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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天气，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南大道上的城市管

理红色驿站成为户外工作者歇脚的好去处。8 月 13 日，环卫

工人在门口领取免费的冰镇绿豆汤、矿泉水后走进驿站内休

息，享受工作间隙的清凉。 吴 成摄

█ 农行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系列之三 创新服务 点亮新市民美好生活
“这是我的联系电话，也可加我微信，

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农行

修水支行副行长韩军正带领团队挨家挨

户为新市民提供金融支持。近年来，农行

九江分行下沉服务重心，丰富金融产品供

给，精准滴灌金融活水，用暖心的金融服

务点亮新市民美好生活。

农行九江分行积极推广线下和线上

融 合 办 贷 模 式 ，向 新 市 民 提 供 线 下 业 务

线 上 签 约 、放 款 ，减 少 线 下 操 作 环 节 、节

省时间成本，提高办贷效率；扩大线上办

贷 模 式 覆 盖 面 ，积 极 运 用“ 社 保 直 连 ”

“公积金直连”等产品，上门提供服务，让

新 市 民 足 不 出 户 享 受 秒 批 秒 贷 的 便 利 ；

主动对接医保 局 、公 积 金 中 心 及 不 动 产

中 心 ，为 网 点 配 置 社 保 制 卡 机 ，新 市 民

在 网 点 就 可 以 办 理 社 保 卡 ，贷 款 受 理 、

抵 押 手 续 一 站 式 完 成 ，大 大 提 高 了 办 事

效率。

农行九江分行组织客户经理团队每

周走访周边商户及专业市场，推广“房抵 e

贷”“商户 e 贷”等产品，为新市民提供更多

的融资渠道。在符合房地产金融政策要

求前提下，优化新市民住房贷款收入证明

和家庭资产认定标准，合理确定首套房按

揭贷款标准，满足新市民合理购房需求；

为支持新市民改善居住条件，常态化带领

客户经理走访新交付楼盘及家装公司，推

广农行家装分期产品。对吸纳新市民较

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加强精准支

持，帮助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为新市

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针对农民工等新市民群体，农行九江

分行推出“筑福卡”专属借记卡产品，实现

工本费、年费、短信服务费、ATM 跨行取现

手续费等多项费用减免及理财产品的专

属增值服务；针对务工人员，积极推广“乡

村版”“大字版”等多版本掌上银行，提供

高效的医保金融一体化服务及便捷的征

信查询服务。

据了解，农行九江分行将持续丰富贷

款产品，创新特色服务，助力新市民经营、

消费等需求，积极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

不断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效。（史成黎）

多彩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
夜幕下的南昌市红谷滩区，格外耀眼，充满活力。近年

来，红谷滩区高度重视夜间经济发展，通过丰富业态、完善服

务、强化配套等有力举措，推动夜间经济加速向高品质、多业

态拓展，促进消费全面升级。

该区大力开展夜间经济街区认定和夜间经济街区品牌培

育工作，积极打造充分体现区域特色的夜间经济新载体，通过

整合夜间消费资源、挖掘夜间消费动能、升级夜间消费场景，

将夜间经济街区向精美化、产业化、专业化、品质化升级。同

时，坚持把商文旅结合的夜间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作为夜间经

济发展重点，升级培育了红谷滩万达金街、赣江新天地美食街

区等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集聚区，形成了以绿地双子塔为轴

心，辐射带动熙梦里、万象城、金融大街及摩天轮沿江经济带

的核心商圈。

此外，该区以智慧生活和智慧消费为目标，以智慧管理和

智慧服务为重点，以智慧技术运用和智慧基础设施建设为路

径，积极借鉴成都、杭州、广州等地先进经验，利用数字经济赋

能创新，高起点规划夜间经济集聚区，利用虚拟现实、3D 动画

等方式展现红谷滩 IP，制作商户夜间打卡线上地图，引领本地

夜间经济体全面升级。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提升品类、品质和创新力度，释放夜

间经济的巨大潜能，全面实现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红谷滩

区商务局负责人说。 （洪 姗）

近日，我省 2023 年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绩考核情

况发布，吉安市吉州区获评“优秀”等次。

2023 年以来，吉州区紧扣“小而美、小而优、小而精、小

而强”发展定位，打响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提升攻坚

战，促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

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先后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

进区、全省第三批“美丽活力乡村+乡宿”联动建设先行

区、全省“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先行区、全省“三线”整治试

点区等。

夯实粮食安全基本盘

8 月 8 日清晨，吉州区长塘镇桥南村一大片绿油油的

水稻田中，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一架农用植保无人机在

操作人员的操控下，对晚稻均匀地喷洒药水。

茂祥农业专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田兰茂告诉记者，今年

共种植优质晚稻 1000 余亩，在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指

导下，采用集中育秧、施用配方肥等技术，稻谷长势良好，

预计亩产可达 500公斤。

吉州区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全力抓好

粮食生产，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3.23 万亩，今年完成 12.5

万亩早稻播种面积，粮食产量预计 4500 多万公斤。同时，

全力抓好粮食管理，优化整合仓储资源，完成马鞍山粮库

“四化”及长塘粮管所改造提升项目，推进仓储信息化，实

行绿色储粮，减少粮食储存环节损耗。

铺就农业发展快车道

吉州区陂上蔬菜基地是该区蔬菜产业重点基地之

一。基地规划面积 500 亩，分两期建设，现已建设连栋钢

架大棚 100 余亩。基地负责人介绍，基地推行绿色生态种

植，以辣椒、空心菜、豆角等为主，同时帮助周边村民实现

家门口务工。

“基地正加快产业升级，从单一种植业向观光休闲农

业转变，与赤塘果蔬基地、赤塘凤梨基地连点成片，形成集

绿色果蔬种植、采摘和观光休闲农业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

现代化农旅结合果蔬产业园。”该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吉州区坚持以工业化思维、市场化导向推动农业产业

链发展，实施农业“三化”提升攻坚战，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现有产业规模化基地 57 个，千亩以上农业产

业连片示范基地 12 个，形成清樟线、S442 沿线等 5 条特色

鲜明的果蔬产业带。同时，积极融入“井冈山”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加大企业自有品牌建设力度，形成“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品牌”的发展模式。目前，全区 26 家企业获

“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授权。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金秋时节，改造后的曲濑镇福田村，巷道干净整洁、房

屋整齐规划，苗木产业基地生机勃勃，一幅和谐秀美乡村

画卷跃然眼前。“现在大家都愿意住在村里，这里空气清

新、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村民刘辉仁笑着说。

福田村只是吉州区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该区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从治理农村环境入手，坚持规

划先行，持续推进村庄整治，稳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和农村“厕所革命”，在全市率先实现圩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全覆盖，510 个村小组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规模化供水率均达 97%以上。同时，结合智慧乡村

平台、5G+长效管护平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常

态长效。目前，樟山镇入选全省乡村振兴示范镇，樟山镇

清湖村被评为全国美丽宜居村庄，长塘镇陈家村、东塘村、

曲濑村等 7个村入选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粮丰业兴景色美
——吉州区加快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幸

本报新余讯 （全媒体记者邹宇波）近日，在中国宝武

新钢集团炼铁智慧集控中心，技术人员将先进的超融合

虚拟化技术首次运用到炼铁工序中，利用近 120 台高清摄

像头对生产环节全方位监控，让公司两座 2500 立方米高

炉拥有智慧“大脑”和明亮“眼睛”。现在，两座高炉操作

界面完全融合，操作人员较过去减少三分之二。

“从‘傻大黑粗’到‘黑灯工厂’，我们正朝着钢铁行业

数字化示范企业大步迈进。”中国宝武新钢集团数智化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年，新钢集团完成企业云平台、产

销质财一体化系统、平安新钢视频系统以及综合料场、焦

炉、高炉等近 20 个区域集控中心和数字化系统建设，50 多

个智能制造项目投运或正在推进，覆盖生产管控、营销服

务、质量管理、财务核算等业务流程。其中，新钢热轧卷

板产线被工信部等授予“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近年来，新余市坚持高位推动，加快推动数字化转

型。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专班，组建 30 支入企诊

断服务队伍，对接 600 多家工业企业，协调解决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已有 345 家规上企业制定

数字化转型方案。同时，聚焦新余市“6313”行动计划，积

极落实《江西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要求，加快

数 字 技 术 与 实 体 经 济 深 度 融 合 ，全 力 打 造 新 型 工 业 强

市。今年以来，新余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加速键”，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数字化研发

设计工具普及率等数字化水平核心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围绕钢铁、锂电新能源等六大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新

余市鼓励链主企业、龙头企业输出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和产品，沿产业链供应链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协同融合发展，推动“链式”数字化转型。同

时，明确建设主体，落实建设资金，强力推进钢铁、锂电两

个“产业大脑”建设，新钢集团、赣锋锂业等链主企业深入

参与钢铁、锂电“产业大脑”建设和运营全过程。截至目

前，该市涌现出盛泰精密、万达美线业、亿铂电子、众加利

等一批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极大地激发了当地制造业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

本报萍乡讯 （全媒体记者刘启红）不久前，

由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省水稻产业技术体

系、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24
年杂交水稻机械化制种技术现场观摩会”在萍乡

市湘东区举行，展示了两系杂交中籼新品种“萍

两优航 1573”的机械化制种技术。据介绍，通过

母本智能化基质育秧和母本机插制种技术应用

创新，可大大节省人工成本，全面提高杂交水稻

制种关键环节机械化水平。

机械化制种技术的推广应用，是萍乡高质量

发展水稻制种产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该市把

水稻制种作为农业优势主导产业之一，坚持高位

推动、政策护航、各方协同，目前已形成“南繁”

“本地”“外埠”三位一体的种业发展格局，每年生

产的水稻种子占全国供种量近 20%，南繁制种面

积、产量分别占全国南繁杂交水稻制种总面积、

总产量的 85%以上，赢得“杂交水稻制种之乡”的

美誉。

依托水稻制种在全国扬名的好势头，萍乡市

趁热打铁，确立了“南繁先锋、种业大市”的种业

发展总体定位，着力构建以湘东区为中心、辐射

带动其他县区若干制种基地，以南繁制种产业

为 龙 头 、带 动 本 地 种 业 发 展 的 产 业 发 展 格 局 。

截至目前，该市有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1 家、专

业 制 种 公 司 18 家 、专 业 合 作社 12 家，制种大户

120 余户，从事制种农民 6000 多人。江西天涯种

业有限公司被认定为江西省农作物种业骨干企

业，其杂交水稻商品种子销售总额位居全国前十

强。最新数据显示，萍乡水稻制种面积达 32.95万

亩，其中南繁制种面积 21.8 万亩、本地制种面积

11.15 万亩，为全国近 8000 万亩耕地提供了萍乡

水稻种子。

水稻制种，落脚点在于推广良种。萍乡市持

续提升种业科研创新能力，助推种业龙头与科研

院所、高等学校深度合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院

地联动的育繁种新机制，并整合全市涉农科研院

所资源，成立了萍乡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在水

稻新品种选育上下功夫。近年来，该市与武汉大

学、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所开展共建

合作，促成江西早稻研究中心和江西农大水稻研究中心落户

萍乡，并在早稻高产品种选育、镉低吸附水稻培育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十四五”以来，通过省级以上审定水稻品种 69 个，

其中国家审定品种 19 个、省级审定品种 50 个，且被大面积播

种，有力保障了粮食丰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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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瑶湖科学岛一期项目
首栋单体提前封顶

本报南昌 讯 （全 媒 体 记 者林雍）8 月 8 日 ，随 着 最

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位于南昌高新区的南昌瑶湖

科学岛一期项目综合楼主体结构比原计划提前 50 天全

面封顶。

作为我省重点建设项目，南昌瑶湖科学岛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 12.7 万平方米，包括综合楼、外延芯片制造厂

房、封装应用制造厂房、产业孵化中心等 16栋单体建筑。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为保证建设进度不受影响，项

目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开高温时段。”中建三局瑶湖科

学岛一期项目指挥长王天伟介绍，项目还成立党员突击

队和青年突击队，推行“一线工作法”，主动克服困难，确

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

“接下来，主体楼栋将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阶

段，整体项目计划明年 6 月底完成施工。”中建三局南昌

瑶湖科学岛一期项目生产经理丁海向记者介绍，南昌瑶

湖科学岛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三生融合”高

地，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助推我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

推动企业提“智”增效

新余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按下“加速键”

近日，宜丰县永兴特钢新能源有限公司焙烧车间内，工人正在操纵机械手臂生产新能源材料。连日来，

该公司自动化流水线焙烧车间的工人顶着高温加班加点，忙碌生产，保障三元锂、磷酸铁锂等新能源材料的

订单供应。 通讯员 李晓军摄
新能源材料生产忙

8 月 8 日，婺源县江湾镇村民吴仙凤在篁岭景区向游客展

示晒秋。近年来，婺源县深入挖掘和利用自然生态、传统文

化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产业，助力村民家门

口就业增收。 通讯员 单骁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