、实用新型专利 87件。

全国首笔林业经营收益权
质押贷款在崇义发放

本报崇义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 实习生李懿、阮瑶佳）

7月 31 日，全国首笔林业经营收益权质押贷款在崇义县发放，

崇义县森阳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当场获得 60 万元贷款。同时，

江西明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获得全省首笔森林康养经营收

益权质押贷款授信 1000 万元。这标志着崇义县在深化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当天，崇义县还举行了首批林业经营收益权证颁 发 仪

式，崇义县森阳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4 家公司获得证书。“公

司 已 在 乐 洞 乡 龙 归 村 发 展 300 亩 林 下 养 殖‘ 竹 乡 飞 鸡 ’项

目。有了政府颁发的林业经营收益权证，我们就可以向银

行申请贷款。”崇义县森阳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周兆信

说，60 万元贷款就是“及时雨”，公司不仅能扩大养殖规模，

还能从源头上确保鸡的品质和口感。

“有了这 1000 万元贷款授信的支持，公司准备将业务从

原来的住宿、餐饮，向森林康养、研学等方向延伸，扩大经营

规模。”江西明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诚告诉记者。

“林业经营收益权证通过凭证的形式，对林业经营收益

权进行固化，给企业和林农吃了‘定心丸’。”崇义县林业局局

长黄学鹏说，林业经营收益权质押贷款将有效解决企业发展

资金瓶颈问题，为广大林业经营者开辟林业融资新路径，激

活“沉睡的生态资源”。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耀文 实习生

袁俊鹏、丁佳怡）8 月 1 日，记者从省农业

农 村 厅 获 悉 ：全 省“ 一 村 一 名 大 学 生 工

程 ”高 等 学 历 继 续 教 育（专 达 本）2025 级

学 员 招 收 工 作 启 动 ，共 面 向 全 省 招 收 学

员 1000 名。

本次“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专达本）教学培养工作由江西

农业大学负责，学制三年，每学年在江西

农业大学集中面授 2 次，每次 30 天。招生

专业共有农学、园艺、动物医学、公共事业

管理、农林经济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等六

个专业。正式录取学员的学费由财政全额

承担。

报考对象须参加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

生统一考试，招生计划单列、单独划定分数

线，择优录取。符合毕业条件者颁发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报考对

象可在江西农业农村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

报 名 。 网 上 报 名 时 间 为 2024 年 8 月 1 日

9:00至 8月 8日 18:00，逾期不予补报。

本 次 招 收 培 养 对 象 为 在 当 地 从 事 农

业 生 产 、经 营 管 理 和 乡 村 治 理 的 高 素 质

农民，重点是村两委班子成员，参加了高

素 质 农 民（含 新 型 职 业 农 民）培 育 工 程 、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培

训的学员，以及退捕转岗渔民、新时代赣

鄱 乡 村 好 青 年 等 。 其 中 ，公 共 事 业 管 理

专业招收有乡村民宿从业意愿和管理经

验的人员。

暑运过半我省铁路
发送旅客1396万人次
旅客发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晖 实习生胡官慧）8 月 1 日，铁路

暑期运输过半，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
月 1日至 7月 31日，南铁共计发送旅客 27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5.8%。其中，江西发送旅客 13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8.6%，旅客

发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7 月 1 日以来，南铁客流始终保持高位，有 6 天日均发送

旅 客 突 破 100 万 人 次 ，其 中 ，管 内 单 日 最 高 旅 客 发 送 量 达

111.3 万人次。客流主要集中在南昌、福州、厦门、景德镇、九

江等城市，以及管内各地发往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武汉、

长沙、贵阳等方向。为应对暑运客流高峰，南铁充分利用高

铁线路资源，加大运力投入，累计增开旅客列车 2026 列，包括

短途列车 1720 列、热门旅游方向动车组列车 273 列以及长途

动车组列车 33 列。加大旅游列车开行力度，7 月共开行从南

昌、上饶等地去往新疆、黑龙江等地的“Y 字头”旅游专列 7
趟，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此外，暑期重点旅客出行明显增多，南铁优化服务举措，通

过开辟儿童检票绿色通道、提供“清凉包”、在车站增设临时医

疗急救站、在部分线路列车上设置“银发便利贴”等方式，为旅

客提供更加精准、贴心的出行服务。随着暑运“下半场”开启，

暑期出游家庭客流叠加各大院校陆续开学带来的学生客流，南

铁将迎来暑运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将按照“一日一图”方

式调整列车运行计划，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南昌新增两家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近日，农业农村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公布第八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名单。记者从南昌市有关部门获悉，江西李渡酒业有限

公司和江西联和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成功入选。至此，该市国

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增至 17家，稳居全省首位。

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表明南昌市在推

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取得显著

成效。江西李渡酒业有限公司凭借其悠久的酿造历史和出

色的产品质量，不仅传承传统工艺，还融入现代科技，实现传

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江西联和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

农牧业现代化发展，通过科学养殖、高效种植和深加工，延伸

了产业链，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近年来，南昌市始终将农业产业化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

展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扶持、环境优化等措施，培育壮大了

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在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远推广灌溉技术
促农业节水增效

本报安远讯 （全媒体记者杨文斌 通

讯员刘思婷）7 月 16 日，记者走进安远县鹤

子镇现代设施农 业 基 地 蔬 菜 大 棚 ，负 责

人 杨 联 成 手 指 轻 触 遥 控 器 ，自 动 化 喷 灌

设施立即启动，细密的水雾精准地洒向一

垄垄上海青。“与传统灌溉方式相比，这套

自动化喷灌设施节水、节肥率超 30%。”杨

联成说。

进入三伏天，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使

得土壤中的水分迅速蒸发，地表水、地下

水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用水需求。面对

这一情况，安远县农业农村局、果业发展

服务中心等部门的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菜农铺设滴灌设施、采取垄膜沟

灌等农田节水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近年来，安远县将农业节水增效摆在

重要位置，扎实推进智能灌溉高效节水技

术，灌溉方式逐渐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

滴灌、喷灌。截至目前，该县共有规模以

上现代设施农业大棚蔬菜基地 20 个、种植

面积约 5500 亩，每天稳定供应新鲜蔬菜 70
余吨。

新干举行“双招双引”推介会
本报新干讯 （全媒体记者李歆）8 月 1 日，新干县举行“双

招双引”推介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 多名客商。会上，

10个招商及人才项目成功签约。

近年来，新干县依托良好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全力

打造“1+2+N”产业体系（盐卤药化首位产业，箱包皮具、智能

制造两大主导产业，新能源、现代服务业、新材料等新兴产

业）。同时，该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盐卤药化产业向高

端化、精细化迈进，箱包皮具产业向品牌化、个性化提质扩

容，智能制造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蓬勃发展。新干县还大

力推进招才引智人才集聚攻坚战，先后出台“新干英才”计

划、人才集聚八条、人才住房等系列政策，构建起“1+N”人才

政策体系，以高质量人才工作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省单笔最大“节水贷”
落地袁州区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舒海军 实习生

胡莆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8 月 1 日，宜

春农商银行袁州支行向宜春市袁州区赣湖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放“节水贷”4000 万

元，用于相关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及运

营，这也是目前全省单笔最大“节水贷”。

“节水贷”是政银联合设立的一项绿色

金融服务，通过政银搭建融资对接平台，引

导金融机构为节水项目建设、节水企业发

展提供便捷优惠的金融支持，激发节水市

场活力，扶持培育壮大节水服务产业。据

介绍，省水利厅联合省级金融监管机构出

台“节水贷”融资服务政策以来，各级水利

部门积极响应，主动对接服务，目前全省累

计发放“节水贷”2.1亿元。

7 月 30 日，湖口县流泗镇红星村太空莲进入收获季，当地

农户忙着摘剥、筛选莲子。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莲子经济，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通讯员 吴 江摄

标准化生产 精细化加工 集群化发展

广昌以科技创新赋能白莲产业升级

7 月 24 日，在峡江县金坪民族风情小镇，工人正加紧建设蝴蝶主题特色民宿。当地有效融合苗族、京族等多个民族

文化元素，建设蘑菇屋、玲珑屋等 22 套风格各异的特色民宿，同时结合果业、苗木产业发展，打造集农业观光、文化休闲、

水果采摘、民宿体验功能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综合体，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 铮摄

7 月 22 日，新余高新区水西镇珍田村，农户正驾驶农机在田间抢收早稻。大暑时节，当地农民不误

农时，冒酷暑抢收早稻，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颗粒归仓

特色民宿
为旅游增色

“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2025级学员招收工作启动
共招收学员100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