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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永丰讯 （全媒体记者周幸 通讯

员艾萍、尹海平）11 月 29 日 ，走 进 永 丰 县

沙 溪 镇 家 丰 智 富 农 场 ，只 见 工 人 将 晒 好

的 油 茶 果 剥 壳、分 拣、烘 干、粉 碎、汽 蒸、

压榨……山茶籽经过传统榨油工序后，变

成黄灿灿的山茶油。农场负责人王宗标

说：“今年，我收了 3000 余吨油茶果，可榨

山茶油 120吨，产值达 1000余万元。”

近年来，永丰县强力推进油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紧盯“钱、地、技”

等产业发展瓶颈，采取“真金白银”奖补、

“店 小 二 ”式 服 务、“扶 优 龙 头 ”延 链 等 举

措，做优做大油茶产业，形成原料生产、产

品加工、市场营销“一条龙”发展模式，实

现油茶增产、农民增收。目前，该县油茶

林面积达 55 万亩，其中万亩以上油茶基地

1 个、千亩以上油茶林基地 10 个，年产值突

破 20 亿元，为 1000 余名脱贫户提供了就业

岗位。

“真金白银”奖补。永丰县加大油茶

产业资金扶持，配套县级油茶产业补助，

新造每亩奖补 700 元、低改每亩奖补 400
元，并出台林地流转、滴灌设施以及套种

中 药 材 等 奖 补 政 策 ，推 行 油 茶 特 色 农 业

保险，实现种植、生产到销售全流程风险

保障。

“店小二”式服务。永丰县与中国林

科院、省林科院、江西农大等开展技术合

作，成立油茶科技小院，新建百亩油茶采

穗圃，建设 20 亩高标准油茶育苗大棚，培

育 200 万株油茶良种苗木；采用机械割灌

除草、抚育垦复油茶林、无人机施肥喷药

等技术，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同时，通过

“请进来”“沉下去”等方式，分季节分区域

举办培训讲座和实地教学，聘请 10 余名专

家授课，为全县油茶种植户提供保姆式技

术服务。

“扶优龙头”延链。永丰县大力扶持

国家级龙头企业江西绿海油脂有限公司，

鼓励引进的江西黄记山茶油科技有限公

司改进工艺、更新设备、提升品牌，提高油

茶附加值。实行“五统一分”经营模式，采

取“企业+基地+农户”方式，以流转、托管、

代管等方式辐射带动 4 万余农民从事油茶

生产和经营。同时，大力推动油茶林下套

种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或中药材，提升

油茶林综合效益；引导开展“线上+线下”

销售，给予展销、电商等政策支持，培育油

茶品牌 6 个。“永丰茶油”获全国地理标识

保护产品，江西绿海油脂有限公司获批国

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首批国家林

业重点龙头企业。

紧盯发展瓶颈 采取有力举措

永丰做优做大油茶产业

本报进贤讯 （全媒体记者林

雍 通讯员曹子瑄）近 日 ，在 进 贤

县七里乡寺背村红薯种植基地 ，

随着红薯收获机来回穿梭 ，一颗

颗饱满圆润的红薯破土而出 ，村

民 紧 随 其 后 进 行 分 拣 、装 袋 、打

包 、装 车 …… 田 间 地 头 弥 漫 着 丰

收的喜悦气氛。

几年前，来自安徽的周联来到

寺背村，承包了 600 亩荒地种植红

薯，并引进滴灌技术，种出的红薯

质量和产量高，口感软糯香甜，深

受市场欢迎。为有效提升红薯的

附加值，周联在当地成立一家食品

加工厂。经过一道道精细的工序，

红薯被研磨成细腻的红薯粉，再经

过进一步加工，变成口感筋道、营

养丰富的红薯粉条。

“今年红薯收成特别好，一亩

地能产出红薯 2500 公斤左右，用

红薯专用收获机先把红薯挖出来，

我们再分拣装袋，省时省力多了。”

村民黄有全捧着红薯笑着说，“农

忙过了，最近在家也没什么事，一

天可以赚 100元左右。”

近年来，七里乡充分利用土地

资源，持续加强政策扶植，积极推

广红薯种植规模化、生产机械化、

产品有机化，力求让土地效益最大

化，带领老百姓增收。今年，该乡

种 植 红 薯 2176.5 亩 ，预 计 总 产 量

5400吨。

12 月 2 日，走进大余县池江镇

庄下村古法红糖厂，一股清新的蔗

香扑面而来。工人们忙着收蔗、榨

汁、过滤……有条不紊地按照古法

工序加工蔗糖，熬制出地道的古法

红糖。

“我们的红糖采用传统手工技

法熬制，既能保持甘蔗的营养，又

带有焦糖的味道。”古法红糖厂负

责人刘小平一边介绍，一边展示玻

璃瓶内色泽如琥珀的红糖。

在红糖熬煮间，6 口大锅依次

排开，熬糖师傅周保燕正拿着一柄

大勺在锅里不停地搅拌，满屋雾气

缭绕，糖香醉人。“每一口锅的温度

和糖浆浓度都不一样，火大了糖浆

容易烧糊，起锅时间早了就结不成

糖块……”周保燕说。

据刘 小 平 介 绍 ，制 作 红 糖 首

先要将甘蔗入机碾压 ，压出汁液

去除杂质后 ，以小火熬煮两三个

小时，其间不断搅拌，让水分逐渐

蒸发。经过榨汁、开泡、赶水、过

滤、摇瓢、打沙、成型等过程，即可

将熬制好的红糖舀入玻璃瓶中进

行包装。

“要制作出色泽莹润、气味浓

郁、口感清甜的红糖，就要在选材

上下功夫。”刘小平告诉记者，他今

年在池江镇兰溪村、庄下村等地种

植了 80 多亩高糖品种甘蔗，红糖

产 量 预 计 可 达 8 万 公 斤 ，产 值 超

120 万元。其红糖因纯手工制作、

卖相好、品质优，深受消费者青睐，

畅销全国各地。

“虽然辛苦，但是一个月能赚

1 万多元。”周保燕脸上抑制不住

内心的喜悦。从熬出第一锅红糖

起，师傅们就忙碌在生产一线，少

有停歇，忙碌的工作也“熬”出了甜

蜜的生活。

一块红糖富了一方百姓。近

年来，池江镇坚持党建引领，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壮

大甘蔗种植业和古法熬制红糖产

业，开发红糖酒、姜糖等系列产品，

形成甘蔗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

业链，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红薯丰收村民采收忙

古法红糖“熬”出甜蜜日子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文斌

11 月 28 日，在万

年 县 上 坊 乡 红 美 人

果业基地，果农正忙

着 采 摘 柑 橘 供 应 市

场。据了解，该基地

年 产 量 达 7 万 多 公

斤 ，销 售 收 入 达 200

万元。

本报全媒体记者

田 野摄

12 月 2 日，在共青城市苏家垱乡寺下湖冬捕现场，捕捞工人正在起网

捕鱼，呈现一派鱼跃人欢的热闹景象。 通讯员 潘 成摄

12 月 2 日 ，安 福

县 洋 溪 镇 南 安 村 村

民 在 果 蔬 基 地 采 摘

青 椒 。 该 基 地 拥 有

智 能 温 控 钢 架 大 棚

110 余 亩 ，采 取“ 公

司+村集体+农户”模

式经营，带动农户增

收致富。

特约通讯员

刘丽强摄

11 月 27 日，在全

南县南迳镇“三峡人

家 ”脐 橙 种 植 基 地 ，

果 农 正 在 采 收 脐

橙。时下，该县脐橙

迎来收获季，果农和

客 商 忙 着 采 摘 、选

果、装车、外运。

通讯员 尹其奇摄

本报景德镇讯 （全媒体记者王景萍）

初冬时节，记者走进位于景德镇市昌南新

区的江西兴勤电子有限公司，只见到处都

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公司研发工程部

经理黄熙介绍，公司利用先进陶瓷材料生

产的热敏、压敏电阻产品成本低、性能优，

在国内外市场很受欢迎。截至今年 11 月，

公司产值达 2.2亿元，远超去年同期。

先进陶瓷又称工业陶瓷、特种陶瓷、高

科技陶瓷、高技术陶瓷，具有低能耗低物

耗、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特点，广泛应用

于通信电子、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高 端 装 备 、绿 色 环 保 等 一 批 新 的 增 长 引

擎。包括先进陶瓷在内的新材料，一直被

视为制造业发展的先导。

千年瓷都未来发展路在何方？创新是

景德镇与生俱来的优秀基因。近年来，该

市大力实施陶瓷优先发展战略，特别是把

先进陶瓷作为产业发展主攻方向，围绕“一

极引领、两带支撑、三点错位”先进陶瓷产

业空间布局，聚焦通信电子、新能源+航空

航天、生物医疗、环保、军工“2+4”先进陶瓷

产业发展方向，陆续建成浮梁县先进陶瓷

产业园、昌江区鱼丽信息产业园、高新区产

教融合基地、昌南新区先进陶瓷产业园等

园区平台，全市建成标准化厂房面积达 256
万平方米。同时，设立总规模超百亿元的

政府引导基金和各类产业发展基金 24 个，

引进并扶持了芯声先进陶瓷、磐盟电子等

20 个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优质先进

陶瓷项目，不断以项目带动发展新质生产

力，打造新的产业集群。

为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景德镇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全力支持中国科学院上海

硅酸盐研究所陶文旅联合实验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先进陶瓷材

料景德镇研究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特种陶瓷研究所景德镇研

究中心、景德镇特种工业陶瓷研究院等一批技术研发平台建

设，大力推动研发成果孵化、产业项目转化。今年以来，孵化出

氮化硅陶瓷基板、超细碳化硼粉体、齿科高纯氧化锆粉体等一

批优质产业项目及景德镇钰康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牙体项目）、

景德镇钰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旋磁铁氧体、介电陶瓷项目）、

景德镇圣垚科技有限公司（3D打印项目）等产业化公司。

深耕新赛道，焕发新生机。邦瓷科技多层压电驱动器替

代进口应用于空间光学望远镜；日盛电子压电陶瓷在国内超

声、水声领域处于行业技术领跑地位；银铱材料的高纯氧化铝

粉体制备工艺突破关键技术，HTCC陶瓷芯片、石墨烯纳米陶

瓷等多项工艺专利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

随着资源要素不断集聚，景德镇先进陶瓷产业蓬勃发展

态势逐步形成。目前，已拥有先进陶瓷企业近 200 家。其中，

创新型中小企业 28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4 家、专精特新

企业 22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5 家、“瞪羚、潜在瞪羚”企业 3
家。多家企业荣获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多款产品

在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乃至全球领先，陶瓷产业核心竞

争力显著增强。今年 1 至 9 月，全市先进陶瓷产业总产值达

226.13亿元，同比增长 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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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起一片新天地
——瑞昌市探索集体林权村级托管模式

桂训军 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 影

初冬时节，瑞昌市范镇高泉村万亩小山竹郁郁葱葱。这

片小山竹承包权归属高泉村 16 组、17 组和 19 组 60 多户村民，

此前，分散经营，管理粗放，经济效益低。今年 7 月，该村与村

民签订集体林权托管协议，并建立集体林权村级托管平台。

“今后，村民不仅有经营权转让收入，还能在家门口务工增

收，我们准备走出一条‘旅游+’融合发展富民路子。”高泉村

村委会副主任余锦凤说。

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有机

统一，近年来，瑞昌市针对集体林权分散化、碎片化的特点，

以建设集体林权村级托管平台为切入点，以林业经营规模

化、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为基本方向，着力解决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后山林无人管理的难题。该市采用“分

散式输入、规模化整合、专业化经营、持续性变现”模式，将分

散到农户的碎片化林地经营权，以小组或联户为单位进行整

合，由村委会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向外承包流转，吸引

社会资本与项目匹配对接，因地制宜推动林业产业变现，实

现可持续转化。

瑞昌市在探索集体林权村级托管工作中，结合各村民小

组山林实际情况，制定《集体林权托管管理办法》，由村委会

和村民小组双方签订托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责任、托管时

限、利益分配和流转经营方向，最大程度保障农户权益。

目前，瑞昌市已在洪一乡长坑村、横港镇风坪村、桂林街

道永积村等 4 个村开展集体林权村级托管试点，其他乡镇正

在选择 1 至 2 个基础较好的村开展试点，已完成集体林权村

级托管面积 3.57万亩。

“我们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在稳定承包经营权的

基础上，通过开展集体林权村级托管试点，引导和鼓励林业

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发展油茶、竹、林下种养、森林旅游、森林

康养等林下经济产业，以林业产业集约化、可持续化经营，助

推乡村振兴。”瑞昌市林业局党组书记丰贵新说。

11 月 20 日，南昌市青云谱新经济产业园标准厂房和配套

工程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该项目通过盘活低效用地

约 30 亩，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王蕴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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