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速我省优质稻品种的更新换代，

提高全省优质稻米在全国乃至国际稻米

市场的占有率，11 月 29 日至 30 日，第六届

江西省优质稻品种食味鉴评活动在宜春

市举行。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

省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协办。

据了解，本次优质稻品种食味鉴评活

动邀请省内外种业专家、米企代表、消费

者代表，对我省 21 家育种单位选送的共 35
个优质稻品种进行了鉴评。活动采取集

中种植管理、统一加工蒸煮、暗码鉴品评

比的方式，从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和

冷 饭 质 地 等 方 面 ，为 我 省 自 主 选 育 的 优

质 稻 品 种 米 质 比 拼 搭 建 擂 台 ，助 力 我 省

优 质 稻 品 种 种 植 再 扩 面 、赣 稻 香 米 品 牌

影响力再提升。经过激烈角逐，“华盛优

茗 乡 丝 ”“ 野 香 优 靓 占 ”“ 昌 乡 优 1650”

“ 野 香 优美特占”“珍乡优 211”“香禾优明

月 丝 苗 ”“ 猫 牙 玉 针 ”“ 千 香 丝 ”“ 昌 盛 优

238”“昌盛优 246”等 10 个优质稻品种，得

到了与会专家的共同认可，获得 2024 年度

“十大金奖”品种的殊荣。

为 加 强 产 销 对 接 ，本 次 优 质 稻 品 种

食 味 鉴评活 动 还 安 排 米 企 、采 购 商 和 获

奖 品 种 企 业 进 行 了 洽 商 ，并 就 打 造 赣 米

品 牌 、提 升 品 种 稳 定 性 等 内 容 进 行 了 深

入 探 讨 交 流 。 与 会 人 员 认 为 ，应 大 力 推

进 我 省 稻 米 品 牌 建 设 ，通 过 对 优 质 稻 品

种进行提纯复壮，稳定稻米米质；支持种

企粮企联合，实现优质稻品种种子销售、

粮 食 收 购 加 工 一 体 化 发 展 ，积 极 探 索 种

粮 融 合 发 展 新 路 径 ；支 持 优 质 稻 品 种 大

米进商超、进食堂，同时加大线上推广力

度，让更多的市民认可优质稻、食用优质

米 ，让 种 植 、加 工 、经 营 优 质 稻 的 农 户 获

得更大收益。

据了解，我省连续举办六届优质稻品

种食味鉴评活动，该活动已成为我省优质

稻品种推广的重要举措，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近年来，我省初

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省情的市场驱动、稳

产提质、保供增收的稻米产业发展路径，

有力推动了全省优质稻品种育、繁、推与

粮食产业产、加、销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极

大地激发了种业企业科技攻关和农户种

植优质稻的积极性，达到了稳定生产、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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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观鸟季主题音乐晚会将启幕

笔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一场以“鹤舞鄱湖 君临吴城”为

主题的 2024 观鸟季音乐晚会将于 12 月 8 日在永修盛大开启。

此次活动结合地域特色，融入观鸟季主题，届时将吸引众多游

客和音乐爱好者，市民将在这里感受音乐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每年冬季，永修县鄱阳湖畔便成为了候鸟的天堂。成千

上万的候鸟从远方飞来，在此栖息、觅食，构成了一幅美丽的

生态画卷。随着观鸟季的到来，全球游客纷至沓来，只为一睹

永修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独特的生态景观。

本次观鸟季音乐晚会将邀请国内演艺界知名人士相聚永

修，不仅将为观鸟季增添一抹绚丽的色彩，还将为永修文旅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董 慧）

养好一只螺 推动一个产业发展
日前，江西省螺蛳产业发展座谈会在南昌举行。座谈会

旨在深入研讨江西省螺蛳产业的现状、短板弱项、发展方向及

科技驱动等话题，推动我省渔业高质量发展。此次座谈会由

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主办，省水科所承办。

会上，各县（市、区）渔业渔政部门负责人就当地螺蛳产业发

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谈了打算。另外，座谈会特别邀请省

内外专家与螺蛳产业龙头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对螺蛳产业

链的技术模式提出具体解决方案。

下一步，省农业农村厅有关部门将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为目的，科学布局螺蛳品种、加工原料基地等，打造“稻田+螺”

“莲田+螺”“池塘+螺”“尾水+螺”等养殖模式，创新“科技+产业+
农民”模式，做到养好一只螺、推动一个产业发展，实现全省螺蛳

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谢 文 王昕玥）

我省蜂产业提质增效步伐加快
日前，2024 年全省蜂蜜品质评审

大 赛 在 江 西 省 养 蜂 研 究 所 圆 满 结

束。全省 30 个县（市、区）的蜂业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养蜂大户共选

送了 102 个蜂蜜样品参赛，经样品理

化指标分析、蜂场现场复核和决赛专

家公开品评，最终评选出金奖 6 个、

银奖 9个、优质奖 15个。

据了解，自 2019 年始，我省连续

6 年举办蜂蜜大赛，累计评出蜂蜜产

品金奖 27 个 、银奖 41 个 、优 质 奖 67
个，初步形成了我省野桂花蜜、树参

蜜 、山 乌 桕 蜜 和 蜜 橘 蜜 等 四 大 特 色

蜂 蜜 品 牌 。 大 赛 通 过 以 评 促 优 ，蜂

蜜品质不断提升，42 波美度以上蜂

蜜从 2019 年的 12%提高到 2023 年的

57%。婺源蜂蜜等 10 个县的蜂蜜获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号，进一步

提升了江西“好山好水出好蜜”的影

响力。 李 倩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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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渔业养殖从业者专业技术水平
为推动渔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实现渔业强、渔村美、渔民

富的目标，日前，江西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暨 2024年省级高素质

农（渔）民培训班在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开班，来自全省 11
个设区市的特种水产养殖企业负责人、合作社相关人员、养殖

大户共计 100 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此次培训班由省农业

农村厅渔业渔政处主办，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承办。

为帮助学员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经营管理技能，本次

高素质农（渔）民培训班采用集中理论授课、小组讨论及跟踪

服务等多种教学方式进行。培训内容涵盖鲈鱼养殖、大宗淡

水鱼养殖、小龙虾养殖以及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技术等多个方

面内容，并组织学员前往江西省宝意渔业有限公司、上栗县三

十六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萍乡市金犇溪工厂化循环水养殖

等基地，观摩交流智能化、生态化、可复制和操作性强的渔业

养殖新技术新模式。

“此次培训班的顺利举办，可进一步提升我省渔业养殖从

业者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推动我省渔业产业可持续发

展，为促进我省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重要

支撑。”省渔业渔政局有关人士表示。 （凌长有）

就业是民生之本。萍乡市安源区安源

镇人大主席团把稳岗就业工作纳入民生工

作的关注重点，将就业问题作为兜牢民生

底线的重要抓手,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持续促进就业工作，提升群众幸福感。

深入一线，当好信息采集员。安源镇

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表联合镇有关部

门，对全镇 13 个村（社区）劳动力信息进

行摸排，通过电话、微信、敲门入户等方

式，充分摸排劳动力资源信息，广泛收集

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低收入人口就业

信息，认真做好就业意向登记工作，全面

掌握人员规模、人员情况、就业意向；组织

熟悉企业的人大代表深入企业开展专题

调研，通过实地考察、座谈交流等方式，详

细了解企业的招工用工需求及岗位缺口，

明确各类工种及薪酬待遇，并将企业用工

信息整理归档。

精准发力，当好岗位推荐员。人大代

表充分利用村（社区）微信群、电子显示屏、

横幅、企业用工宣传单等渠道，广泛发布企

业用工信息；同时，利用走访联系选民、召

开屋场贴心会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群众推介用工企业公司概况、岗位需求、

应聘要求、工资待遇、发展前景等信息，鼓

励和引导有劳动能力的群众找到合适工作

岗位。安源镇人大主席团积极与镇人社所

联动，举办大型就业招聘会，设立“代表助

就业”服务台，为前来咨询的群众发放企业

用工宣传资料，并耐心讲解相关就业创业

政策，询问应聘者工作意向，推荐与之相符

的工种，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良好沟

通的平台，挖掘储备各类就业岗位，满足

不同求职群体需求。

暖心服务，当好就业指导员。人大代

表开展“双向”服务，积极拓宽企业与务工

人员沟通渠道，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牵

线搭桥”，消除用工“信息差”；依托镇人大

代表联络工作站和“5+2 就业之家”，对有

求 职 意 愿 的 群 众 提 供 暖 心 政 策 咨 询 服

务，帮助他们与企业无缝对接，最大限度

实现家门口就业。为进一步提升招工效

率，人大代表组织多次送工活动，通过实

地观摩生产车间、了解业务流程及体验

操作，使求职者打消疑虑，现场签订就业

协议，实现了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的互利

共赢。今年以来，安源镇已帮助 100 余人

实现就业。 （廖 霞）

搭建沟通平台 促进充分就业

11 月 22 日 9 时许，南昌市

湾里管理局梅岭镇立新村村民

刘 花 香 准 备 好 一 家 人 的 早 饭

后，不慌不忙地穿上工作服、提

着竹筐，来到家门口的蔬菜基

地，开始了她一天的工作。“今

天要采摘青菜、萝卜和大蒜，明

天公司会有人来收。”刘花香一

边忙碌一边说，自从村里建了

蔬菜基地后，她就在家门口上

起了班，以前在外打零工收入

不稳定，现在每月有 3000 多元

的固定工资，还有土地租金收

入，日子比之前好过多了。

村民之所以能在家门口领

月薪，得益于立新村积极引入

农业企业，盘活闲置资源，走出

了“定制农业”发展新路子。立

新村党支部书记高昭梁介绍，

2022 年，该村将 26.6 亩闲置地

以每亩 576 元的价格租给国网

南昌供电公司建设蔬菜基地；

同时，与江西都市里鲜生农业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由公司聘请农技专家每周

到蔬菜基地指导当地村民科学

种植，并对农产品实行订单管

理，定期收购。“像这样的蔬菜

基地，我们一共有 3 个，每年可

为 村 集 体 增 收 近 10 万 元 。 基

地 还 能 为 20 多 名 村 民 提 供 家

门口的就业岗位，其中 7 名为长期务工人

员，这 7 人的人均年收入可达 5 万元。”高

昭梁说。

前段时间，立新村 130 亩有机高山水

稻也喜获丰收，曾经杂草丛生的闲置地，

变成满是稻香的丰收田。“以前村民都是

碎片化种植水稻，收益不高，成本却不低，

渐渐大家都不愿种水稻了，加上近几年村

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土地闲置

的现象更常见了。”高昭梁说。为了盘活

闲 置 资 源 ，立 新 村 村 委 会 将 零 散 的 土 地

资 源 整 合 后 整 体 租 给 农 业 企 业 种 植 ，推

动 耕 地 复 耕 ，企 业 再 雇 佣 村 民 从 事 田 间

生产，如此便形成了“村集体有收入、村民

能就业、企业有地种”的多赢局面。这几

天，村民正忙着种植油菜，让土地收益实

现最大化。 （刘虎彪 郭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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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农民培育家庭农场主培训班开班
11 月 22 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新起点职业培训学校

承办的 2024 年江西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家庭农场主培训班在

赣州市开班。此次培训班为期 9 天，共有来自全省各设区市

的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和种养大户等 100 名学员

参加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旨在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经验，聚焦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需求，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带动作用，着力培养一批与

产业需求相适应、与农村发展相协调、能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

产业发展“能人”，进一步助力全省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此次培训邀请了国内多名农业专家及优秀的家庭农场

主、三农短视频创作者进行授课。授课形式为“线上+线下”

“理论+实操”相结合。课程内容包括综合技术、经营管理、实

习实训、主题研讨等，重点培养家庭农场生产及经营能力。具

体包含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水稻种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水稻

病虫害防治、家庭农场与农产品品牌建设、家庭农场休闲项目

策划与运营、家庭农场网络营销、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短视频

拍摄、民宿打造及旅游产品开发等。为提升学员实践能力，还

组织学员前往信丰县、上犹县、赣县区、宁都县开展实地参观

学习。 （黎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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