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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冬 时 节 ，脐 橙 迎 来 丰 收 季 。

行 走 在 于 都 县 大 大 小 小 的 种 植 园

里，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处处脐橙

飘香，呈现出丰收景象。家住于都

县新陂乡的梁金财，在自家的富硒

脐橙果园里走走停停，察看脐橙生

长情况。

“去年，我家种植的富硒脐橙带

来 50 多万元收入，土壤里种出了‘金

果子’呢！”梁金财介绍，农业产业前

期存在投入高、经济收益风险大等

问题，大家对于发展富硒农业一直

存在顾虑。

地处赣州市东部的于都县，富

硒 土 地 面 积 1000 多 平 方 公 里 。 独

特 的 土 地 资 源 禀 赋 以 及 优 越 的 地

理位置，为富硒产业发展提供了有

利条件。

于 都 县 以 科 技 创 新 作 为 突 破

口，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农硒科富硒

农业技术研究院等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开展富硒种养技术研发、示

范和推广；通过外引内培，推动果蔬

产业扩面、提质、延链、增效。

“县里推行‘企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让农户与生产企业实现种

销捆绑、利益共享，通过签订长期合

同，让农户能安心种植，企业可以专

注于产品的研发创新。”于都县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发展产业的人有了，种植的技

术也有了，如何“卖得好”、实现产业

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沿着国道一路向前，来到位于

于都县新长征富硒产业园的江西都

夏园食品有限公司，展台上，“深爱”

系列富硒西红柿、富硒大米、富硒脐

橙汁等产品整齐排列。

“我们的富硒大米平均每斤 8 元，‘深爱’系列西红柿每

斤能卖到 10 元。”都夏园公司副总经理邱晟领着记者来到

公司果蔬智慧分拣中心，“为了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农产

品，公司引进了‘AI+近红外光谱技术’给果蔬做检查。”根

据扫描结果对果实汁水、果肉品质进行分类，品质好的富

硒西红柿将被包装销往各地。都夏园公司不断开拓富硒

农产品加工新局面，建成 2 个初加工与精深加工厂房，配备

自动化生产线 3 条，带动推广富硒种植面积 3500 余亩，创

造了 500个就业岗位。

同时，于都县把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作为农业发

展的主引擎，全力做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增值大文

章。该县用深加工这把“金钥匙”打开农产品的市场大门，

让一款款“富硒农产品+”成为潮品。

在岭背镇，经过多道工序，一个个柿子变成了富硒柿

饼和富硒柿干，提升产业附加值。

在仙下乡龙溪村，一块块生姜变成了养生醋姜、红糖

姜膏等特色产品，身价翻了几十倍。

于都县依托富硒农产品的品牌优势，探索发展乡村特

色旅游，开展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等文旅活动。通过“特色

产业+特色文化+旅游”的发展新模式，建成祁禄山红军小

镇、段屋乡寒信古村、禾丰镇兰花小镇等特色乡村旅游点，

打造了 162个美丽乡村示范点。

如今，富硒产业已结出硕果累累，成为于都县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本报安福讯 （通讯员王润生、邹轶华）近日，安福县举

行林木两权更换林地经营权证首发仪式，这是吉安市首次

颁发的林地经营权证，标志着该县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证

换发林地经营权证工作正式启动。

作为全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试点县，为了打

通林权抵押融资渠道，给林木两权证赋以流转和抵押贷款

功能，更好盘活林业闲置资产，推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安

福县抓住改革机遇，及时组织林业、自然资源部门和相关

金融机构成立专班，协同推进林木两权证转换林地经营权

证相关工作，出台了《安福县绿色金融助推林业发展实施

方案》《安福县林权抵押担保贷款管理办法》。

据了解，林地经营权证由该县人民政府核发，可作为

流转交易、项目申报、示范评审和林业资产证明等事项的

凭证。这项政策为林农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开

辟了绿色通道，将进一步畅通“两山”转化路径，更加广泛

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有利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

进林地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安福颁发首批林地经营权证

在喧闹的酒吧里，舞池中央一群人手

握酒杯随着音乐节奏热舞；医院抢救室门

口，医生神情凝重地让家属签手术病危通

知书；登机口处，一对夫妻正在和孩子话

别……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好戏，正在轮番

上演。11 月 3 日，记者在鹰潭市余江区中

童镇拾方光影短剧影视基地看到，几部现

代都市短剧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中。另

一边，影视基地二期工程也正在如火如荼

地建设之中。二期项目共 9000 平方米，46
个场景，预计 11 月底可投入使用。届时，

一 个 总 投 资 近 1 亿 元 ，总 面 积 1.9 万 平 方

米，拥有 124 个场景的大型影视基地，将呈

现在人们面前。

但就在一年前，拾方光影短剧影视基

地的所在地，还是个废弃的老旧眼镜城。

原来，受市场影响，中童眼镜城部分楼房空

置 13年之久，成了沉睡资产。

“2022 年区招商部门赴上海招商引资

了解到短剧产业，大家经过分析认为短剧

赛道很有发展前景，并多次赴上海对项目

进行考察、洽谈，当其他地方还在犹豫时，

我们果断与投资方达成了引进协议。”余江

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李建华表示，通过

引入拾方光影短剧影视基地，这个闲置的

眼镜城迎来了新生。

拾方光影短剧影视基地从 2023 年 6 月

正式签约到 2023 年 11 月正式运营，只用了

短短 4 个月时间。“影视基地的建设变不可

能为可能。”项目的高效运营，给了拾方光

影短剧影视基地负责人杨征莫大的信心。

为促进微短剧产业在余江的发展，余

江区政府出台《余江区扶持影视产业发展

的若干措施（试行）》，成立余江区微短剧产

业发展工作专班、影视服务中心，设立剧管

家，在运营发展、人才培养、金融扶持等方

面提供“一站式”服务，培育壮大影视产业

经营主体。“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帮助，我

们很难谈成外景合作项目，微短剧拍摄既

要打造精致的室内场景，又要有富有特色

的户外场景。”杨征告诉记者，该工作专班

陆续为影视基地协调了白鹤湖嘻嘻里生态

水世界、鹰潭西湖湿地公园、龙虎山天师酒

坊等 160余个外景拍摄点，进一步丰富了短

剧拍摄的外景。

基地拍摄配套条件成熟，也让剧组接踵

而至。10月底，该短剧影视基地携手多个剧

组，共拍摄完成了 170部微短剧。在此拍摄

的短剧《再世为王》上线 72 小时充值突破

900万元；该基地不仅拍出了 10多部爆款短

剧，还有6部微短剧出口到欧美地区。

“这里最吸引我的就是配套服务特别

好，拍摄场景连贯，有效节约了剧组转场时

间，提高了拍摄效率。无论是拍摄、住宿、

出行，都很方便。”短剧制作人沈伟告诉记

者，去年他经朋友介绍来到这里拍摄出海

短剧，实地拍摄的体验感非常好，目前在该

影视基地拍摄了 6部微短剧。

不少剧组在体验过拾方光影短剧影视

基地的环境和服务后，决定长期驻扎于此。

小镇影视梦，也圆了很多农民的演员

梦。剧组来了，当地怀揣“演员梦”的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拍戏。“我在这做群演快一年

了，去年我还是只能充当‘背景板’的小白，

一天赚 150 元，现在我是特约演员，一天能

赚 300 多元，拍戏还管饭，收入很可观。”谈

及做群演的感受，中童镇爱国村村民姜有

水开心地说，真没有想到农民现在也能做

演员。

据 拾 方 光 影 群 演 招 募 负 责 人 吴 涛 介

绍，基地现有群众演员 2000余名，他们大多

来自余江本地，年龄跨度大，既有幼儿园的

小朋友，又有来自附近村里的大爷大妈。

短 剧 影 视 基 地 越 来 越 火 ，周 边“烟 火

气”也旺起来了。道路两侧，停满了剧组

的工作用车。附近餐馆的老板提前备菜，

等待演员完成拍摄后前来用餐。夜晚，拾

方光影短剧影视基地外的步行街四周，弥

漫着诱人的本地特色美食的香气，各式小

吃琳琅满目。拾方光影短剧影视基地片

场管家彭仁娥告诉记者，“许多剧组晚上

拍夜戏到凌晨，收工后在夜市上吃夜宵很

方便。”

当前，一批实体取景地跟随微短剧的

热播“出圈”，掀起了跟着微短剧去全国各

地“打卡”的热潮。杨征告诉记者，目前以

科幻与悬疑拍摄场景为主的二期影视基地

正在建设中，将融合一期的特色场景，把商

业城周边打造为一个独具魅力的影视文化

街区，擦亮余江都市微短剧的名片，吸引剧

集爱好者前来游览打卡，为余江文旅市场

增添新的活力。

小镇里的影视“梦工厂”
胡 齐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吕玉玺

从武宁县杨洲乡杨洲村离开省道 305 线，拐入一条弯弯曲

曲的小路，越野车在山林里行驶半个多小时，路的尽头、庐山西

海边，就是武宁县林业局国有林场库区分场的一个护林点。50
多岁的护林员王荣辉在这里已经待了 10 多年，每天在山林中巡

护 2个小时，紧盯着分场管理的 2万余亩国家一级公益林。

连绵的山、流淌的水、葱茏的林海，绘就了山水武宁画卷。

2017 年，武宁县率先探索建立林长制，用生态绿色擦亮高质量

发展底色。森林深处，人迹罕至。在武宁县，有 20 多名像王荣

辉一样的护林员，日复一日坚守在最偏远的林场护林点。护林

员们跋山涉水，穿梭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林海，做好森林防火、关

注树木病害、保护野生动植物……他们与寂寞为伴，与山林为

友，忠心耿耿守护这片养育

着一方水土的青绿。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 唐文曦

本报瑞昌讯 （通讯员李周瑞）自从瑞昌市就业之家平

台上线重点群体帮扶板块以来，该市各级就业之家大力推进

就业帮扶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帮扶成效。

瑞 昌 市 各 级 就 业 之 家 工 作 人 员 深 入 社 区 和 乡 村 进

行走访调研 ，与就业困难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其实

际需求 ，认真记录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确保帮扶工作

顺 利 推 进 。 该 市 就 业 之 家 还 积 极 对 接 企 业 ，深 入 了 解

企 业 用 工 需 求 ，同 时 积 极 拓 宽 各 类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的 就

业渠道 ，通过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 ，为就业困难人员提

供岗位。

为确保提升帮扶工作质量，该市各级就业之家还建立

了严格的跟踪评估机制，对已实现就业人员进行定期回

访，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满意度；对于未实现就业的人

员，就业之家工作人员根据其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持续为

其提供支持和帮助。据悉，该市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共 6000
余人，目前已帮扶 4000余人。

瑞昌大力推进就业帮扶工作

招 商 引 资 是 推 动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引 擎 。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提 出 ，规 范 地 方 招 商 引 资 法 规 制 度 ，严

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意味着招商引资将从过

去拼财税补贴、地价优惠的招商形式，转向拼产业生态、

营商环境的高质量招商。

随着“无税返”时代的到来，如何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如何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摆在各地政府

面前的一道难题。近年来，南城县积极探索创新招商引资

模式，工业税收从 2020 年的 6.86 亿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9.18
亿元。其中，以企业利润为税基的企业所得税从 2020 年的

1.8亿元提升到 2023年的 2.8亿元，增长 55.56%。

近日，记者深入南城县，探析当地破局“无税返”时代

的创新做法。

面向未来发展“换思路”

11 月 12 日，记者走进位于南城工业园区的江西杰创半

导体有限公司车间，只见光刻机、镀膜机等设备高速运转，

十几名身穿白色防静电无尘服的工作人员操控着设备。

“我们企业是一家从事激光器芯片生产的科创型初创企

业，2021 年落户南城，创业初期，国有平台南城县工创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给予了 3800 万元 3 年贴息贷款，更通过直接

入股的方式为我们企业注资了 1000 万元，解决了企业资金

难题，让我们能一门心思谋发展、搞研发。”江西杰创半导

体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祝进田告诉记者，如今，企业可年产

各类芯片超过 3600 万枚，2023 年还以 2.5 亿元估值获得了

传感器行业龙头企业——汉威科技集团的投资。

该企业的发展是南城变“引资”为“投资”，积极探索

“创投+招商”模式的一个缩影。2021 年以来，该县通过南

城县工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国有平台，累计投资参股 9
家企业，资金达 2.09 亿元，其中入股的杰创半导体、零碳未

来等企业已实现明显增值，增值幅度均超 30%。

“ 创 投+招 商 ”见 成 效 ，离 不 开“ 耐 心 资 本 ”的 浇 灌 。

“2021 年，县委、县政府换届后，主要领导用‘立足长远过日

子’的思维抓招商，组织‘耐心资本’，实施‘耐心举措’，投

小、投早、投未来。”南城县商务局副局长魏铭告诉记者，南

城县坚持用 5 年至 10 年的时间去衡量一个项目的效益，并

破除唯固定资产的束缚，将企业的技术含量、已有市场份

额、人才储备等无形资产纳入企业评估值，靶向引进了一

批高质量、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好项目、好企业。

2023 年，南城先后引进了 AI 机器、纯干式无油螺杆空

压机等 38 个项目，落地高科技企业 30 余家，促成电子信息

产业从无到有，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又一支柱。去年，该

县共有规上电子信息企业 26 家，产值较上一年增长 65.9%,
入库税收较上一年增长 138.3%。

围绕金融服务“做文章”

不用电、不用火，仅依靠一块特殊材料便能凝水成冰、

化冰为水。11 月 14 日，位于南城工业园区的江西零碳未来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内，该企业常务副总经理刘畅向记者展

示了相变储能材料的妙用。“相变储能技术相对于化学储

能技术更安全、更环保，也能和化学储能技术融合互补，共

同推进低碳经济发展，未来可期。”刘畅介绍。

对应新兴产业和科创类企业，在资本、现金流、股权

投资等方面的高要求，南城在以“创投+招商”方式帮助企

业快速融资发展的同时，还积极为企业提供“产业引导资

金”“供应链金融服务”等。

“原材料采购成本比较高，有时一次采购就需要花费

800 万元。”刘畅介绍，“供应链金融服务”让企业可以先借

钱购买原材料，生产销售后再归还本金和利息，让企业几

乎实现了“无成本”获利，大大减轻了生产成本压力，能把

更多精力投入到技术研发上。

截至 10 月 31 日，南城县工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国

有平台已为 7 家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资金 1.64 亿

元，为 4 家企业提供“产业引导资金”2300 万元，有效激发

了企业活力，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在缓解企业资金困难的同时，“产业引导资金”“供应

链金融服务”等还提升了平台公司的利润。近年来，该县

国有平台年均上缴县财政纯利润、上缴税收均超亿元。

依托产业链条“强引力”

南城转变招商引资思路，从“招商者”变为“投资人”，

用“耐心资本”浇灌高质量项目，为南城破局“无税返”时代

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作为中部地区的县城，又如何将

思路落到实处，吸引心仪科创企业落户兴业？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位于南城工业园区空压机产业

园的江西锐特电气有限公司却是订单不断，生产火热。作

为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空压机“领军”企业，锐特电

气顺应节能减排发展趋势，去年自主研发了空压机专用永

磁同步电机，使其产品相比普通电机省电 30%以上，一投入

市场就供不应求。“今年，我们分别为园区的联益电子和鼎

华芯泰两家企业制定了节能改造方案，为他们设计的透平

离心风机最高可帮助企业节能 40%。”江西锐特电气有限公

司总经理吴斌笑着解释，产业园一期不少企业是他的供应

商；二期则有几家企业是他的客户，每年企业在园区产生

的交易额超 4000 万元。“像我这样的例子，在南城工业园区

还有很多。”吴斌表示。

“园区内，单个企业并不起眼，但组合在一起，就形成

了完整的产业链，给企业发展创造了极为便利的区域优

势。”南城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部主任张国庆告诉记者，

目前，南城依托“链主”企业鼎华芯泰的磁共溅射技术和

IC 载板工艺，延展了电子标签、RFID 生产线；依托“科创

领军”企业杰创半导体的光通讯芯片技术，引进芯片封装

测试和光器件、光模块生产企业，延长光通信器件行业产

业链……各产业正建链成链、迅猛成长。

南城坚持构建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打造产业生态，

在转变招商思路，推进“创投+招商”的同时，利用原有产业

集群优势，聚焦产业链条短板，通过以商招商等方式，不断

吸引补链企业落户，形成了产业链短板补齐、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双赢的良好局面。

【记者手记】

面对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格局，南城县通过设立产业引

导资金、创新运作模式，积极构建新型“创投+招商”生态等

方式，推进产业焕新提质，做法值得推广和借鉴。

记者注意到，在这场改革中，不仅需要“耐心资本”“耐

心施策”，更需要领导干部耐得住寂寞，要面向长远，处理

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时代担当，投身改革浪潮，助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招商者”到“投资人”
——看南城县破局“无税返”时代的实践探索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海华 徐立鸣

◀▲武宁县林业局国有林场库区分

场护林员王荣辉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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