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擦亮“余快办”品牌
——大余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纪实

叶相发 马静茹

“零材料”申请，“不见面”办理，在家

“坐等领证”；首创“破证融合”新机制，让

债 权 人 吃 上“定 心 丸 ”；“体 验 式 ”暗 访 ，

“7+”联动监督，营造安商、重商、亲商的

浓厚氛围……

近年来，大余县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

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全力推动政务服

务提质增效，不断擦亮“余快办”营商环境

品牌，激活县域经济发展一池春水。

化繁为简 服务精准高效

“不用镇里、县里来回跑，在家门口

就办好了不动产权证，真是太方便了。”

近日，大余县南安镇新华村的王润华领

取不动产权证书时连连点赞。一句真诚

评价的背后，反映的是大余县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取得的实效。

大余县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推

进“民 意 速 办 ”“交 房（地）即 交 证 ”等 诸

多改革事项，在赣州市率先探索不动产

登 记 服 务“ 办 证 不 出 村 ”改 革 ，推 动 税

务、住建、自然资源等 14 个部门数据共

享 ，做 到 房 屋 交 易 、税 收 和 不 动 产 等 数

据 系 统 内 部 集 成 ，让 数 据 多 跑 路 、群 众

少跑腿。

同时，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

848 项服务事项进驻新政务服务中心、99

个 高 频 事 项 纳 入“ 跨 省 通 办 ”；通 过“ 扫

码”“窗口亮码”“刷脸”等方式，推进 52 项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刷脸办”；赋予乡镇

104 项审批服务执法权限，打造“15 分钟+

24 小时”县乡一体政务服务圈。

强化保障 助企提能减负

“厂区每条生产线每天需要 1000 立

方米以上液化天然气，换用管道天然气

后，一年降低成本 130 余万元。”近日，大

余格润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科高兴

地说。今年 8 月，大余县成为全市首个拥

有 2 个管道气源点的县，有效降低大余工

业园新城片区企业用气成本约 55%。

针 对 企 业 用 气 、用 水 、用 工 等 要 素

保 障 问 题 ，大 余 县 推 出“ 零 资 料 、零 审

批 、零 跑 腿 、零 费 用 ”服 务 机 制 ，将 全 过

程 时 间 控 制 在 0.5 个 工 作 日 ，以 优 质 服

务 为 企 业 排 忧 解 难 。 为 解 决 企 业 用 工

难题 ，全县建成“就业之家”34 家 ，今年

累计举办招聘会 11 场，为 160 余家企业

发 布 岗 位 信 息 1 万 余 条 ，为 企 业“ 招 兵

买马”1300 余人。

大余县以科技创新助力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助推企业发展壮大。依托中国

科学院、江西省科学院对口支援优势，搭

建市级以上创新平台 38 个，成功建设大

余县周末工程师人才驿站、赣州市钨产

业技术研究院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为

钨及有色金属产业上下游企业提供技术

和人才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同时，不断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支撑体系，探索建设大余县新能源新材

料中试基地、赣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钨新材料及应用分中心，引进中试项目

4 个，“创新一步法”提锂、纳米稀土氧化

物制备技术等一批科技成果在大余落地

转化。

法治护航 发展“如鱼得水”

“ 遇 到 合 同 纠 纷 ，处 理 起 来 费 时 费

力。现在法律服务中心律师主动上门，

提 出 意 见 建 议 ，帮 我 们 解 决 了 很 多 难

题。”近日，在江西省三特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邓仁辉开心地讲述着自

己的体验。

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强

心剂”。大余县充分发挥律师行业保障

职能，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打造一站

集成“企业之家”，实行企业诉求“一口受

理”，并串联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作为分

中心，设立法律援助、公证、司法鉴定等

服务窗口，形成“企业点单、中心派单、律

所接单”的服务方式，企业只需填写清单

进行“点单”，即可享受视频会见、法律咨

询、调解等定制法律服务。

同时，在大余工业园区设立涉企纠

纷调处中心，高效调处企业民事纠纷，为

企业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创新推行“破

证融合”新模式，通过公证的形式赋予和

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减轻当事人负担，让

债权人安心。

今年以来，大余县累计开展“千所进

万企”等专项活动 36 次 ；提出法律建议

150 余条，辐射企业职工 1100 余人次；化

解涉企纠纷 195 起，涉案金额 58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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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上午，2024 年全国太极拳健身站点骨干教练员培训班（江西站）开班仪式在位

于南昌经开区的中昌红网运动中心举行。活动邀请了高校武术教授和高段位太极拳传承人

授课，每名骨干教练员都分外珍惜此次难得的培训机会，认真学习、积极交流。 熊训芙摄

传承太极文化
弘扬国术精粹

傍晚时分，归巢的小

鸟落在树杈上，伴随着阵

阵悦耳的鸟鸣声，刚吃完

晚 饭 的 黄 斌 一 家 正 牵 着

一 只 小 狗 在 家 门 口 的 青

岚村“口袋公园”里散步。

黄 斌 是 南 昌 经 开 区

蛟 桥 街 道 青 岚 村 村 民 。

家 门 口 这 个 由 荒 地 改 建

而成的“口袋公园”，让他

的 家 庭 幸 福 指 数 提 升 了

不少。黄斌说，以前这里

杂 草 丛 生 、菜 地 零 落 ，一

到下雨天，黄泥混着雨水

冲刷而下，出门时鞋底总

会沾满泥巴，给居民生活

带来诸多不便。

为 了 改 善 居 民 的 生

活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指

数，南昌经开区近期对这

片荒地启动了改造工作，

除杂草、平土地、种绿植、

置器械，随之而来的是绿

草如茵，鸟语花香。晨光

熹 微 时 ，老 人 散 步 锻 炼 ，

相 谈 甚 欢 ；夜 幕 降 临 后 ，

居民热情舞动，孩子在草

坪上嬉戏。

“我们主要是利用城

市更新、道路改造的空隙

地，在充分尊重群众意见

基 础 上 ，因 地 制 宜 、科 学

规划，拓展好居民休闲娱

乐 的 空 间 。”南 昌 经 开 区

城 市 管 理 局 养 护 科 相 关

负责人徐文仕表示，近年

来南昌经开区将打造“口

袋公园”纳入民生实事清单，以“300 米见

绿、500 米见园”为目标，充分盘活零星场

地、闲置地、边角地，通过“保留原有骨干

树木”“见缝插绿”“开荒拓绿”等方式建

设“口袋公园”，配套好停车场、篮球场、

健身器材、景观照明等设施，更好地满足

居民需求，帮助他们达成“推窗见绿、出

门见景、就近逛园”的美好愿景。

开门迎绿意，转角觅佳景。如今，漫

步在南昌经开区的大街小巷，小而美的

“口袋公园”各具特色：有的是一大块绿

意盎然的草坪，让市民可以亲近自然；有

的设置了亭台桌椅，可以满足居民休憩

需求；有的设置了儿童乐园，便于儿童娱

乐玩耍；有的摆放了健身器材，让群众在

家门口便可锻炼身体……

截至目前，南昌经开区已建成乐活

公 园 、白 玉 兰 路 休 闲 空 间 、鸡 山 村 小 游

园 等“ 邮 票 绿 地 ”“ 口 袋 公 园 ”共 30 个 ，

正 在 新 建 港 口 大 道“ 口 袋 公 园 ”。 随 着

越 来 越 多 的“ 绿 色 福 利 ”在 家 门 口“ 上

新 ”，南 昌 经 开 区 居 民 的“幸 福 半 径 ”继

续扩大。 （刘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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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5 万 千 瓦 时 、2706 万 千 瓦 时 、

3124 万 千 瓦 时 …… 近 日 ，位 于 南 昌 经

开区的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

司 新 昌 发 电 分 公 司（以 下 简 称 新 昌 发

电 厂）日 发 电 量 连 连 攀 升 。 新 昌 发 电

厂作为南昌市百万千瓦级火力发电企

业 ，承 担 着 南 昌 市 近 三 分 之 一 的 居 民

用电供应重任。

为 确 保 南 昌 市 居 民 温 暖 度 冬 ，连

日来，新昌发电厂加强设备管理，严抓

巡 检 质 量 ，持 续 加 大 日 常 巡 检 和 隐 患

排查力度，对现场发现的缺陷，高效执

行 检 修 消 缺 管 理 ，确 保 消 缺 质 量 。 同

时，持续加强负荷跟踪，密切关注全网

负荷预测和实际负荷情况，错峰消缺，

避 免 造 成 机 组 欠 发 ，积 极 争 发 效 益

电 。 在 隐 患 管 理 方 面 ，新 昌 发 电 厂 各

运行班组持续开展班组责任区隐患排

查 整 改 ，值 班 管 理 人 员 每 日 深 入 现 场

进 行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并 动 态 更 新 隐 患

排查台账，做到隐患跟踪闭环管理，有

效提升设备可靠性。

寒 冬 即 将 来 临 ，新 昌 发 电 厂 将 严

格 结 合 历 年 迎 峰 度 冬 经 验 ，全 力 保 障

各个发电机组高峰顶得起、稳得住，全

力备战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工作。

（夏志宏）

新昌发电厂全力保障冬季电力供应

南昌经开区之窗

11 月 26 日 ，南 昌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市

域产教联合体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

会在南昌经开区举行。会上，对产教联

合 体 成 员 单 位 进 行 了 授 牌 ，并 发 布 了

《南昌电子信息产业市域产教联合体工

作计划（2024—2026 年）》。

据了解，南昌电子信息产业市域产

教联合体（以下简称产教联合体），由南

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西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和江西通慧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联合南昌市 12 所

学校、33 家企业以及 4 个社团组织共同

组建而成。

电子信息产业是南昌经开区的主

攻 产 业 之 一 。 近 年 来 ，南 昌 经 开 区 以

科 技 创 新 力 促 高 质 量 发 展 ，加 快 转 变

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在电子信息

产业上的研发投入总量和强度不断提

高 ，形 成 了 较 为 完 备 的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链。新成立的产教联合体将充分整合

政 府 、企 业 、高 校 、科 研 机 构 等 多 方 资

源，搭建一个开放、合作、共赢的平台，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有 效 衔 接 ，为 南 昌 经 开 区 乃 至 南 昌 市

电子信息产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技术支

持和人才支撑。

南昌经开区将以此次成立大会为契

机，充分发挥产业、教育、科研等方面的

优势，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积极探索职

业教育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的新方式，

加快产业人才的培育，促进科技成果的

转化应用，力促产教联合体内各成员单

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刘 凤）

南昌电子信息产业市域产教联合体成立

近日，方大集团萍乡萍钢安源钢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萍安钢铁）被萍乡

市湘东区消防救援大队评为“消防工作先

进单位”，对企业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予

以充分肯定。

方大萍安钢铁于 2020 年 8 月成立了一

支专职消防队，配备了一辆专业消防车及

配套应急救援器材，拥有 13 名专职消防人

员。自消防队成立以来，消防队员按要求

参加地方消防的驻点训练，并坚持每天操

练，以练备战，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

理要求，做到灭火救援及时响应、火灾隐

患高效查处、消防宣传无缝衔接，全力守

护厂区平安。

有了这支专业的消防队，打通了企业

基层消防安全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方

大萍安钢铁保持消防检查常态化，消防队

每月对企业消防安全责任制度是否落实；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应急灯、消

防栓、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等

情况进行严格检查，确保消防安全不留死

角。今年以来，消防队共开展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 103 次，查处消防隐患 302 项并全部

按要求完成整改。

为实现消防管理区域全覆盖，方大萍

安钢铁在厂区内配备了消防自动报警主

机 55 台，控制各生产现场烟感探头 817 个、

温感探头 39 个、手动报警器 280 个、声光报

警器 67 个。今年，该公司还组织各单位消

防管理工作人员开展消防设施操作员持

证上岗培训，确保消防管理更专业、更到

位，形成了消防管理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

良好局面。

与此同时，方大萍安钢铁深入贯彻“预

防为主 防消结合”方针。消防队工作人员

深入基层，成为公司及各基层单位消防安

全培训教员，讲解灭火技能，传授防火知

识，将消防安全的种子播撒在每名员工的

心中。他们也是公司消防应急演练中的主

角，在不间断的应急演练中检阅、提升自身

应急能力，并有效指导分厂、车间开展消防

应急演练，提升员工对突发火灾事故的应

急处置能力和逃生能力。今年以来，该公

司共计开展消防培训 77 次，培训人数 2053

人，组织开展各类应急演练 26次。

方大萍安钢铁消防队在担负企业消

防安全日常管理及火灾扑救职责的同时，

也主动参与社会火灾救援行动，在发生险

情 时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到 达 现 场 。 今 年 以

来，方大萍安钢铁消防队已参与社会灭火

救援 116 次，有力地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 （李婀芬）

方大萍安钢铁：抓消防安全 保高质量发展

近 年 来 ，铜 鼓 县 坚 持 和 发 展 新 时 代“ 枫 桥 经

验”，系统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只进一扇门、解

纷万家事”改革，群众来信来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

期办结率、群众满意率均达 100%，诉源治理和访源

治理成效明显，万人起诉率同比下降，“民转刑”命

案发案数为零。

基层治理更高效 服务群众更暖心

铜鼓县致力于打造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

快捷服务，在县综治中心开通了云服务平台，27个行

政调解部门政策专家、首席法律顾问专家和心理咨

询师等通过视频电话连线方式“云驻”中心，为群众

提供政策咨询和预约服务，以小平台推动大治理。

近年来，群众在物业、金融、婚姻家庭等领域诉

讼需求较大，但因各专业领域的调解组织不健全、

调解渠道不畅通等因素，导致不少纠纷只能诉至法

院。为解决这一问题，铜鼓县以改革为契机，尝试

整合各部门行业调解资源并在县综治中心开通行

业调解综合服务窗口，通过“窗口+调委会+专班”

方式，组织房地产物业、金融、婚姻家庭、山林土地

等行业调解专班通过云服务平台承接调解任务。

今年以来，该县综治中心先后将 200 余件群众诉求

导入了调解快捷通道，取得了初步效果。

把解纷服务延伸到老百姓家门口

近年来，铜鼓县致力于抓好一支队伍和 N 个法

治平台支援乡村主阵地。为解决乡村调解力量不

足问题，整合政法系统退休干警、律师、法律工作

者、乡村调解能人、法律明白人等优质调解资源下

沉基层一线，变“坐堂办公”为“带案调解”，组织开展“巡回调

解进万家”行动，得到群众一致好评。今年 9 月底行动开展以

来，该县已先后组队下沉乡镇、社区化解矛盾纠纷 10 余场次。

据了解，“和安庭”“青铜未检工作站”“警调室”“法治讲

堂”等一批法治平台陆续进驻乡镇综治中心。在中心村，县

委政法委牵头，联合县法院在全县 9 个乡镇中心网格设立了

15 个乡村网格法庭“和安庭”，明确了联络人、片区法庭和调

解团队，将“诉讼服务”关口前移到老百姓家门口。“青铜未

检工作站”的进驻，为家校矛盾、涉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起

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今年以来化解了 20 余件涉校涉未成

年人矛盾纠纷。 （桂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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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峰油茶丰收采摘忙
今年横峰县油茶喜迎丰收，全县各地油茶果逐步进入成熟

采摘期，沉甸甸的油茶籽缀满枝头，漫山遍野的茶树郁郁苍

苍。一颗颗红绿相间、圆润饱满的油茶果摇曳生姿。果农穿梭

于油茶林间，忙着采摘、装袋、搬运……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茶籽数量颇丰，每天都有 30 余人采摘，每人每天能摘两

三百斤，大家都很高兴，日工资 130至 150元。”11月 23日，龙门

畈乡童家村村民陈何年说。

近年来，横峰县以林长制为抓手，大力发展油茶种植产

业，全县油茶林面积 24 万余亩，新造高产油茶林 2 万余亩，低

产油茶林更新改造 4 万余亩，带动林农种植 500 户以上，每亩

平均产量 400 公斤，每年油茶采摘量 3 万余吨，油茶综合产值

突破 7 亿元。

同时，横峰县出台政策，将油茶补助与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相衔接，对 2023 年以来新造的油茶林在省级以上财政资金基

础上追加 500 元/亩，要求种植户规范标准、科学种植；同时，

该县各乡镇加大宣传和管理力度，严格按照规定采摘时间统

一采摘，以提高油茶种植效益，助力村民增收致富。据了解，

横峰县积极探索“林长制+产业”发展形式，按照“公司+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方式建立油茶林基地，以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发展集体经济为重要举措，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土地

流转、联耕联种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全力推动油茶产业提质

增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徐自强）

搭建政企沟通交流“连心桥”
今年以来，靖安县香田乡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紧

扣民营企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发挥政企桥梁纽带作用，搭建

政企沟通交流“连心桥”，建立健全政企常态化长效沟通机制，用

心用情用力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搭建服务平台，助力企业发展提质增效。香田乡细化实

化生产要素保障政策，建立“重点项目+工作专班”工作机制，

对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蓄力造势。同时，立足统战工作职能，开展企业

走访调研行动，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

搭建沟通平台，营造新型政商关系良好氛围。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香田乡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活动，推动统战干部与

民营企业家面对面沟通协商，探索形成“收集问题、反映问题、

交办问题、解决问题、督办问题、回访问题”闭环工作机制。定

期开展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实际行动护航企业发展行稳

致远。

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以商招商”走深走实。香田乡注重

项目带动，利用好现有企业资源，着力引进上下游合作伙伴。

今年以来，香田乡外出招商 11 次，已签约项目 6 个，签约金额

近 4 亿元。目前，靖香智慧农业产业园已竣工运行。

下一步，香田乡将持续扎实履行统战职能，为项目落地、

企业发展、服务群众创造良好环境，不断激发全乡经济社会发

展活力。 （陈章业 刘红福）

林改让山川披绿 林海生金
位于贵溪市南部山区的耳口乡，山林面积 17 万余亩，森

林覆盖率达 88.56%。近年来，耳口乡依托“绿水青山”做文

章，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积极推进“三权分置”，推行数字

管理平台，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走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可

持续发展绿色之路，实现了山川披绿，林海生金。

耳口乡坚持党建引领撬动绿色产业蓬勃发展，将曾家古

村及漕源瀑布周边约 600 亩集体的林业资源盘活利用，分别

打造了道养民宿及漕源居民宿，推动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

济“高价值”。如今，耳口乡每年接待游客 1.5 万余人次，年均

实现经济效益约 100 万元，带动当地农副产品销售额 20 万元，

农民年均增收 1.8 万元，集体经济增收 2 万余元，让“林改”这

项惠民工程真正“绿了山川、富了人家”。

为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实现从“粗放经营”到“精细管理”

的转变，耳口乡依托“企业+村集体+村小组”的方式，政府投

入资金 250 余万元，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 300 余万元建设了森

林康养中心，引进鹰潭清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江西道养经

方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因地制宜养殖鳜鱼，种植灵芝、黄精、泽

泻等药材，采用露酒工艺制作“仙芝酒”，每年外来游学人员

5000 余人，带动村民就业 74 人。 （杨 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