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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污助力公园尽显活力

荷花、芦苇、香蒲、鸢尾等 30 余种水生植

物遍布瑞昌大唐公园，草木青葱、绿意盎然，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一旁的科普花

园水流潺潺，通过场地落差展示着水净化的

全过程，尽显城市的生机与活力。

两年前，瑞昌大唐公园还是半坡塌陷荒

地。“为满足瑞昌市近年来因城区人口急剧增

加而带来的污水治理需求，瑞昌市委、市政府

本着生态优先、盘活闲置用地的原则，利用大

唐街道办事处附近这块半坡塌陷荒地修建城

西污水处理厂。利用地势落差，把公园建在

污水处理厂上面，既美观又节省用地，污水处

理厂建在地下，还能减少噪音和气味。”瑞昌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股工作人员叶

建华介绍。

“瑞昌市探索河湖综合治理新路径，推

行‘污水处理厂+生态公园’治污模式，将半

坡塌陷地打造成污水处理厂，可达到深度净

水的目的。”瑞昌生态环境局业务一股股长

刘昌龄介绍道，如今，每天 3 万吨的污水在这

里得到妥善处理，改善了长河水资源、水生

态、水环境。

强治理呵护一江清水，打好碧水提升主动

战。瑞昌市聚焦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生态

县（市、区），狠抓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实施城镇

生活污水治理提质增效行动，大力推进水环境

综合治理，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科技创新升级污水治理模式

目前，“金达莱”再一次用科技创新升级

污水治理模式，助力瑞昌市政府利用公园下

方土地承建生态污水厂，还老百姓一座水景

公园。

瑞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果显著。如

果按照常规地上平铺式建设需占地 60 亩，采

用“地上公园，地下水厂”，整个厂区用地面积

仅为 17.5 亩，比原选址节约土地 70%。此外，

从建设成本看，水生态循环净化处理厂比采

用传统技术建设全地下式污水厂节省资金

40%至 60%；从运营角度看，污水处理成本比

国内同等污水厂节省 20%左右。

“该项目封闭性强、辅以先进的生物除

臭系统，有效控制了臭气排放，改善了污水处

理厂的环境。此外，污水处理厂利用 FMBR

兼氧膜生物反应器技术（以下简称 FMBR 技

术），实现在单一控制环节内同步降解生活污

水中碳、氮、磷及有机剩余污泥，日常运行过

程中外排有机剩余污泥较传统技术大幅减

少。”负责瑞昌市城西污水处理厂整体运营的

金达莱相关负责人说。

与此前的污水治理模式相比，金达莱助

力当地政府进行升级改造。“污水治理事关民

生福祉与城市颜值，对于改善水生态系统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公司将城市

绿地、健身场地、科普园地等与地下污水处理

厂有机结合，形成了地上景观公园、地下污水

处 理 厂 的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新 模 式 ，通 过 公 司

FMBR 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做到颜值与智慧

并存，能力和实力并具，实现用地省、生态好、

能效高。”金达莱技术部相关负责人说，公司

始终把绿色低碳发展融入规划布局、环境营

造、产业集聚等方面，助力地方政府实现从污

水治理到回收利用的可持续循环发展。

建管一体化实现可持续管理

殷殷之情谋发展，灼灼芳华映初心。金

达莱打造的“地上公园、地下水厂”城镇污水

处理厂建设模式，破解了城市发展中土地紧

缺和“邻避效应”两大瓶颈，实现了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多赢，成为我省生态文明

建设的窗口。围绕“建得成、管得好、用得上、

长受益”目标，金达莱探索出一条建管一体化

的污水治理新路径。

在瑞昌市城西污水处理厂中控系统大

厅，由金达莱 FMBR 水环境智慧系统、瑞昌市

政府投建的智慧排水管理平台组成数据大

脑，对污水进出排放实施 24 小时智能化监控

与管控。“采用建管一体化管理平台系统技

术，可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保证设施正常运

行。”瑞昌市城西污水处理厂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基于 FMBR 技术实现了同一单元、同一时

段同步降解污染物，大幅缩减了工段、工序，

易于技术装备、设施的高度集成，金达莱通过

应用传感探测、数据运算、指令下达等自动化

控制和物联网技术，实现了水环境治理装备

和设施的智能化、模块化、标准化，独创了集

“信息感知+多端互联+大数据分析+精准决

策”于一体的 FMBR 水环境智慧系统，实现了

人工监视向智能化管控的技术革新，助力传

统污水处理厂向智慧生态水厂升级。

“为更好地配合当地政府健全污水治理

长效机制，公司建立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

管护机制同步落实制度，对瑞昌市城西污水

处理厂实行 30 年建管一体化模式，坚守长期

主义理念，筑牢污水治理发展基石，助力地方

实现污水治理提升。”金达莱负责人介绍，通

过 FMBR 技术优势，更好地助力地方政府污

水生态治理；通过公司科技创新的先进理念，

更好地助力地方政府打造水城相融、人水相

依美丽画卷。

当前，我省正加快打造“三大高地”、实施

“五大战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

章。作为以保护水环境为使命的科创板上市公

司，金达莱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全面助力各地污水治理实现绿色转型，努

力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冯训太）

做优生态“水文章” 实现水城相融、人水相依
——金达莱创新城乡污水治理模式侧记

金秋的瑞昌大唐公园，山坡有氧跑道乐享运动之美，山顶网球场彰显生命活力。潺潺的水流景观、簇簇的

鲜花盛开，设施完备的亲子乐园，成了附近居民运动休闲的好去处，动静交融的场景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生态画

卷。若不细心探寻，很难发现，公园下面竟然隐藏着一座日处理污水 3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这是瑞昌市着力打

造外表美与内在美相统一的“长江最美岸线”一个缩影。

近年来，瑞昌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抓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持续擦亮生态底色，促进生态环境高颜值与经济发展高质量协同并进。用污水处理 FMBR 创新工艺技术

谱写生态文明建设画卷，是科创板上市公司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莱）助力各地污水治

理的美好愿景。

永新县位于吉安市西部，是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历史红、

生态美、人文浓。近年来，永新县稳步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这座古朴的县城焕发出

新的活力。

机制创新 推动顶层设计

永 新 县 成 立 了 由 县 委 书 记 、县 长 任

双 主 任 的 城 市 更 新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形 成

“政府统筹、条块协作、部门联动、分层落

实 、专 班 推 进 ”工 作 机 制 ，创 新 性 地 构 建

了“规划统筹、策划先行、运营前置、设计

定 制 ”的 规 划 设 计 实 施 机 制 ，对 项 目 定

位、业态布局、风格把控等高标准规划设

计 ，充 分 考 虑 永 新 习 俗 、居 民 喜 好 、现 状

需 求 等 情 况 ，尊 重 群 众 意 愿 ，实 行“ 一 户

一策”的定制化设计，实现“共商共治、共

建共享”。

建 立 了“ 政 策 引 导 +市 场 运 作 ”的 要

素 保 障 机 制 ，积 极 引 导 社 会 资 本 和 经 营

主体参与；探索多元化投融资体系，设立

城 市 更 新 专 项 资 金 ，组 建 城 乡 投 控 集 团

“1+6”融 资 平 台 ，积 极 争 取 政 府 专 项 债

券，多渠道破解筹资难题；持续优化城市

更 新 项 目 审 批 流 程 ，推 行“ 一 窗 受 理 、并

联 审 批 、限 时 办 结 ”等 措 施 ，持 续 压 缩 审

批时限。

因地制宜 修复风貌肌理

永新县把“山水禾城”作为独特品牌，

在城市更新中修复“山—水—城”格局，结

合山体营造可游、可赏的郊野游憩空间，

建设爬山步道和少量公共设施。对城市

周边的小山小坡，不采取推平等简单的方

式，而是因地制宜地打造小游园、湿地公

园等，满足市民回归自然、休闲娱乐的需

求 。 按 照 海 绵 城 市 的 理 念 ，疏 浚 历 史 水

系，再现渡口、码头、浮桥、阁塔等历史景

观，使古城与滨水区域有机缝合。

在推动城市更新中，该县保留古城格

局骨架，延续传统街巷网络，并对基础设

施、传统建筑进行改造提升和保护修缮。

坚持“产权基本不动、肌理基本不改、居民

基本不迁、社会网络基本不变”的原则，古

城内不再新建超高、大体量建筑，将与古

城定位不符的功能逐步转移出去，腾退的

空间用于公共绿化和必要功能的补齐，目

前已建设了 7 个口袋花园。

多元共建 古城充满活力

通过工作营、设计竞赛、设计周、生活

节等方式推动永新城市更新项目精准落

地。以市场化方式对全县红色、书法、非

遗等文化进行整合，主动顺应多元消费群

体“吃、喝、玩、乐、购”的需要，引入地方

美食、土特产品、文化演艺、文旅商品、艺

术培训等 30 余家经营主体，聚集有创意

的资源，孵化古城的新品牌，并对古城内

自发形成的地摊经济和夜市经济予以保

留提升。

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下，居民和游客

能切身感受到古城的温度、文化的厚度和

产业的热度。 （建 轩）

古朴县城焕发全新生机

近 年 来 ，我 省 驻 京 机 构 坚 持 党 建 引

领，聚焦助力驻京“前哨”建设，通过“组织

全 覆 盖 、理 论 大 武 装 、合 力 促 发 展 ”三 步

走，走出了一条创新流动党建模式助力驻

京事业发展的特色路径。

多方找、灵活建，实现组织
全覆盖

退 休 老 党 员 戴 圣 钰 ，在 北 京 随 子 女

安享晚年之际，被家乡邀请担任安义（北

京）总支部委员会副书记。近年来，他参

与 协 调 化 解 各 类 大 小 纠 纷 上 百 起 ，成 为

帮 调 解 促 和 谐 的“ 润 滑 剂 ”，被 大 家 亲 切

称为“戴老”。

像戴圣钰这样“找出来”的好党员，还

有年过花甲的吕水金。2002 年，吕水金带

着家人赴京创业，主动通过各种渠道联系

在 京 党 员 ，并 积 极 向 组 织 申 请 成 立 党 支

部。2015 年，他被选为南昌县驻北京市流

动党支部书记，带领支部党员全力帮助在

京乡友解决就医、就学、就业等问题，积极

助力家乡招才引智、招商引资。

组织强起来，阵地才能夯实。省驻京

机构党委分片划区、挂图作战，深入各市

县驻京联络处及北京企业商会，摸清流动

党员和党组织建设底数，通过单独建、联

合建、挂靠建等方式，先后组建 124 个流动

党 员 党 支 部 ，顺 利 实 现“ 一 市 一 党 委（总

支）、一县一支部”，确保每名流动党员落

在支部，同时注重选优配强流动党员党支

部书记。在现任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中，

领导岗位退休、大学以上学历、创业者三

类总占比超 90%。

“建优组织、选强‘头雁’的目的，是带

动党员亮明身份、当好旗帜，不断夯实基

层基础。”省驻京机构党委专职副书记刘

兰萍表示。

走出去、请进来，理论武装
有实招

“组织要心齐，还得靠学习。”这是吉

安市吉州区长塘镇驻京党支部书记王平

常挂嘴边的一句话。

过去，该区在京流动党员及创业者对

政策学习不够，导致部分人员存在纳税滞

后等情况。为解决这个问题，该支部把加

强 理 论 武 装 摆 上 组 织 建 设 的 重 要 议 程 。

“我们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

要 讲 话 重 要 指 示 批 示 精 神 ，认 真 学 习 党

务、法律、税务、金融、经济等主题内容，积

极参加省驻京机构党委、市驻京流动党员

党委组织的学习。”王平介绍，随着学习的

深入，广大党员政治上更加坚定、理论上

更加清晰、政策上更加明白。

针 对 流 动 党 员 分 布 零 散 、职 业 多 样

的情况，省驻京办创新思路，坚持走出去

和 请 进 来 相 结 合 ，将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集

体 学 习 扩 大 到 全 省 各 驻 京 机 构 ，先 后 组

织人员赴北京经开区开展新质生产力专

题学习，赴河北正定、天津开展党纪学习

教 育 ，赴 北 京 各 类 教 育 基 地 现 场 学 思 践

悟，举办驻京机构学习大讲堂，着力打造

江 西 驻 京 理 论 武 装 品 牌 ，并 形 成 常 态 力

求实效，赢得在京流动党员广泛认可。

“通过创新学习机制、强化理论武装，

广大流动党员强化了政治意识，提升了理

论素养，凝聚了思想共识。”省驻京办综合

信息处处长程杨松说。

一盘棋、一家亲，凝心聚力
促发展

山水相隔情未断，人在他乡心犹连。

许多在京流动党员在谋求自身发展

的同时，心系故乡，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倾

注心力。

北京赣州企业商会党支部书记邱中

勋 投 资 10 亿 元 参 与 赣 州 市 章 贡 区 医 药

健 康 产 业 园 建 设 ，近 三 年 来 带 动 促 成 北

京客商投资落地赣州项目 54 个，总投资

额达 545.1 亿元。

余干县驻北京流动党支部书记吴朝

晖带头投资 10 亿多元返乡创业，带动北京

江西女企业家协会和北京余干商会会员

返乡投资近 100 亿元，累计捐款捐物 2000
余万元。

抚州市临川区在京流动党支部书记

阮国忠连续 5 年牵头举办关爱江西农村留

守儿童大型支教项目。

邱中勋、吴朝晖、阮国忠只是北京赣

籍乡贤的缩影。今年以来，我省驻京机构

发挥流动党员示范作用，组建成立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等专班，对接京津冀区域建

立 1000 余个重点招商项目库和紧缺人才

档案卡并跟踪服务；举办北京景德镇专家

博士服务团成立暨重点产业推介会、江西

（北京）重点产业投资合作推介会等活动，

收集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42 个，签约引进

紧缺人才 19 名，签约引进中航工业集团

等 40 个重大项目，资金总额超 280 亿元。

“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进一步健全流动党员组织体系，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为推动江西高质量

发展奉献驻京力量。”省政府副秘书长，省

驻京办党组书记、主任樊雅强说。

在首都亮出一抹“江西红”
——我省驻京机构创新流动党建模式纪实

盛卫华 刘 奇 本报全媒体记者 卢瑛琦

白鹤小镇里，白鹤展翅，白鹭翩

跹，吸引游客驻足观看，展现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艾溪湖湿地公园，碧

水环绕、绿荫叠翠，诉说着赣鄱秀美

的自然风光；瑶湖夜市，人潮涌动，热

闹非凡，展示着城市的烟火气……

近年来，南昌高新区以自然之

美为依托，以文化赋能旅游业发展，

描绘出文旅融合的崭新画卷。

风光入画：独特自然
风光出圈更出彩

位于赣江之畔的南昌高新区，

绿荫环绕、生态秀美。秋风起，行走

于这诗画美景里，时光不语，游客早

已“沉醉”难觅归路。

步入白鹤小镇，碧水环绕，自然

生态之美跃然眼前。漫步于林间小

道，耳边是清脆的鸟鸣，眼前是绿意

盎然的景致，每一步都踏出了与大

自然最亲密的对话。转身来到艾溪

湖湿地公园，湖面如镜，倒映着蓝天

白云与绿树红花，一派和谐共生的

美好景象。沿湖而行，或是泛舟湖

上，都能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这份

宁静与美好之中……

“这里生态好，徜徉其间令人心

旷神怡。每一处风景都让人流连忘

返。”周末来这里游玩的南昌市民伍

靓说道。

文化添韵：文化赋能旅游业，活起来更
火起来

来到南昌高新区，不仅可以感受秀美的自然风光，还可以

触摸文化脉搏。1969 年的秋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曾先后

来到鲤鱼洲创办试验农场，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江西分校、北

京大学江西分校。两所分校的旧址，粉墙黛瓦、青砖木门，镌

刻着上个世纪留下的时代印记。

9 月 20 日，由南昌高新区团工委组织的青年研学团走

进鲤鱼洲清华大学江西分校和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重

温当年岁月，了解那个年代的奋斗历程。跨越半个世纪的

时空“对话”，让南昌高新区找到了文化与旅游新的融合交

汇点。

近年来，南昌高新区深入推进“文化+”发展模式，以文

化赋能旅游业发展，探索符合本地特色的文旅新业态。为

让有限的文化资源发挥更大价值，南昌高新区从基础设施、

滨水体验等方面发力加快鲤鱼洲的发展，打通瑶北至鲤鱼

洲公路，让鲤鱼洲融入城市“半小时生活圈”。开展鲤鱼洲

天然河港——天子河公园河道走廊建设。规划耕学农场、

红井晒谷场、孺子书房等。

2023 年，仅鲤鱼洲红井村游客量较上一年度翻了三番，

农户的农产品销售额户均增加 4000 元，新增的 2 家农家乐实

现户均年收入 12万元。

烟火拾味：丰富消费业态持续点亮夜经济

要打造文旅高地，除了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底蕴深厚的

历史文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烟火气。

小 龙 虾 、臭 豆 腐 、烧 烤 、鲜 榨 果 茶 、新 中 式 茶 饮 ……

2024 年飞行嘉年华前夕，位于南昌高新区的瑶湖里夜市人

气渐旺，百余家摊位陆续出摊，烟火升腾，人潮涌动。

在艾溪湖畔的艾溪嘻街，国潮和时尚这里融合，呈现出别

具一格的街区风格。不定期的演出，鳞次栉比的商铺，琳琅满

目的美食，吸引着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艾溪嘻街商圈营业面积达 0.46 万平方米，按照公园式商

业、开放式街区、主理人业态、联营化运营模式打造，目前已入

驻茶咖酒馆、潮玩文创等特色主理人品牌 40 余个，引领“潮玩

生活”新风尚。

“我们把嘻街落地于艾溪湖湿地公园，与图书馆、美术馆、

鱼尾洲公园等网红打卡点串珠成链，打造年轻人绽放青春姿

态的舞台，引来年轻人，留住年轻人。”南昌高新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春富说道。

今年 1 至 7 月，南昌高新区接待旅客 1094.79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79.32亿元，这些数据正是该高新区文旅融合成效的

生动体现。如今，走进南昌高新区，当“文化味”邂逅烟火气，

总能让人感受到更多幸福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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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安 远 县

三百山景区彩虹公路枫

叶 染 红 ，与 蓝 天 、白 云 、

青山构成一幅斑斓的秋

日画卷。

通讯员 魏迪金摄

三百山的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