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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A2024 江西网球公开赛大幕将于 10
月 26 日在九江市开启，九江国际网球中心

正静待中外球员和各地球迷的到来。这是

江西网球公开赛首次在省城之外举办，也是

九江市第一次举办国际网球职业赛事。10
月 22 日，记者来到九江国际网球中心探访

发现，各项赛前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江西网球公开赛是 WTA 中国六大巡回

赛之一。九江市国有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张伟光表示，为保障此次江西网球公

开赛的举行，根据 WTA 官方及 APG 运营机

构的要求，九江国控集团对网球中心内部功

能区域、比赛场地、训练场地等进行了升级

改造。

在九江国际网球中心，记者看到外围的

宣传海报、指示牌等已布置完成。网球中心

场馆内以蓝色为主题色，搭配观众席几抹橙

色，显得活力满满。比赛所需网球设施、体

育器材等已配置到位，网球中心内部功能区

的媒体接待室、球员休息室、心理治疗室等

区域改造一新，咖啡机、沙发、电视等设施一

应俱全。

九江国际网球中心是按照国际网球联

赛赛事标准建设的全新场馆，中心网球场设

有可以容纳 3500 名观众，比赛所需的室外

场地均带有看台，并且邀请国际标准网球场

地施工单位对场馆进行了功能升级改造。

江西网球公开赛联合赛事总监、江西省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沈红斌告诉记者：“现

在各场馆都已准备就绪，完全能够经受大赛

的考验。”

本届比赛，网坛名将王雅繁领衔的中国

军团和捷克、波兰、西班牙等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选手将齐聚九江，为球迷奉上一场精彩赛事。值得一

提的是，九江籍网球运动员郑妩双将持外卡参加今年的江西

网球公开赛，在家门口与高水平选手对阵。郑妩双是江西网

球公开赛的常客，本赛季她获得济南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期

待这位九江姑娘能够在江西网球公开赛中再获佳绩。

按照赛事安排，10 月 26 日至 10 月 27 日为预选赛，10 月

28 日至 11 月 3 日为正赛。九江市以承办江西网球公开赛为

契机，做足“赛事+”的文章，精心组织策划了赛事嘉年华、王

牌球员进校园等活动，还将举办系列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

动，吸引各国运动员及其团队在比赛之余欣赏九江秀美风

景、体验九江厚重文化，进一步传播江西红色、绿色和古色

文化。

江西网球公开赛自 2014 年举办首届比赛以来，已经走过

了 十 个 年 头 ，是 中 国 连 续 举 办 时 间 最 长 的 WTA 巡 回 赛 之

一。该项赛事已成为江西体育一张闪亮的名片，是向世界展

现江西的重要窗口。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国际网

球高水平赛事，能够推动体育产业、文化旅游业等相关行业的

快速发展，打造特色鲜明的体育旅游品牌，让世界通过赛事了

解江西。

作为 WTA2024 系列分站赛的收官之站，这场网球盛宴

必将备受关注，千年浔阳城正敞开怀抱广迎四海宾客：“江西

网球公开赛，我们准备好了！”

抚州市东临新区东临新苑安置房小

区内，环境优美、配套齐全，时常传出人们

乔迁新居的欢声笑语；赣东学院内，三五

成群的学子们怀抱书本,行走在校园内，憧

憬 着 新 校 区 的 生 活 ；大 健 康 食 品 产 业 园

内，腾趣食品等企业的现代化厂房即将竣

工 投 产 …… 如 今 ，东 乡 区 与 临 川 区 之 间

226 平方公里的老旧城乡接合部已蝶变为

一座现代化新城。

2018 年 4 月 18 日，我省区域面积最大

的 省 级 新 区 —— 东 临 新 区 正 式 挂 牌 成

立。6 年后，一个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智

慧新区雏形初现。新城何以新？连日来，

记者深入东临新区，一探当地打造青年友

好型、智慧生态型、创新创业型智慧新区

的奥秘。

建设新城乡

近日，记者在文昌里坐上了开往东临

新区方向的 38 路公交车。“我家住在东临

新区太阳镇，现在有了直达家门口的公交

车，可方便了。”车上，刚在抚州市区卖完

农货的罗大爷对这趟公交车的开通赞不

绝口，“以前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现在有了

公交车，往返的路上还能睡一会儿，真是

太好了。”

随着公交车驶入东临新苑站，映入眼

帘的是绿植与楼房相映成景的新中式建

筑风格的小区。居民李小芸正沐浴阳光，

在小区内悠闲地踱步。“这里比之前的老

房子好多了，不仅环境优美，附近教育、医

疗等各类配套设施也都较完善。”顺着李

小 芸 的 目 光 ，记 者 望 向 了 不 远 处 新 建 的

幼儿园。

东临新区之“东”源自东乡区，其“临”

则 来 自 临 川 区 ，因 地 处 两 区 连 接 处 而 得

名。也正是由于地处两区的边缘地带，这

里的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在过去相对滞

后，存在很多“欠账”，如农村基础设施老

化破旧、城区功能短板明显、产业发展处

于起步阶段等。

要 向 短 板“ 叫 板 ”，不 向 弱 项“ 示

弱 ”。“ 新 区 怎 么 建 ？ 要 建 成 城 乡 融 合

的 示 范 区 ，不 能 城 市 是 城 市 、乡 村 是 乡

村 ，而 是 要 尽 量 缩 小 城 乡 差 距 ，将 城 乡

有 机 地 融 合 起 来 。”东 临 新 区 党 工 委 副

书 记 、管 委 会 主 任 张 明 春 介 绍 ，立 足 建

设 新 城 乡 ，实 现 新 增 长 ，东 临 新 区 从 产

业 一 体 化 、供 水 一 体 化 、道 路 一 体 化 、

要 素 保 障 一 体 化 等 方 面 着 手 ，将 整 个

新 区 连 通 起 来 ，发 挥 东 临 新 区 的 城 市

功 能 区 纽 带 作 用 。

该区先后建设 4 个乡镇公办幼儿园，

改造 3 个乡镇卫生院，构建东临新区“五纵

五横”的路网系统，同时，新建了东临新区

人民医院、幼儿教育中心、东临新区九年

一贯制学校等。

培育新市民

新 区 建 设 ，不 仅 要 让 城 市 面 貌 焕 然

一新，更要帮助辖区百姓适应新角色，完

成从村民到市民的转变。

“在就业之家工作人员的推介下，我

已经和三家地产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在东临新区就业之家，该区湖南乡鹏

溪村村民吁平男表达着喜悦。

“我们通过提供城市就业岗位，吸引

村民主动求变，快速适应新身份，成为新

市民。”东临新区政务服务与社会管理中

心 主 任 陈 飞 兰 表 示 ，提 供 就 业 机 会 是 东

临 新 区 培 育 新 市 民 重 要 途 径 之 一 。 为

此，东临新区积极推进集就业信息共享、

农 民 工 就 业 对 接 、劳 动 技 能 提 升 等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就 业 之 家 建 设 ，让 企 业 和 求 职

者 实 现 双 向 奔 赴 ，帮 助 新 市 民 快 速 适 应

新生活。

在 新 区 另 一 侧 的 高 教 园 区 内 ，同 样

充满了朝气与活力。赣东职业技术学院

迎 来 首 届 学 子 ，校 园 里 洋 溢 着 青 春 的 气

息 ；赣 东 学 院 的 学 生 们 或 在 篮 球 场 上 挥

洒 着 汗 水 ，或 埋 头 刻 苦 钻 研 着 书 本 里 的

知识……

依托抚州“才子之乡”的教育资源优

势，东临新区高标准打造了高教园区，已

推 动 江 西 航 空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赣 东 学 院

（抚州第一所市属公办本科高校）、赣东职

业技术学院（抚州第一所非营利性民办全

日制高职院校）等 3 所办学特色鲜明的高

校落户。

“高校是我们新区建设的催化剂，它

可以快速聚集人气。”东临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曾凤辉表示，把 7 万名即将毕业的大

学生吸引住、留下来，是东临新区培育新

市民的一项重要举措。

发展新产业

随着新城乡的统筹、新市民的培育，东

临新区正成长为青年友好型、创新创业型

的智慧新区，但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

大健康食品产业示范园建设如火如荼。

落户该园区的腾趣休闲食品产业园项目、力

绿食品科技产业园项目均已完成厂房建设，

正加紧进行内部装修，以期在年内投产。

“腾趣休闲食品产业园项目投产后年

产值将达到 5 亿元，力绿食品科技产业园

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将达到 8 亿元。”东临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介绍，依托抚州作

为赣抚粮仓的资源优势，东临新区以打造

生态康养名城为契机，规划 7.73 平方公里

土地，打造集食品加工、产品研发、企业孵

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健康食品产业示范

园，主动抢占生态康养产业新赛道。杨小

平表示，大健康食品产业是绿色产业，契

合东临新区打造智慧生态型新区的发展

需求。

此外，东临新区立足实际，精心制定

低空经济产业规划，研究出台相关支持政

策 ，整 合 资 金 设 立 低 空 经 济 发 展 专 项 资

金，引导和支持低空经济产业重点项目建

设。同时，计划依托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高标准建设总面积约 1000 亩的低空经

济产业园，着力推动产城校融合发展，打

造集飞行培训、航空体育运动、低空文旅、

无人机研发制造等于一体的示范性产业

园区，构建新的“1+1”产业格局，实现在未

来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换道超车。

新城何以新
——抚州市东临新区发展路径探析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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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康家具水性漆产品推介会在南昌举办
为进一步推动南康家具向环保、绿色、健康方向发展，拓

宽南康家具高品质水性漆产品销售渠道，10 月 24 日，赣州市

南康区在南昌市举办南康家具水性漆产品推介会。推介会

上，南康家具企业与 11 家省直机关、院校、企业签订采购协

议，金额达 8352 万元。

据了解，南康水性漆家具拥有零苯零醛、无毒无味，工艺

先进、安全稳定等优势，更加符合绿色健康环保要求。同时，

南康区设立南康家具先行赔付基金，组建产品质量打假和维

权工作办公室，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能够及时为消费者

提供贴心的服务和保障。

健康环保是家具发展的永恒主题，更是南康家具不懈的

追求。近年来，南康区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加快推进家具环

保整改、环境整治，大力引导企业“油改水”源头替代，水性漆

家具受到市场的热捧和消费者的青睐。此举不仅提升了南康

家具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还为全省家具产业树立了标

杆，将促进家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形成更加完

整、高效的产业链体系，为江西现代家具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黄建宁）

琴江河逶迤，穿湿地公园而过，天空澄澈

如洗，河水碧波荡漾，岸边绿树成荫，景致如

画，一群白鹭翱翔蓝天碧水，勾勒出一幅和谐

宁静、生机盎然的自然美景；

赣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 ，林海翻

滚，鸟鸣声声，黄腹角雉、白鹇跳跃觅食，护林

员缓缓走过，观察着林中环境，守护着这片自

然的净土；

通天寨、李腊石、西华山森林公园沐浴秋

色，山间绿叶如翠，红叶如火，层林尽染，游人

穿梭其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

石城，一块绿色翡翠，一颗生态明珠，镶嵌

在赣江源头，散发着绿色发展的熠熠光辉，照

亮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这一幅绿色生态画卷的背后，是石城县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全面抓保护、抓

治理、抓发展结出的硕果。

近年来，石城县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

点县，先后获评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

卫生县、江西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省级

实践创新基地、江西省森林城市、江西省美丽宜

居示范县、江西省生态县，全县 11 个乡镇获评

省级生态乡镇、实现省级生态乡镇全覆盖。

走进石城县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

效运转的智能化监测系统，将各项生态指数清

晰地展现在眼前。“保护好了赣江源头就守住

了江西母亲河的生态。”赣江源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余正良说，“现在无人机、红外

相机等设备都成了护林的好帮手。但一草一

木的保护和监测，还是少不了一双铁脚板。”每

天，赣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47 名护林员

轮流巡山；每年，保护区联合专家开展生物多

样性监测调查。

目前，保护区内已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白鹇、鬣羚、水鹿等，首次发现列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二脊沼兰，国

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红背鼯鼠。珍稀动植

物频现，进一步彰显了石城县优越的生态环境

质量、扎实的保护举措。

石城县森林覆盖率达 75.9%，湿地保护率

达 82.16%，境内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个、国家

湿地公园 1 个、国家级地质公园 1 个、省级森林

公园 3 个。

近年来，石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提出“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锚定

“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目标，以“一

个目标盯到底、一股狠劲抓到底”的决心，多措

并举构建护绿体系，全力守护优良生态家底。

全面治污。大力开展“四尘三烟三气两

禁”整治，全面落实工地“六个 100%”，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 100%；深入开展河湖水库水环境、

饮用水源地保护等专项整治，监测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达 100%；开展企业、养殖等污染专项排

查整治，强化危废固废监管，全年土壤环境质

量现状良好。

全境护山。坚决贯彻落实十年禁伐政策，

持续抓实林长制，聘请 600 余名护林员，统筹推

进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防控等工作。实施古

树名木保护、“百树复壮”项目，为全县 2772 株

古树名木挂牌，实行一树一养。建立“河（湖）

林长+警长+检察长”工作机制，探索“行政处

罚+赔偿”执法联动机制，构筑起全领域全要素

全覆盖的监管保护体系。

全域理水。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建立横

向到边、纵向到村的河湖长组织体系，形成了

县乡村三级河长同向发力、协调作战的巡河护

河管理机制，扎实推进“清河行动”，完善水环

境监控设备，全方位推进水环境治理，河湖库

实现一张网管理。

从山上到山下，从水里到岸上，一项项深

思熟虑的改革举措，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河，不

断推动着石城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漫步

石城城乡，只见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自然

之美与这片山城完美融入。

护绿是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严守的红

线，而扩绿则是推动生态质量实现持续提升的

关键。

在石城县麒麟山现代农业观光园，这里植

被丰茂、山水相映、果树成林，满目生机。但曾

经，这里山体光秃，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

石城县通过林相改造、水土保持项目建设，植

树种草，让荒山变成金山银山。

麒麟山的华丽蝶变正是当地实施生态修

复，增绿扩绿取得的显著成效。一直以来，石

城县牢固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

财富”的理念，推进综合、系统、源头治理，通过

深入实施国土绿化、森林质量提升、湿地保护

修复等重大工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

增强。同时，开展义务植树、矿山生态修复、重

点山塘生态环境提升改造等行动，推动生态质

量持续提升。

截至今年上半年，石城县已完成改造低质

低效林 3.87 万亩、生态综合治理 1.2 万亩、废弃

矿山治理 28.18 公顷，义务植树 60 亩，种植楠

木、小叶青冈、枫香、木荷等苗木 6600 株。

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同时，石城县着力打通

生态保护、生态产业、生态富民通道，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石城县因地制宜做优

生态农业，不断壮大白莲、翻秋花生、贡米等绿

色富民产业。同时，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新种

植森林药材 445 亩；完成新造油茶 2602 亩，改

造提升油茶 1.5 万亩，生态农林业成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新亮点。

石城县地热资源丰富，已探明可开发温泉

点 7个，日出水量超 1.5万吨，地热流体富含偏硅

酸、氟等健康元素，获评中国温泉之城。依托充

沛的地热资源和独具特色的红色、绿色、古色资

源，生态旅游产业迅速成长为石城县具有支柱

性、引领性作用的富民产业、强县产业。建成通

天寨、八卦脑、赣江源、大畲 5A 级乡村旅游点，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深入挖掘石城阻击战、秋溪

整编等红色资源，建成大由乡王沙村、小松镇丹

溪村、赣江源镇秋溪村等红色教育基地，打造了

琴江镇江背村等一大批乡村旅游点、不少村民

在村里办起了农家乐、民宿。近 3 年来，石城县

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逐年倍增。

围绕绿色低碳工业目标，石城县大力推动

品牌运动鞋服首位产业集群发展，从零起步发

展到鞋服及配套企业 700 余家、产值 170 亿元，

带动全县 2 万余人就业。聚能成势，发展壮大

新能源产业，建成光电、风电、生物质发电等诸

多新能源项目，2000 余农户通过林地流转和就

近务工实现增收。通过创新开展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中央项目资金

补偿机制，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让村民共享生态红利。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石城县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绿色发展之路，厚植着民生福祉

底色，书写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这

片用丹心织就的生态画卷上，一幅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美丽图景已然展现。未来，石

城县将秉持更加坚决的意志、采取更加有效的

举措、展现更加扎实的作风，全力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温京燕 曾 艳）

赣江源头 只此青绿
石城县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石城‘两地三区’建设”

10 月 23 日晚，南昌市青山湖区青年夜校，市民们正聚精会神地学习中医知识。该区设立了 7 个分校，打造 15 分钟步行可达的学习圈，方便年轻人

工作之余参与夜校课程。目前，夜校已开展 50 余场深受青年喜爱的课程，吸引了超 1300 人次的青年参与，成为当地文化生活的一大亮点。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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