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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一片丰收的热土。

1400 余年前，她因“地产嘉禾，

和气所生”而得名。农耕文明的灿

烂篇章，在赣江中游的山脉和田野

中尽情绽放。素有“江南都江堰”美

誉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槎 滩

陂，浇灌出万亩良田沃土，千百年

耕读传家的农耕文明，盛开着绚烂

夺目的文化之花。

奋 进 新 时 代 ，这 片 古 老 的 土

地，又吟唱着全新的丰收之歌。近

年 来 ，全 县 上 下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

精神，以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

化攻坚战为抓手，抓重点、攻难点、

补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历尽天华成此景，最是奋斗动

人心。9 月 21 日至 22 日，以“学用

‘千万工程’ 礼赞丰收江西”为主

题的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江

西活动将在泰和县举办，当地厚重

的庐陵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

将精彩呈现在世人面前。

金秋时节，让我们走进泰和，

去感受这场物阜民丰的浓情盛宴。

去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以“世界珍禽

泰和乌鸡”为主题的第三届江西泰和乌鸡

文化节举行。国家部委和省市领导、行业专

家、企业代表、市民群众 10 万余人共话珍

禽、共襄盛事。泰和乌鸡荣登地理标志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十强、区域农业品牌影

响力指数百强榜单，综合产值达 56亿元。

今年 4 月 21 日，泰和乌鸡“盒马村”授

牌仪式在马市镇汪陂村举行，标志着江西

省第四家、吉安市第一家“盒马村”落户泰

和县，泰和乌鸡进军中高端消费市场节奏

明显加快。4 个多月来，该项目已实现销售

额超 1 亿元，并带动更多的老区好产品“触

网上云”。

泰和乌鸡的火爆出圈，彰显着近年来

泰和县以品质提升、品牌建设为抓手，实施

“头雁引航、雏鹰振飞”行动，持续打造农业

全产业链，打好农业“三化”攻坚战的丰硕

成果。

该县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以实

施鄱阳湖稻米产业集群项目为抓手，推进

优质主导品种规模化种植养殖，强化农机

装备支撑，加强科技指导和服务，着力调优

果蔬品种结构，持续打造肉牛产业集群，大

力发展稻虾（鳖）综合种养和生态养殖。今

年上半年，该县完成早稻播种面积 56.5 万

亩，占省下达计划的 103.10%，泰和乌鸡饲

养量达618.2万羽，鲜活泰和乌鸡及蛋品销售

额达7.5亿元，加工产品销售额达17.6亿元。

该县紧扣农业“三化”建设，持续扩大

富民产业规模，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加

大品牌建设力度。泰和乌鸡产品链条进一

步延伸，新增乌鸡肽、乌鸡阿胶糕、后生元

乌鸡煲等 8个新产品，已形成涵盖乌鸡白凤

丸、乌鸡口服液、乌鸡酒、乌鸡熟食品、乌鸡

生 鲜 等 8 大 系 列 、140 个 品 种 的 全 产 品 体

系。全县共创建天猫基地、京东农场、圳品

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等产销

合作基地 5个，“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农产

品销售额达 4.61亿元。

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下，该县加

强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合作，积极

引进培育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加工水平，

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今年上半年，全

县引进亿元以上农业产业化项目 3个，农产

品加工产值达 39 亿元，绿色食品产业营收

达 38亿元。

夜幕降临，秋风拂面，禾水缓流。在石

山乡禾水码头，璀璨灯火重拾当年繁华记

忆，南来北往游客喝早酒、吃夜宵、逛码头，

尽享休闲快乐时光，禾水码头成为周边群

众又一“网红”打卡地。

改造之前的禾水码头，房屋破旧、道路

狭窄。石山乡采取政府主导、部门合力，党

员干部带头、群众参与投工投劳、社会各界

大力支持的办法，结合早酒文化、码头文

化、饮食文化，充分挖掘当地轶事传说，拆

危旧、修水沟、安路灯，新建驿站、长廊、栈

桥等，生活配套逐步成熟，各类业态日渐增

多，码头名气越来越大，带动不少群众在家

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增收门路，这

是泰和县立足资源禀赋，以和美乡村建设

为抓手，引培并举构建多元产业发展格局

的缩影。该县坚持整体规划、分段实施、串

点成线、彰显特色的原则，大力实施村庄建

设提升、产村融合提升、乡村治理提升、城

乡资源优化、联农带农增收“五大”行动，村

庄颜值显著提升。

该县积极策应赣西南“四融一共”和美

乡村先行区建设部署，谋划建设沿蜀水河

景村融合文旅带、沿牛吼江产村融合产业

带、沿赣江城乡融合风光带、沿珠陵江三治

融合生态带 4条融合示范带，并持续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美丽圩镇建设攻坚

行动，重点培育市级示范乡镇 1个、“四融一

共”和美乡村示范村 23个、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 10 个，建成 104 个特色村点和 3901 个

美丽宜居庭院，示范效应凸显。

为走好绿色环保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之

路，该县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

粪污资源化、化肥农药减量、秸秆综合利

用，建成 1家国家级标准化规模养殖示范场

和 10 家生猪生态循环养殖小区，建立 2 个

共 3000 亩专业化防治和绿色防控融合示范

区。今年上半年，该县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面积 65.35 万亩，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先试支撑体系已建成 1 个长期固定试验

站和 76 个长期固定观测点，农业绿色发展

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打造乡村环境美的同时，着力构建

“居者安”格局。该县健全村庄治理机制，

建设“万村码上通 5G+长效管护”平台，建

立健全平台问题受理、日常管理、队伍建

设、运维考核等运行机制，将全县所有宜居

村庄纳入平台监管，形成了省市县乡四级

“一网统管”的工作格局。目前，平台注册

户超 16.14 万户，事件上报 5989 件，事件办

结率达 100%。

“讲文明，树新风。懂礼貌，礼让谦。

献爱心，乐助人……”走进泰和县塘洲镇洲

头村，一行行醒目的村规民约映入眼帘。

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一幅

新时代和美乡村的画卷徐徐展开，一场由

村规民约引发的深刻变革正悄然塑造着洲

头村的乡风文明新貌。

“农村建房问题向来繁多且棘手，邻里

之间常常因建房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洲头

村干部陈巍感慨地说，“自从有了村规民

约，情况大不一样了。大家都按规矩办事，

互相协商，邻里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通 过 大 力 推 动 移 风 易 俗 乡 风 文 明 建

设，塘洲镇各村支书积极响应，主动作为，

深入群众，了解民意，与村民共同商讨，针

对村里存在的环境脏乱、邻里纠纷等问题，

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符合村情民意的村规民

约，让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大家拧成一

股绳，积极投身乡村建设。

近年来，泰和县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推进产业振兴的同时，大力加强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让农村群众既富“口

袋”，又富“脑袋”。

该县严格按照 5 年过渡期和“四个不

摘”要求，出台规范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管理、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

创新创业奖励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脱贫

人口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并优化调整健康

和教育帮扶、住房和饮水安全、兜底保障等

政策，巩固提升“两不愁四保障”，力争脱贫

群众不返贫。同时，加大产业帮扶、消费帮

扶和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力度，仅今年上半

年就安排“遇困即扶”专项资金 1000 万元，

帮扶产品销售额达 1.3亿元。

在此基础上，该县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质行动，开展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和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健全农村集体资产

管理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

鼓励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

资产参股等多样化发展途径，支持参与农

业产业融合和中小型项目建设，进一步拓

宽村集体增收渠道。

以党建为统领，泰和县不断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培养农业农村人才，深入开展群

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组

织开展服务“三农”春风行活动，实施“一村

一名大学生”工程和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培育“头雁”项目，举办助力春耕生产高素

质农民培训班，让“三农”服务持续提质。

“口袋”“脑袋”一齐充实农民富

和美乡村宜居宜业农村美

产业发展亮点频出农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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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泰和乌鸡“盒马村”授牌仪

式在马市镇汪陂村举行

位于武山脚下的泰和鸡原种场保种育

种 40 多年，建强泰和乌鸡基因库

泰和农耕健身运动会推动农民体育健

身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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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万合镇光伏产

业 助 力 乡 村 经 济“ 向 阳

而生”

图 2：螺溪镇持续扩

大 富 民 特 色 产 业 规 模 ，

丰富群众“菜篮子”

图 3：上圯乡生态莲

子丰收，百姓富了口袋

图 4：“泰和小龙虾”

通过三品一标认证区域

品 牌 ，上 榜 全 国 名 优 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

图 5：素 有“ 江 南 都

江 堰 ”美 誉 的 世 界 灌 溉

工程遗产——槎滩陂 （本版文图由泰和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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