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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在 南 昌 八 一

起义纪念馆，“ 光

影 八 一 ”灯 光 秀

精彩上演，生动的

红 色 主 题 影 像 配

上现代光影音乐，

吸 引 了 大 批 游 客

前 来 观 看 。 近 年

来 ，我 省 各 地 积

极 推 动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让 红 色 旧

址焕发新光彩。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8 月 10 日，庐山市海会镇，游客在钱家畈村戏水休闲。庐山

市通过美化环境、提升服务、丰富业态打造乡村旅游热点，受到广

大游客的青睐。 特约通讯员 韩俊烜摄

暑期旅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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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山 ，林 子 越 深 ，蝉 虫 声 越

密 ，汗 水 越 稠 ，很 快 曹 小 华 的 迷 彩

服 就 湿 透 了 。 轻 轻 拍 着 浓 荫 蔽 日

的 杉 树 ，他 总 会 想 起 父 亲 曹 洪 忠

的 话 ，“ 做 了 这 一 行 ，就 一 定 要 把

林子管好”。

今年 86 岁的曹洪忠干了一辈子

护林员，31 年前，曹小华正式接过父

亲的担子，成为新余市仙女湖区九

龙山乡国营九龙林场的护林员。从

此，他就接过了艰苦，接过了寂寞，

接过了一生的绿色情缘。54 岁的曹

小华从未后悔这个选择，因为父亲

是他的——

榜 样

“小华，走，我们到山上转转。”

傍晚时分，曹洪忠叫上儿子来到附

近山林。树林里鸟鸣虫唱，杉树、松

树和许多阔叶树遮天蔽日。父子俩

不紧不慢地走着，偶尔停下来摸摸

挺拔的树干。“小华，护林工作不能

松劲，一定要把林子管好。”寡言少

语的曹小华，深深地点点头。

退休后，曹洪忠还经常一个人

到林子里转转，就像看望自己的孩

子 。 远 的 林 子 ，来 回 要 走 两 个 小

时。在老人家中，他取出一枚闪亮

的奖章。“这是‘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我一辈子巡山护林，做了一名共

产党员该做的事。”

1959 年，曹洪忠进入九龙林场

从事采伐及护林工作。头几年，重

点是砍老林、炼山、整地、栽树，早年

林场每年造林 1000 多亩。在曹洪忠

看来，巡山护林责任重大，护林员主

要做到三点：防火、防盗、防病虫害。

曹洪忠经常沐着晨曦进山，披

着星光回家，午饭往往靠几块饼干

解决。一年下来，他要穿坏五六双

解放鞋。护林最艰难的时候，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农村建房、制

家具需要大量木材，一些人把目光

偷偷瞄准林场的杉木。他和同事与

盗伐者打“游击战”，还经常受辱骂、

威胁。有一次不慎摔伤脚骨，他卧

床 30多天才能走动。

莽莽山林，悠悠岁月。曹洪忠

后来被派到边远的花桥分场，负责

三 县 交 界 处 插 花 山 的 巡 山 护 林 工

作，早出晚归。特殊的地理位置，护林防盗压力大。曹洪忠和

同事日夜巡护，在当地政府配合管理下，插花山的盗伐现象慢

慢没有了。

1988 年，受父亲影响，曹小华进入九龙林场，当了一名木

材搬运工。闲暇之余，曹洪忠开始带着儿子巡山护林，亲授护

林知识。他知道，植树护绿，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林子的

看护，需要后一代人——

接 班

1993 年，父亲退休后，曹小华拿起柴刀、背上水壶，成为一

名正式的护林员。

记者跟着曹小华进山，见一棵松树被藤蔓缠绕，他小心用

刀清除。一扎进莽莽森林，他就进入了自己的世界。这个世

界，并不轻松，也不精彩，有的只是疲乏、繁复和清贫。而且，

山里的人生可以一眼望到头。

24年前，在深圳务工的同乡动员他一起进厂打工，收入高

好几倍。曹小华曾动摇过，但父亲对他说过的话，一句句跳进

脑海。“爸爸忠厚、老实、吃得苦，对护林事业执着。”曹小华说，

父亲就是无声的榜样，再加之种树护林为集体创造了财富，这

样想着，就打消了外出的念头。

常年在林子里钻，马蜂、毒蚁和不知名的虫子，时不时叮

上几口，风油精、清凉油是必备物品。林子里春天湿滑无比，

夏天闷热异常，秋天山露沾衣，冬天霜雪凛冽。摔跤是家常便

饭，一次曹小华从三米多高处摔下，造成腰椎受伤，至今气候

变化时还会疼痛。

这些对曹小华来说，其实算不上什么。真正难耐的，是巡

山时的枯燥和寂寞。原本话就不多，走着走着，感觉自己快失

语了。这时，曹小华就会对着大山哼一曲老歌，或吹一支口

哨，把寂寞赶走。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曹小华说，我是一名党员，

这辈子就希望好好守着这片山林，好好和同事们一起——

坚 守

曹小华 2016 年担任九龙林场副场长后，依然坚持巡山护

林。如今，林场有 10 名护林员，他给护林员分片划好责任区，

自己却跑遍各座山头。

父亲教给曹小华的巡山护林知识，他手把手传授给其他

护林员。“现在工作条件好了，那些偏远的地方，路也修宽了，

摩托车能直接开到山脚或山腰，提高了巡山效率。”曹小华说，

今后林场还打算安装摄像头，真正实现“人防+技防”。

时代变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但巡山护林的艰苦和并不丰厚的收入，还是容易

让人产生动摇。此时，护林的初心尤为可贵，护林的职责更应

坚守。

曹洪忠、曹小华父子俩，65 年的精神传承，成为九龙山绿

海里的一抹红。曹小华带着护林员用脚步丈量青山绿海，在

平凡事业中标注一种高度。86 岁的曹洪忠依然难舍护林情

怀，经常到林场走一走，教导护林员忆苦思甜。

曹洪忠说：“我是一名老党员，干上这一行，就要把林子管

好。巡山护林虽然枯燥辛苦，但是要耐得住性子，要懂得吃苦

在前、享乐在后。”

九龙山林场的护林员，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让

山林日益茂盛。林场 4 万余亩林地，森林蓄积量 3.87 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达 75.37%。如今，林区乱捕滥猎、乱砍滥伐、乱

挖滥采、取脂剥皮等违法现象早已不见了，20多年未发生一起

山火。

这些年，九龙林场大力种植经济林木、发展林下经济，高

产油茶、草珊瑚、甜茶产业蓬勃发展。林场还准备规划民宿旅

游产业，提升企业效益。

近年来，曹洪忠、曹小华父子先后被评为“新余道德模范”

“江西好人”，还荣登“中国好人榜”，获评“敬业奉献好人”。

“大楼通过招商吸引酒店、餐饮企业、

农产品加工车间等商家入驻，去年获租金

63 万元，村民人均分红 3300 元。这两天又

有新企业入驻，今年收入还会略有增加。”8
月 22 日，鹰潭市余江区邓埠镇站前村党支

部书记陈雪玲告诉记者，站前村竹溪邓家

紧邻城区，村里将闲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由村里成立集体合作社并摘牌，再

组织村民共同出资建设租赁商业楼，由村

民每人出资 1 万元至 2 万元作为股金入股，

实现了村民对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股”。

如今，该村闲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资源成了资产，资金成了股金，村民也变

成了股东，村集体收益大幅提高。

“闲散地”如何变成村民、村集体增收

的“聚宝盆”？

2015 年、2020 年，余江区两次被列为

全国宅改试点县（区）。特别是 2020 年鹰

潭市被列入首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

区以来，余江区找准城乡融合发力点，结

合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积极探索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农村产权抵

押担保等创新举措。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乡镇，乡镇

发展的落点是产业，产业发展又需要立足

土地，因此如何利用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是重点。”鹰潭市自然资源局余江

分局局长聂荣华说，土地入市就是将乡镇

腾退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

权投入市场，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样的出租、转让、抵

押等权能，明确了入市主体、入市程序、出

让年限和转让抵押的要求，土地可以在一

二级市场进行流转，打通了城乡土地同等

上市、同地同权制度通道，充分释放闲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要素价值。

经过几年的探索，余江区先后出台了

《鹰潭市余江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决议暂行办法》《鹰潭市余江区集体建设

用地储备管理暂行办法》《鹰潭市余江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异地调整入市实施

办法》等 12 项有关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的相关制度，特别是建立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储备机制和创新就地、异地入市两

种途径，有效激发乡村闲置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潜力，拓宽了村民财产收益渠道。

同时，土地所有权人还是村集体组织，且

有持续的收益，村民没有一次性出售产权

的心理负担，支持力度远高于土地征收。

精密制造产业是余江区的传统产业，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原来作坊式生产管理

的中小微企业扩产和转型升级没有空间，

上下游中小企业难以聚集发展。为解决

用地难题，余江区利用改革试点机遇，将

锦江镇前进村废弃的 94.5 亩红砖厂纳入

就地入市地块，将潢溪镇桂林村闲散的 20
亩集体建设用地异地调整入市，合计 114.5
亩，作为第一期锦江镇入市产业园工业标

准厂房项目用地。聂荣华介绍，产业园可

容纳精密制造规上企业 40 余家，企业全部

入驻后，预计工业总产值超 30 亿元、税收

可超 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3000个以上。

工矿废弃地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纳入入市范围，有效盘活了闲置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提升了存量建设用地价

值和利用效率，为农业物流仓储、农产品

初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健康养老、家庭工

厂、手工作坊、电商等发展提供了用地保

障，加快助推乡村振兴。聂荣华说，目前，

余江区依托闲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建有各类产业下沉车间 47 个，吸纳就业

2300余人。

截至目前，余江区已入市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 51 宗、面积 561.52 亩，入市价款

5485.15 万元。通过土地入市，余江区将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用于工业发展，盘活了

零 星 建 设 用 地 ，缓 解 了 工 业 用 地 难 的 问

题。村民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分享发展

成果，拓宽了收入渠道，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 要 素 保 障 ，为 城 乡 融 合 奠 定 了 产 业 基

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

顺利破局落地，有力推动了余江区城乡融

合发展，全域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正

加速形成。

上 半 年 江 西 经 济 持 续 回 升 、稳 步 向

好 。 日 前 ，统 计 部 门 发 布 的 经 济 数 据 表

明，江西经济“下半场”的开场鼓舞人心。

1 至 7 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2%，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1%。“三驾马

车”中的投资、消费增速较上半年均有所

加快。受外部环境影响，外贸总体虽然偏

弱，但在各方努力下，7 月份江西进出口同

比增长 0.5%，实现今年首次正增长。

“三驾马车”持续加力，给“下半场”增

添更多确定性。增强全省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态势，必须紧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 提 出 的“ 稳 中 求 进 、以 进 促 稳 、先 立 后

破”重要要求。针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

提振消费、扩大投资，实现消费与投资良

性互促，无疑是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的

关键举措。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作用

不 容 小 觑 。 要 充 分 激 发 有 潜 能 的 消 费 。

我国经济展现出的韧性与活力，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拥有一个潜力巨大的

国内市场。当前，我们正处于消费潜力加

快释放的关键时期。以江西为例，1 至 7 月

全省消费稳步向好，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新

能源汽车、智能手机、智能家电零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 43.0%、22.2%、15.8%。这表明

消费的升级正创造经济新的增长点。我

们要充分发挥国家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效应，加快

产品更新换代，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

事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激活消费引擎，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释放更加强大

的发展动能。

投资在推动经济“稳中求进”中具有

关 键 作 用 。 要 着 力 扩 大 有 效 益 的 投 资 。

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动能。比如，企业

技术改造是扩大工业有效投资的重要途

径 ，更 是 产 业 升 级 的 重 要 抓 手 。 今 年 以

来，江西大力推进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中

小企业数字化赋能行动。1 至 7 月高技术

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13.9%；工业投资同

比增长 11.7%，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

长 8.3%，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为 36.1%。显

然，投资依然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我们要精准有效扩大投资，瞄

准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趋

势，形成投资和消费的正向循环，深化落

实“1269”行动计划，加快发展壮大优势主

导产业，全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积

极部署发展未来产业，创造发展新优势。

激活投资引擎，关键是民间投资与政

府投资要同时发力。在全社会投资中，民

间投资占据半壁以上江山。毋庸讳言，近

年来民间投资较为低迷。然而，今年前 7

个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2.8%；扣除房

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8.1%，

显示出复苏的良好势头。未来，激活民间

投资的力度要持续加大，更要充分发挥好

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当前，各地城

市地下管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推进，态势

喜人。我们要继续抓住国家重要机遇，持

续加大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教育、医疗、

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全力把政策

红利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

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更要用

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人是生产力中

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无论是培

育 和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还 是 深 耕 传 统 产

业、发展现代农业，都需要充分调动人的

积极因素。江西的发展优势和潜力在哪

里？关键就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就是要充

分发挥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能

动性，实现向改革开放要动力、向创新创

业要活力、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下半场”开场良

好，但要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推动项目一个一个落实、工作一项一项完

成、活力一份一份增加、民生一步一步改

善、钱袋子一点一点鼓起来，让发展的信

心愈来愈强、发展的态势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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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
李冬明

余江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昔日“闲散地”今日“聚宝盆”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