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8 日，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一手工作坊，村民趁着晴好天气

晾晒农产品。近年来，麻山镇通过建基地、育品种，推动农产品增值，带

动农民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助农增收

◀11 月 26日，万年县石镇镇黄柏村槽坊里村小组脐橙园，游客在采摘

脐橙。石镇镇黄柏村引进投资，开发荒地，栽种优质脐橙苗 4.2万余棵。预

计今年产量超250万公斤，获利1200多万元。 特约通讯员 徐声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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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间读万卷书、云谷霞光深处

听曲赏戏、热播短剧中“打卡”热门景点……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进

景区，文旅新业态、旅游新产品频频涌现，

让文化之光浸润山川河流，成为推动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亮点。

景区阅读 文旅新景

从观光到体验，情感价值正在重塑旅

游业。越来越多景区通过文化元素导入，

加快激活文旅融合的一池春水，图书馆进

景区便是其中一项探索。

“瞧！‘云端’那边还有个书店。”近日，

一名游客在庐山牯岭街，指着前方的庐山

书房欣喜地说。记者沿着他所指方向，看

到坐落于丛林间的书房被云雾缠绕，正如

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描绘的那样：“半是书

香半是云”。记者走进书房，发现不少游

客在此阅读小憩。透过书房玻璃，鲜花、

绿叶尽收眼底。书房主理人曾雅娴向记

者介绍，这座公益性书房于今年 7 月开业，

位于海拔 1100 余米的庐山核心景区内，因

常年云雾缭绕，又被称为“云中书房”。开

业以来，通过举办文化讲座、沙龙，吸引了

不少游客走进书房，纵享阅读体验。“这里

有很多关于庐山历史、植物、文化的书籍，

让 我 对 庐 山 有 了 更 加 深 刻 的 感 受 和 了

解。”说话间，游客李聪不断用相机记录书

房的如画场景。

记者了解到，书房进景区，我省各地

做法不一、各具特色。不少地方利用当地

本土文化资源，在景区建公益书房，不仅

丰富了游客体验，也让书房成为景区内的

“景中景”。如万安县充分发挥县图书馆

“国家一级图书馆”的辐射带动作用，在红

色罗塘、高岭宿集等景区建设书房。高岭

宿集是远近闻名的银杏之乡，书房置身于

千年银杏与万亩竹海，犹如一颗明珠。据

了解，该书房于 2024 年 9 月底竣工并对外

开放，拥有藏书 2500 余册，成为游客常去

的“打卡点”。

此外，宁都县出台了建设“风景读好”

景区景点书房（咖、屋、吧）实施方案，明确

了景区景点书房建设内容、标准等，通过

奖补方式，引领景区景点自主建设新型文

化空间。

非遗进景区 丰富旅游体验

当前，越来越多非遗形成景区发展的

新亮点，实现突破发展。

以万载为例，当地为加强濒危剧种传

承保护与发展，组织开展濒危剧种进景区

活动，每周六晚在万载古城展演，打造出

“逛古城、看焰火、赏花灯戏”的特色文旅

融合品牌，每年演出 100 余场，拓宽了文化

供给渠道和公共文化服务受益群众面，推

动 文 化 惠 民 、文 化 悦 民 。“ 传 统 戏 曲 进 景

区，让濒危剧种进景区活动成为具有本土

特色的文旅融合‘金招牌’。”万载县文化

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举措，不仅盘活

了傩戏、花灯戏等现有非遗资源，还让濒

危剧种重新焕发生机。

万 载 推 进 非 遗 进 景 区 做 法 并 非 个

案。在景德镇，非遗与景区的融合愈发明

显，如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明清御窑

风火窑复烧点火系列非遗活动，可让游客

一览瓷器从点火仪式到复烧的全过程；在

新余，夏布绣、花鼓戏、分宜版画、昌坊剪

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游客研学体验，

非遗大集、非遗展演、非遗晚会等系列文

化活动，推动非遗保护与产业发展、与旅

游经济深度融合。在万安，百嘉老街、田

北画村等景区设立赣剧表演体验区、文创

产品展示区及古戏台等非遗项目展示区，

激发旅游活力，丰富旅游体验，让游客在

欣赏古街文化的同时，切身感受传统戏曲

的魅力，增强旅游体验和文化内涵。

业态创新 释放动能

我省文化资源丰富，如何将这些文化

资源融入旅游目的地，形成独具特色的文

化旅游符号？各地正在探索新做法。

记者注意 到 ，在 推 进 文 化 进 景 区 的

实 践 中 ，我 省 尤 其 注 重 文 旅 业 态 拓 展 创

新，比如抓住微短剧的“风口”，积极响应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开展“跟着微

短 剧 去 旅 行 ”创 作 计 划 的 通 知》要 求 ，推

进“ 微 短 剧+文 旅 ”的 本 土 化 实 践 ，一 批

题材新颖、质量较好、融合度高的微短剧

备 受 关 注 ，如 以 三 清 山 场 景 元 素 取 景 的

《世 另 我》、展 现 吉 州 窑 传 统 制 瓷 工 艺 的

《浮 生 一 梦》、反 映 海 昏 侯 历 史 的《海 昏

行》等微短剧，展现秀美风景和厚重历史

文化元素，带动不少年轻游客“跟着短剧

去旅行”。

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在旅游业态中

表现出极大的魅力，业态的创新赋予了文

旅融合全新的内涵。前不久，新余推出黑

神话悟空巡游、山海传说巡游剧目、火壶

表演等前沿业态 20 余项，并策划“电厂喜

事”“复古年代秀”等演艺活动，为游客创

造了崭新的深度体验场景，有效延长了游

客在景区参观停留时间。新余的做法是

我省文旅融合中业态创新的缩影。当前，

我省正在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布局，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延伸文化

和旅游体验链，以更高品质的公共文化资

源释放文旅融合新潜能。下一步，我省将

进一步推进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合发

展，深化“公共文化场馆+旅游服务”试点

工作，推动有条件的公共文化设施申报国

家 A 级旅游景区，走进景区景点举办富有

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举办“跟着诗

词游江西”活动，让承载赣鄱文化的诗词

歌赋引领游客畅游江西，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

文化之光浸润山川河流
——我省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进景区亮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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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梁素有“瓷之源、茶之乡、

林之海”美誉。数据显示，该县森

林覆盖率已从 1989 年的 58.43%，

增长至2024年的82.21%。

“ 生 态 绿 ”离 不 开 司 法 护

航。近年来，景德镇市积极践行

“两山”理念，开启浮梁县人民法

院集中管辖全市涉环境资源的

刑 事 、民 事 、行 政 案 件“ 三 审 合

一”模式，并探索建立包含执行

职能在内的“四合一模式”。据

介绍，自 2020 年 8 月成立环境资

源法庭以来，浮梁县人民法院共

受理各类环资案件 337 件，审结

332件，结案率 98.5%。

打好生态修复组合拳

“由于被告人家庭经济困难

无力赔偿，我建议让其以劳务代

偿的形式，承担剩余森林生态系

统 功 能 损 失 的 责 任 。”2023 年 7
月，浮梁县人民法院在充分听取

人民陪审员的建议后，审结江西

首例适用“认购碳汇+劳务代偿”

公益诉讼案。

在该案中，浮梁县人民法院

判决山林失火案被告人全某才

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六个

月。该院采用了人民陪审员、浮

梁县林业局森林资源监测中心

主任冯新平的建议，要求全某才

以劳务代偿的方式，偿还剩余 5
万余元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损失，

并委托乐平市涌山镇林业办公

室监管后续劳务执行。此外，全

某才通过江西省碳排放权交易

中心，购买碳汇用于替代性修复

其行为造成的森林固碳损失。

浮 梁 县 人 民 法 院 院 长 胡 凡

生介绍，该院建立了专家智库，

严格选任 12名具有生态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环资专业知

识的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环资案件审理，提升环资案件

审判质效。

此外，浮梁县人民法院创新生态修复执行方式，发布

了从业禁止令、环境保护令、森林资源保护督促令、野生动

物保护令等，让生态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环境守护者，

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效衔

接。据了解，2023 年以来，浮梁县人民法院判决相关被告

人补植复绿 50 余亩林地，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5 次，投放鱼

苗 40余万尾。

织密生态环境保护网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近年来，浮梁县

人民法院加强信息沟通，构建部门联动机制，以法治合力

护航绿水青山。

今年 6 月 5 日，我省首个古树名木司法保护基地在浮

梁县蛟谭镇礼芳村成立，该基地由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

院、景德镇市林业局、浮梁县人民法院、浮梁县林业局等单

位联合打造。基地占地面积 54 亩，有南方红豆杉、浙江楠

木、香樟等古树 1600 余株，其中百年以上古树 45 株。基地

具有两大特色，一是为每株古树名木挂牌制作专属名片，

然后统一编号登记入册，纳入台账管理，形成信息档案；二

是建立“法官+林长”机制，相关单位在基地设立联络员，负

责信息沟通和协调，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业务培训，做

好线索通报、案件移送、生态修复、案件会商等工作，打通

涉林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之间的数据壁垒，推动林长制与

生态司法保护有机融合。

制度是治理之基。浮梁县人民法院健全信息沟通和

案件线索移送制度，与检察机关、环保职能部门建立联席

会议、案件研讨、多元化解等 5 项制度，通过加强部门间的

协调，在案件审理、生态修复等阶段广泛征求各部门意见

建议，及时制裁环境侵权行为，促进生态修复，形成了多部

门联动、多元化解纷新局面。

截至目前，浮梁县人民法院已组织召开联席会议 25
次，出台联动措施 58 条，完善了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联

动合作办理机制，推动生态系统协同治理和一体保护，不

断为环资案件审判工作注入新活力。

筑牢预防犯罪防火墙

前不久，浮梁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非法采矿案时发

现，乐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涉嫌非法

采矿行为作出罚款决定后，未及时将该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随后，法院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加强对执法人员的

培训，发现犯罪线索及时将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并要求做

好实体审查程序，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保证行政执

法的公信力。

司法建议书发出后，乐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整

改，开展业务培训，规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流程，明确立案

查处范围，提高执法水平。

“通过发送司法建议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办好一案、

治理一片’的效果，让‘小建议’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胡

凡生告诉记者，该院围绕案件暴露的风险和漏洞，形成了

“一类案一建议”“以建议促成效”的司法建议新机制，取得

良好效果。截至目前，共发送环资类司法建议 26 份，反馈

26份，回复率 100%。

11 月 26 日，在南昌公安交通治理体验中心，邮政路小学

学生在民警的引导下接受交通安全知识教育。

本报全媒体记者 史港泽摄

“多项统计数据表明，ISO 国际标准对

中医药对外贸易和产业发展具有直接推

动作用。由此可见，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

将为我省中医药的‘走出去’战略提供强

大的助力。”11 月 25 日，省中医药局产业促

进处处长刘希伟在采访中向记者表示。

刘希伟所说的“标准”，就是今年 10 月

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发布的江西中药材

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中医药-栀子》

（ISO 13619:2024）国际标准。此次发布填

补了我省中药材国际标准制定的空白，对

增强我省中医药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具有积极作用。

《中医药-栀子》ISO 国际标准由上海

中医药大学和上海市中医药国际标准化

研究院牵头，联合樟树市检验检测中心、

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等 5 家单位共

同组建的研究团队所制定，耗时 3年。

江 西 是 中 医 药 资 源 大 省 。 栀 子 、吴

萸子、车前子、枳壳被称为“三子一壳”，

是 我 省 传 统 优 势 道 地 药 材 品 种 。 此 次

《中医药-栀子》ISO 国际标准的发布，是

江西传统优势道地药材的首张国际通行

“身份证”。

国际标准化是提升中医药产业国际

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家高度重

视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我省也清晰地

认识到，国际标准化是提升江西中医药产

业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其他省份已

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艾叶 ISO 国际

标准发布后，湖北蕲艾品牌价值跃升；苏

州华佗针灸厂通过制定 ISO 国际标准，国

际出口额增加 30%。”刘希伟表示，标准就

意味着话语权，《中医药-栀子》ISO 国际

标准正式实施后，将助推我省栀子产业链

提档升级，促进江西省中医药国际贸易和

中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国际 标 准 是 稀 缺 的 战 略 资 源 ，具 有

唯 一 性 和 排 他 性 。 以 标 准 引 领 ，将 有 利

于我省由中医药大省向中医药强省的战

略 转 型 。 近 年 来 ，江 西 主 导 和 参 与 多 项

国 际 、国 家 、行 业 及 地 方 中 医 药 标 准 制

定 ，其中 ISO 国际标准 4 项 ，世界中医药

学 会 联 合 会 国 际 组 织 标 准 6 项 ，国 家 标

准 6 项 ，行 业 标 准 1 项 ，地 方 标 准 88 项 ，

成绩斐然。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栀子的示范效应

下，“三子一壳”中的枳壳也走上了国际标

准化之路。据省中医药局最新消息，由省

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和江西中医药大学

联 合 制 定 的《中 医 药-枳 壳》ISO 国 际 标

准，已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立项。

栀子领衔 枳壳紧随
——制定国际标准助力我省中医药扬帆出海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