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树立乡村民宿行业标杆，促进乡村民宿产业规范发展，持续扩大江西乡村民宿品牌影响

力，助推“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11 月 15 日，江西省第三批星级乡村民宿授牌仪式在武宁县

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 100 家乡村民宿主理人登台“摘星”。 卢淼清摄

近年来，江西省水利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

水投集团）积极优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不断加大人才引进、

培养、开发力度，探索出一系列

选人、育人、用人、留人的好方

法、新路子，为集团转型升级提

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及时学习宣传贯彻党中央

关 于 人 才 工 作 的 决 策 部 署 和

省委的工作要求，创新人才工

作机制，制定并实施人才管理

办法，指导下属单位结合产业

板 块 情 况 ，完 善 薪 酬 激 励 体

系，建立健全与管理序列并行

的技术技能序列，畅通人才发

展 通 道 ；深 化 人 才 考 核 评 价 ，

构 建 考 核 精 准 、导 向 鲜 明 、分

类实施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

同 步 实 施 容 错 纠 错 机 制 和 末

等 调 整 、不 胜 任 退 出 机 制 ，进

一 步 激 发 人 才 队 伍 干 事 创 业

活力。

加 大 高 素 质 人 才 引 进 。

聚焦主责主业和发展需求，积

极参加“才聚江西·智荟赣鄱”

等活动，近两年来由集团领导

带队组建引才小组，前往全国

各 地 高 校 实 地 开 展 校 园 招 聘

33 场 ，引 进 高 校 毕 业 生 213
人，结合企业发展需求引进有

工 作 经 验 的 人 才 198 人 ，切 实

提 升 了 集 团 人 才 队 伍 的 年 轻

化、专业化水平。

实 施 教 育 培 训 工 程 。 按

照“统一规划、分类实施”的方

式 组 织 开 展 年 度 教 育 培 训 工

作，培训对象涵盖各层级各部门干部职工，课程内

容 涵 盖 政 治 素 质 、经 营 管 理 、专 业 技 能 、综 合 管 理

等类别，今年以来参训人数达 2800 人次；推行岗前

培训、专项培训、上挂下派、跟班学习、总部轮训、

“1+3”联系服务机制和“师带徒”机制，进一步培养

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打造高水平人才创新平台。以智慧水利平台为

核心，建设和运行科技创新平台，在武汉建立了 1 家

研发（人才）基地，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今年申报并认

定省级高层次人才 6人，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担任下

属单位“科技副总”，强化产才融合，成功研发 5G+北

斗涉水应用、涉水行业智能芯片数字化产品，多个项

目荣获赣鄱水利科学技术奖。 （郭 纯 曾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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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五

于都县富硒
赣南脐橙甜蜜之旅

日前，于都县首批富硒赣南脐橙专

车发车仪式举行，富硒赣南脐橙正式大

规模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赣南脐橙素有“中华名果”之称，作

为赣南特产，其果大形正、橙红鲜艳、肉

质脆嫩、风味浓甜，享誉全球。近年来，

于都县充分发挥富硒土壤资源优势，大

力 推 进“富 硒+优 势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模

式，富硒赣南脐橙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有力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据了解，此次发车的富硒赣南脐橙

专车将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以

最快速度保障脐橙新鲜度与品质。同

时，该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多样化营销推广活动，提升富硒赣

南脐橙在粤 港 澳 大湾区的知名度与美

誉度。

如 今 ，富 硒 赣 南 脐 橙 的 甜 蜜 之 旅

已 然 开 启 ，相 信 其 独 特 品 质 与 口 感 必

能赢得更多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喜爱

与 认 可 ，为 赣 南 等 原 中 央 苏 区 振 兴 注

入新活力。 （戴崇远 何 旺）

青山碧岭、绵延起伏，茫茫林海、满眼

翠绿……这里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江西

省林业建设先进县——信丰。信丰县林

业 用 地 面 积 310.1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70.33％。近年来，信丰县以深化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推进集体林集约化、

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激活 250 余万亩集

体林，实现从大地绿起来、生态美起来到

百姓富起来。

国有林场示范带动

位于信丰县古陂镇大屋村冷水坑的

60 亩人工杉木用材林长势喜人、林相整

齐，林农王文先感慨地说：“多亏了金盆山

林场的指导帮助，树木才能这么健壮。”

2015 年，王文先改造人工杉木林时，

由于未合理规划栽植密度，导致林分过

密。造林后第六年开始被压木、死亡木逐

年增多，经营成效受阻，王文先陷入了经

营困境。

幸好，这片杉木林正位于金盆山林场

林区内。去年，金盆山林场积极探索“大

手拉小手”森林可持续经营新路子，示范

带动周边林农科学造林、育林。林场调查

后对症下药，量身定制抚育方案，解了燃

眉之急。一年来，看着这片焕然一新的杉

木林，王文先信心倍增。

围绕“林改四问”，信丰县国有林场带

头 示 范 。 据 了 解 ，信 丰 县 有 4 个 国 有 林

场，下设 10 个分场，其中金盆山林场被纳

入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林场。国有

林场数量多、面积大，在人才、技术、管理

上有显著优势，推进集体林“三权分置”，

可带动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集体

林可持续经营。

集体林分山到户后，普遍存在林地小

而散、无法规模经营等问题。信丰县国有

林场流转长期闲置失管无收益的林地，实

施场外造林，目前已完成场外造林 2.55 万

亩 ，闲 置 林 地 变 成 兴 林 富 民 的“ 金 山 银

山”。信丰国有林场面积达 66.65 万亩，其

中联营山 37.73 万亩，通过续签联营山，提

高村集体、村小组或林户的分成比例，已完

成 2026 年前联营合同到期续签的 90%以

上，确保了生态安全和国有资产稳定经营。

“通过续签联营山、场外造林、签约托

管、‘大手拉小手’示范带动等措施，国有

林场将继续发挥联农带农作用，服务好深

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实现山上增

绿、林场增效、林农增收。”信丰县林业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泽荣说。

平台服务整合资源

一片山改种什么树、怎么种更妥当？

树木可以采伐后需要走什么程序？哪里

找人不吃亏？经营权怎么流转？……林

企、林业大户特别是零散林农往往会被诸

如此类的问题难倒。

为此，信丰县组建了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信息服务中心、金林林业技术咨询

服务中心、集体林权交易服务中心“三个中

心”，为全县林农、林企提供信息、技术、交

易等服务，着力健全林改社会化服务体系。

在改革信息服务中心，电子显示屏上

滚动展示林地经营权流转、林业产业发展

指导、林权登记等信息，不少林企、林农正

在中心免费获取林权流转、融资贷款、生

产经营等参考服务。该中心负责人邱建

勋说：“信息经审核后在乡镇便民服务中

心、微信公众号同步发布。”

技术咨询服务中心组建以来，为当地

林企、林农提供技术服务 938 户次，办理

林 木 采 伐 作 业 设 计 1227 份 、面 积 8.9 万

亩、出材量 21.4 万立方米，办理林地审批

可行性报告 17 份、面积 23.6 公顷。今年 8

月，在该中心的服务下，小江镇新店村林

农 陈 大 爷 采 伐 了 46 亩 商 品 林 。 陈 大 爷

说：“办采伐许可证、实地勘查，还制定方

案明确哪些树木可以采伐、采伐的数量和

方式等，一条龙服务让我省心不少。”该中

心的服务质量和性价比广受林农好评。

崇仙乡邓岗村林农李生贵找到一支

专业的森林抚育施工团队，为他解决了

300 亩 杉 木 林 生 长 缓 慢 、密 度 过 大 的 难

题 。 安 西 镇 热 水 村 王 二 生 想 转 出 一 片

105 亩人工杉木林的经营权，在信息服务

中心和交易服务中心的服务下，找到了虎

山乡高某作为经营主体……

“三个中心”整合林业各领域资源，发

挥平台作用，既当“参谋”又做“保姆”，在稳

定长期承包关系的背景下，助推经营权规

范、稳妥流转，满足林农经济需求的同时，

保护了森林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丰富业态促集约经营

立冬后，位于信丰县嘉定镇水北村李

家组的一片湿地松进入松脂采集季。连

日来，几名工人穿梭在松林间，将一袋袋

鼓胀的松脂采集到油桶中。采脂工人韦

金权说：“目前有采脂树共 1.86 万余棵，平

均每棵树采脂约 5 斤，比去年多。”

李家组的 35 户村民没想到，昔日荒

山流出了致富油。2009 年，李家组将 500

亩碎片化荒山流转给林业大户杨少雄发

展湿地松油脂。15 年树龄的松脂林进入

采脂经营期后，李家组每年获得 3.52 万元

的采脂租金收益，15 年采脂期结束后还

可获得每亩 800 元的采伐收益分成。山

脚下，一座园林式餐馆红红火火。杨少雄

说：“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松林的生态

优势，发展林下经济，丰富业态。”

在信丰县，像这样集体林经流转经营

后点石成金、从粗放式到集约化发展的例

子不胜枚举。

新 田 镇 坪 地 山 村 成 立 美 丽 山 村 生

态 旅 游 有 限 公 司 ，集 中 流 转 村 民 林 地

经 营 权 入 股 投 资 ，发 展 森 林 旅 游 ，昔 日

的 落 后 村 变 身 国 家 3A 级 旅 游 景 区 ，村

民 通 过 旅 游 公 司 就 业 和 分 红 获 得 可 观

收 入 。

信丰县国有林场已签约托管 4.93 万

亩集体公益林、天保林，通过“国有林场+

集体林”多种合作经营方式，解决了碎片

化经营难和“一封了之、生态效益低下”的

问题，大幅提升双方后期经营收益。100

余万亩集体公益林、天保林正逐步被纳入

国有林场集约化经营管理。今年，古陂镇

大屋村垇背小组林农龚循录与国有林场

签约合作 60 亩天然次生阔叶林。他说：

“除了每亩 17.5 元的补助收益，林地经营、

发展林下经济均有 40%分成收益。”

日 渐 丰 富 的 林 业 业 态 激 活 了 林 业

产 业 潜 力 ，唤 醒 沉 睡 的 集 体 林 生 态 资

源，带动集体增收、林农致富。

（刘巧玲 肖秀节）

山更绿 民更富 产业兴
信丰县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释放生态红利

兴国县“九山生姜”迎丰收
近日，兴国县社富乡 5000 亩“九山生姜”迎来丰收，姜农

们忙着采收生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走进社富乡九山村，青山环绕间，一片片生姜顺势生长，姜

农们熟练地挖姜、去泥、去根，每个环节有条不紊。“我今年种了

6亩，大约 1万公斤，收入有 10万元。”姜农谢亲友开心地说。

据 了 解 ，“九 山 生 姜 ”是 兴 国 县 名 优 特 产 ，具 有 1200 多

年的种植历史 。“九山生姜 ”在当地高山生态种植 ，具有表

皮金黄、色泽鲜艳、肉质肥嫩、粗壮无筋、甜辣适口、入菜不

馊、易于存窖等特点。

近年来，九山村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发展生姜深加工产

业，成功研发出生姜红糖膏、醋泡姜、糖姜片、生姜粉等产品，

进一步拓宽产品销路，提升生姜产品附加值。

“目前，我们正在大量收购‘九山生姜’用于生产加工，

每年收购生姜一千多吨，加工后的产品大批量销售到广州、

深圳、上海等地。”兴国县九姜源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琼说道。

据 了 解 ，社 富 乡 今 年 种 植 生 姜 5000 亩 ，每 亩 平 均 产 量

1000 公斤，产量达 5000 吨，产值 5000 万元，生姜产业已成为当

地的富民产业。 （邓 君）

青原区冬闲田披绿过冬
近日，吉安市青原区值夏镇城上村村民宋祖良利用新型

油菜播种机开展油菜耕播，旋耕、开沟、施肥、下种等全部工序

一气呵成。这是青原区大力开发冬闲田，让冬闲田“绿色过

冬”的一个缩影。

为让冬闲田披绿过冬，青原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

民增收、产业增效为目的，利用空档期做好轮作增收文章，

提出创新冬闲田开发利用的方法，实现“冬季无闲田，作物

片连片”。

开 展 油 菜 示 范 建 设 。 青 原 区 结 合 省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中

心“稻稻油”周年高效示范项目，在值夏镇樟溪村稻稻油基

地 大 力 推 广 无 人 机 谷 林 套 播 、坂 田 飞 播 、种 肥 精 量 同 播 等

技术，通过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示范推广一批绿

色高质高效技术模式，辐射带动提高全区油菜绿色生产技

术水平。

加强政策支持。该区对集中连片 10 亩以上、及时开沟

播种并出苗良好的田地，每亩补助种植经费 20 元，后期见

花收籽的每亩再补助管理经费 100 元 ；对为油菜生产经营

主体提供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给予每亩 30 元的油菜直

播补助。

创新种植模式。该区把油菜种植作为发展村集体经济、

助力乡村旅游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优质粮油”“绿色蔬菜”

等产业，村集体统一流转冬闲田，推广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油

菜等冬种作物，既能让闲田绿色过冬，又能增加村集体和村民

收入。

截至目前，青原区已完成油菜播种面积 1.71 万亩，蔬菜播

种面积 1.4 万亩，绿肥（紫云英）播种面积 0.2 万亩。 （彭生苟）

体验农耕文化、欣赏田园风光、参

与 篝 火 晚 会 、品 味 特 色 美 食 …… 连 日

来，南昌县幽兰镇“高鲜生”农庄凭借乡

村独特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体活动火

热“出圈”，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别样

乡村游。

“原来路不好走，我们只能种田、种

菜，一年下来辛苦不说，挣得也不多。多

亏了联建党支部，现在不仅路好走了，游

客也多了，让我们在家门口轻松吃上了

‘旅游饭’。”“高鲜生”农庄负责人高华说。

高华口中的“联建党支部”，是幽兰

镇村景联建党支部。为做好文旅融合

文 章 ，该 镇 整 合 S517 公 路 沿 线 的 亭 山

村、江陂村等 6 个村庄，成立幽兰镇村景

联 建 党 支 部 ，并 由 该 党 支 部 统 筹 推 进

“两整治一提升”行动（农村路域环境整

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特色产业

提升）。经过两年来的整治，S517 公路

沿线乡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得到

有效提升，较大地促进了农业与旅游业

深度融合发展。

像这样的村景联建党支部，幽兰镇

共有 3 个。近年来，该镇聚焦农村基层

党组织带动发展力度不够、软化弱化等

问题，积极探索跨村联建机制，努力走

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抱团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形成

了以点带面、一线串珠、全域推进的党

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新格局。

该镇坚持产业布局、镇域环境、乡

村治理一盘棋，将全镇划分为产业联营

片、村景联建片、治理联管片三个片区，

每个片区选择一个区域内有发展潜力、

特色示范效应明显的村作为领建中心

村，引导周边地域相近的 5 个村成立联

建党支部，片区内 6 个村做到大事、要事

共同协商，村民矛盾纠纷共同化解，便

民、惠民活动共同举办，妥善解决产业

发展、土地利用等跨区域联动问题。目

前，全镇共推进跨村产业项目 9 个，培育

优质水稻种植、蔬菜、花卉、水产养殖、

休闲采摘等特色乡村产业基地 12 个。

“通过跨村联建串起‘产业链’‘共

富 链 ’，将 各 村 拧 成 一 股 绳 ，在 聚 集 要

素、拓展空间的同时，也为乡村全面振

兴带来了更多可能。”幽兰镇党委书记

周海保说。 （万友平）

“跨村联建”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11月 2日，“12316 田间移动课堂”第五

站走进鄱阳县乐丰镇茨山村，从延续第一

站水稻“育”“种”“管”机械化、数字化关键

技 术 推 广 外 ，再 次 聚 焦 水 稻“ 收 ”这 个 环

节，通过“实地指导+线上直播”形式，以

2024 年全省水稻机收减损农机大比武活

动为背景，特别邀请了农机专家为全省农

民朋友讲解分享机收减损技术和农机报

废更新政策，从理论到实践、从水稻田间

种植到颗粒归仓全方位为农民朋友解疑

释惑。

田间“过招” 农机“比武”

“三、二、一，开始！”金黄的稻田里，随

着裁判员一声令下，现场顿时机声隆隆，

参赛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茨山村规定的

稻 田 里 来 回 穿 梭 ，将 金 灿 灿 的 稻 穗 收 入

“囊中”，收割、脱粒等环节一气呵成……

一场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火热开赛。参

赛 农 机 手 们 熟 练 地 操 控 着 机 器 ，你 追 我

赶，根据稻田的密度、高度等不同情况，灵

活调整着收割机的高度和行驶速度，充分

展示各自的技术水平。

“这次农机擂台比武，不仅促进了农

户之间的技能交流和合作，更激发了大家

对现代农业技术的兴趣和热情，推动了农

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茨山村农业合作

社理事长邱太华说，通过农机“比武”，不

仅让他们见识了现代化农机设备在农业

生产中的高效与便捷，也有利于合作社的

社员及时掌握新技能，进一步推动该合作

社的协同发展。

机收减损 专家献计

“减损就是增产，有效控制机收环节的

损耗是提升粮食总产量的关键步骤。那么

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机收损失，实现颗粒

归仓？下面我从几个方面和大家详细聊一

聊……”12316农机专家刘雪丽正在直播间

介绍水稻机收减损技术的五大要素，针对

机具准备与调试、水稻适收期判断、田间检

查和试割、减少机收环节损失的措施、机收

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专家通过“理论+
实操”的方式，现场指导机械调试、实操作

业和损失测定。比赛结束后，专家还针对

参赛选手们的作业速度、割幅宽度、留茬高

度等进行了专业点评，并用取样框圈出测

定区，收集区域内掉落的籽粒数量，现场测

算和检测损失率。

政策解读 农民受益

“ 请 问 新 的 农 机 报 废 政 策 与 往 年 相

比，主要有哪些区别呢？”“如果我们想要

报废二手机械，需要准备并提交哪些具体

的材料呢？”直播间里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面对农户朋友的热情提问，12316 农

机专家叶川围绕农机报废更新政策这一

核 心 议 题 ，开 始 了 详 细 而 全 面 的 政 策 解

读。专家不仅清晰地阐述了补贴政策的

对象范围、适用的农机具种类，还明确回

答了补贴的具体额度，以及申领补贴的便

捷方式。此外，专家还特别强调了农户在

申请补贴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事项，提

醒农民朋友要仔细核对政策要求，确保自

身符合补贴条件，从而能够顺利享受到国

家政策的实惠。

田 间 大 课 堂 ，兴 农 再 出 发 。 今 年 以

来，12316 聚焦水稻、畜禽、水产、农机等主

题开展了五场“田间移动课堂”直播活动，

积极探索以全媒介服务模式带动高效能

农业发展，全产业链服务模式带动农民素

质提升，为广大农民朋友带去“一听就懂、

一看就会”的实用新技术，切实帮助他们

解决生产中急难愁盼问题。

农机“比武打擂” 田间授课助农
缪书勤 李 珍

全省星级乡村民宿授牌仪式举行全省星级乡村民宿授牌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