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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时间是检验“网

红”的一把标尺。自去年

跻身网红城市以来，南昌

没有陷入流量的“一阵

风”，而是在“长红”的路

上越走越远。

今年国庆假期，南昌

再次用数据诠释了什么

叫“热辣滚烫”。假期第

一天，南昌地铁当日全网

总客运量达 266.12 万人

次，客流强度位列全国第

一；节日期间，滕王阁景

区累计接待游客 105.2

万人次，万寿宫历史文化

街区客流量达 157 万人

次；南昌各大景点开启了

“人从众”模式，网友惊呼

“南昌有 1亿人”。此前，

国际经济智库——米尔

肯 研 究 院 发 布《2023-

2024年度中国最佳表现

城市指数报告》，南昌跻

身“中国最佳表现城市”

前十，位列第六名。

回望这次国庆假期，

“网红”南昌给游客带来

了哪些新惊喜？走进南

昌，除了热门打卡点外，

还有哪一面值得被发现？

鲤鱼洲日出鲤鱼洲日出

国庆烟花晚会

“光影八一”灯光秀

瓦罐时装周

一

这个国庆假期，南昌显然是有备而

来。升国旗、烟花晚会、飞行表演、羽毛

球世青赛、演唱会、汉文化旅游月……

一个个重磅文旅活动，嗨翻全城，燃爆

全场。

在八一广场，无数人彻夜守候，甚

至打地铺排队，只为倾听《义勇军进行

曲》响彻八一广场，只为看到五星红旗

与第一缕阳光共同升起，只为迎接那一

刻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最强自豪。

在赣江两岸，烟花晚会再次点燃夜

空，人们看漫天星斗倒入人间，欣赏“瑶

光缀后天花落，纷纷灿烂如星陨”的奇

景，一场创意与科技的融合，助力#南昌

烟花#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第二位。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光影八

一”灯光秀震撼来袭，光影映照在纪念

馆的建筑上，让历史奇幻般走进现实，

视觉效果直接拉满，吸引众多市民和游

客驻足观看。

这 个 假 期 ，无 数 人 又 一 次 相 遇 南

昌 ，在 这 里 解 锁 新 奇 。 在 滕 王 阁 背

“序”，在万寿宫祈福，在保利大剧院听

交响乐，在海昏侯博物馆看汉韵鼓舞。

还有无数“特种兵”刚与摩天轮同框，又

到大士院解馋；刚在八一公园打卡“苏

园见卿”水上非遗火壶表演，又到万寿

宫古风长廊一睹国风国潮盛世经典；刚

在鲤鱼洲白鹤小镇欣赏湖天一色，又到

朝阳江滩公园享受晚风温柔。金秋的

南昌，少看一眼似乎都是缺憾。

实 际 上 ，近 年 来 ，南 昌 一 直 在“ 出

圈”的路上飞奔。2023 年，南昌全年接

待游客 1.9 亿人次，增长 16.9%，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1977.79 亿元，增长 41.3%，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这种热度还在延续。仅

2 月 10 日至 16 日春节假期，南昌就接待

游客 871.23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6%；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79.65 亿元，同比增长

65.4%，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数据狂飙的背后是热度的持续攀

升。今年年初华春莹、汪文斌在推特发

文推介南昌，“五一”期间，雷军微博给

南昌“打广告”，刘涛、杨钰莹专门为家

乡“上分”，央视《三餐四季》栏目组寻

味大士院美食街，还有张杰、蔡依林、

林俊杰、凤凰传奇空降献唱，一波又一

波的话题接力 ，不断把南昌的热力值

推向新高。

一座城市“燃”起来从来都不是偶

然。往深处看，这份热度的背后，是蓬勃

向上的发展活力，是持续迸发的文化影

响力，是开放包容释放的城市吸引力。

二

很多人说，每次到南昌都是一次新

的旅程。这份“新”，新在变化、新在体

验、新在城市特质。奔跑在“出圈”的路

上，南昌到底靠什么“保鲜”？

从玩法更新到体验升级。老牌“网

红”重庆之所以每年都是旅游热门地，

是因为年年都有新的网红卖点和流量

话题。南昌也一样，相同的场景总能有

不同的玩法。这次国庆假期，来南昌除

了看升旗仪式、烟花晚会等特色“主菜”，

还有汉文化旅游节、滕王阁景区“背‘序’

免票”、豪华阵容的明星演唱会等百余道

精品“配餐”。在这里，相遇人生雅事，

寻找生活雅景，在“人生八雅”的古韵今

风中解锁独一份城市生活美学。丰富

的旅游场景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极致

体验，把情绪价值拉满，也就把文旅口

碑做实。

从特色构建到品牌输出。要问南

昌的什么让人印象最深，首屈一指当数

这里的美食。一碗瓦罐汤、一份白糖

糕、一碗鲜辣水煮，打开了味蕾，也就击

中了人心。来南昌，看一看大士院的市

井烟火，尝一尝蛤蟆街的特色菜肴，到

滕王阁解锁千年古韵，登上八一大桥定

格最美江景。这里有一方美食，有沉浸

式乡愁，有古与今的交融碰撞，有都市

与自然的相得益彰。当一个“好吃好

玩、有趣有料”的南昌烙印烙进年轻人

的脑海，城市也就建立起了与年轻人的

情感连接。

从交通焕新到空间重构。通达的交

通网是流通和开放的前提。南昌地铁由

“一条线”到“一张网”，一座座跨江通道

让南昌跨江临湖、揽山入城，“一环十二

射”高速公路网加速形成，“1 小时都市

圈”跃然纸上。随着昌景黄高铁开通，南

昌还成为为数不多的 3 条时速 350 公里

高铁交会枢纽。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在便捷人员流动的同时，也重构着南昌

的空间位置和开放格局。以“交通破壁”

推动“要素破壁”，南昌与世界的距离更

近了，与游客的心贴得更紧了。

三

城市不会说话，但城市又无时无刻

不在说话。一座城市的性格和气质，往

往隐藏在城内每一处景观之中。走在

南昌的大街小巷，有哪些进取和坚守值

得被看见？

“City”之 下 是 绵 绵 用 力 。 相 遇 南

昌的第一天往往从嗦粉喝汤开始，漫步

城市大街小巷偶遇惊喜，在江西省博物

馆感受“活着”的历史，走进街边城市书

房享受静谧时光，看一场绝美的江景落

日，相约夜市解锁都市夜生活，还有频

频刷屏网络最美城市天际线，都惹得不

少人感叹：“芝加昌越来越 city 了!”

这 份 city 其 实 来 之 不 易 。 无 论 是

“跨年夜南昌见”“南昌邀您来过年”“爱

英雄就来英雄城”等城市营销，还是“沉

浸式”翻新城市老街、滕王阁北扩“三还

于民”、开放白猫黑猫观景平台，南昌的

努力正在被更多人看见。一点一滴变化

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向上攀登的奋进足迹。

“好玩”之外是创意突破。“好玩”是

对一座城市最平实的褒奖。如今，越来

越多人甘当“自来水”，不吝夸赞“种草”

南昌。这里能填满你“精装的朋友圈”，

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还有地铁站厅化

身游客行李柜，滕王阁景区保安大秀才

艺。在南昌，人们不仅玩得尽兴，各种

花式“宠粉”还让人玩得安心。

“好玩”也是一种生产力。摘掉“小

透明”的帽子，贴上“好玩”的标签，是城

市形象的再造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

反映了城市发展思维的转变。创意驱

动下的场景赋能打开了城市“宝藏”属

性，让“旧瓶”也能装满“新酒”。在“好

玩”和“会玩”之间，口碑留人、实力圈粉

成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日常。

“出圈”背后是文化积淀。好看的

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文 化 内 涵 构 成 了 一 座 城 市 有 趣 的 灵

魂。文化是可感的，在古阁老街感受历

史人文，在赣江两岸阅读都市繁华，在

老城小巷寻觅遗落时光；文化是有颜色

的，南昌八一起义的红、万寿宫的古、江

豚白鹤的绿，汇成一道光，照亮每一个

远道而来的旅人。

打卡一座城，其实就是与这座城市

人文特质的一次交流互动。在南昌，触

摸古韵古风的历史印迹，感受热辣喷香

的市井烟火 ，相遇热情淳朴的江西老

表，人们奔赴这里，始于好玩，赞于体

验，最后忠于文化带来的怦然心动。在

群雄环伺的流量争夺战中暴走，文化正

成为这座城市做大“磁场”的硬核支撑。

（文图均由南昌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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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启动以来，赣州市

国资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决策部署，按照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在赣州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指导下，以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为

重点，着力提升发展质效，推动国资国企实体

化迈出新步伐、市场化水平有新提升、效益化

有新进步。截至今年 8 月，全市国有企业资产

总额为 12217.46 亿元，同比增长 8.68%；营业总

收入为 452.95 亿元，同比增长 8.51%。

强化国资布局 明确方向

聚焦实体化，奠定发展基础。推动国有资

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保障领域和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产业集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投

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综合保障能力、

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引领力显著增强。组建重

大工业项目投资引导基金，实施“基金+产业”

战略，投资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 10 余个，支持悦安新材、孚能科技等多

家企业成功上市。扎实推进矿业、综合能源等

实体板块建设。支持市发投集团整合全市锂、

萤石矿资源，两家控股矿山企业实现投产；支

持国投集团与大唐集团、陕投集团等央企国企

深入合作，信丰电厂二期工程全面开工建设，4

个风电项目入选省新能源规划库。加快数字

化转型，赋能传统产业。统筹全市数据资源整

合共享和开发利用，建设赣州大数据产业园，

成立赣州市数字产业集团，打造赣州“数字大

脑”；积极参与绿色转型，推动数字化与实体化

业务深度融合，打造数字交通、数字旅游等应

用新场景。勇挑大梁强支撑，服务交通强省有

作为。赣州交控集团信雄高速建设跑出加速

度，提前 2 个月建成通车；创新大桥提前 4 个月

建成通车，圆满完成蟠龙大桥筹资任务，助力

“五区一体化”协调发展；高速公路服务区提质

升级三年行动圆满收官，荣获全省表现突出集

体；圆满完成世客会等重大活动票务保障，旅

客吞吐量基本恢复正常水平，稳居省内支线机

场首位。

强化产业整合 突出重点

打造产投平台。主动根据融资形势和资

本市场变化，增强企业自身“造血”功能，拓展

新增融资空间和产业发展能力，积极引入专

业化证券头部公司——国信证券，按照“主业

归核、资产归集、产业归类”的原则，印发《赣

州市属国有企业内部产投平台组建方案》，通

过股权划转、资产注入等方式对经营性资产

（股权）进行专业化整合。四家出资监管企业

产投平台资产（股权）划转、平台更名、工商登

记已到位，市发投集团组建的赣州产业投资

集团于 9 月 9 日正式揭牌。加大同类型资产

重组合并力度，完成组建市水投公司。推进

项目落地。坚持市场化方向，推动经营性项

目实体化运行、市场化运营、效益化运作。赣

州市全民健身中心、于都长征大剧院、“长征

第一渡”等项目相继落成；赣州市中心城区第

二批快速路实现主线高架桥通车，快速路总

里程达 127 公里。

强化人才引进 夯实支撑

聚 焦 产 业 引 才 、市 场 化 聚 才 ，拓 展 人 才

“引、育、留、用”渠道，为国企“三化”转型提供

人才智力支撑。印发“国企人才新政 18 条”，上

线“赣州才服通”人才服务平台，探索“组团式

招才”。联合赣州市委组织部开展赣州市属国

企 2024 年组团引才招聘（成都站）“双一流”高

校硕士以上学历人才活动，签约清华大学、哈

工大等名校研究生 17 名；定向“985”工程高校

选聘录用 2024 届毕业生 16 名；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录用职业经理人 2 名。

强化机制完善 激发活力

推进“瘦身健体”。加强主责主业管理，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行业领导力不断增强。实

施出资监管企业层级规范压缩和“控股不控

权”问题专项整治，推进出资监管企业“瘦身健

体”内部优化整合。今年在精简 68 家子企业

（精简率 19%）的基础上，各企业结合实际进一

步精简 31 家子企业（精简率 9%）。深化三项制

度改革。更大力度推行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末

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建立干部能上能下、员

工 能 进 能 出 、收 入 能 增 能 减 的 市 场 化 机 制 。

2023 年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启动以来，市属

六大集团通过竞争上岗方式新聘任的管理人

员 147 人，占新聘任的管理人员总数的 61.51%；

末等调整或不胜任退出的管理人员 42 人。如，

赣州交控集团聘请国际顶尖咨询机构开展人

力资源“1+N”体 系 改 革 ，全 面 打 通 人 才 发 展

“ 四 大 通 道 ”（管 理 、技 术 、职 能 、操 作），干 部

职 工 各 展 其 长 、各 显 其 能 ，干 事 创 业 热 情 极

大激发。

强化国资监管 增强保障

发挥外部董事作用。强化董事规范管理

和履职支撑，以董事会建设为重点提高监管效

能。全面实现外部董事占多数，专职外部董事

首批入库 11 名，率先公开选聘 4 名专职外部董

事，外部董事在国资监管中“前哨”“探头”作用

进一步发挥。凝聚监督合力。率先实施市属

国企派驻机构改革，六家市属国企纪委改设为

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并公开选调 17 名

工作人员，解决同级不敢监督、不便监督难题，

强化监督人才支撑；推进国有企业监事会改

革，将内设监事会和监事职责统筹整合到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强化风险防范。加强对

企业全口径债务的监测管理，“一企一策”“一

债一策”精准化债。开展企业虚假贸易、担保

出借等违规经营专项整治工作，倒逼企业刚性

落实制度，切实防范企业经营性风险。

（朱 俊 谢达迎 吴宏梁）

“五个强化”推动国企实体化市场化效益化转型
赣州市国资委大力推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加强国际传播
弘扬传统文化

为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

近日，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与践行工作室成立

大会暨第一次活动——中国书法体验课。

据了解，该工作室本学期将陆续开展 8

次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国 际 传 播 与 践 行 活

动 ，涵 盖 中 国 书 法 体 验 、中 国 传 统 绘 画 体

验、中国茶艺体验、中国剪纸文化体验等内

容。每次活动将邀请相关领域专家作为指

导老师，并招募翻译专业学生作为英语讲

解志愿者，为前来体验的华东交通大学外

国语学院本、硕各专业学生及留学生进行

汉英双语讲解。

在当天的中国书法体验课上，书法老

师为同学们介绍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起源和

发展，让他们对中国书法艺术有了基本认

识。随后，老师为同学们分发毛笔、宣纸、

墨水、摹本等工具，开启了实际操作和体验

环节。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同学们铺纸

蘸 墨 ，书 法 临 摹 ，劲 头 十 足 。 学 生 纷 纷 表

示，在此次活动中，他们直观感受到了中国

书法艺术的美感。

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通过开展一系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实践体验活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和国际传播，让学院本、硕各专业学

生及留学生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让英语专业学生增强用英语讲好中

国 故 事 、传 播 好 中 国 声 音 的 能 力 。

（陆秀英 马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