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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产业布局 激活增长新引擎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浪潮，柴桑区在产业布

局上精准发力，全面优化。今年 4 月 20 日，江

西省银发经济产业孵化中心暨悦家阳光项目

开工仪式举行，标志着柴桑区在银发经济领域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该项目占地约 10.6 亩，规

划建筑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 1.5 亿

元。未来，园区将涵盖智能养老产品研发生

产、康养旅居、康复医疗服务、家政服务等领

域，并深化产学研合作，促进康养产业技术创

新与成果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和服务链

的融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服

务。目前，柴桑区正在谋划高铁新区建设未来

健康产业城，制定“1+9”的未来健康产业发展

方案，覆盖全生命周期、全年龄段、全产业链，

招引健康食品、康复医疗、康复辅具、医疗器

械、体育运动、康养服务、健康服务等企业，形

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健康产业正蓬

勃发展。在江西福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实

验室，科研人员正专心致志地操作着各种精密

仪器，从丰富的天然植物资源中精心提取有效

成分，打造一系列健康产品。这些产品，不仅

承载着大自然的恩赐，更凝聚了科研人员对健

康事业的深厚情感与不懈追求。

不远处，九江礼涞农业集团的有机农场绿

意盎然。该集团董事长刘建时常穿梭于田间

地头，指导有机农产品的种植。“只有吃上放

心、健康的食品，才能真正保障健康。”刘建说，

礼涞农业，就是要用心种好每一棵菜，努力让

更多人能享受到健康带来的快乐。

而仙客来灵芝产业园，则是另一处值得关

注的健康产业亮点。这里，灵芝如伞盖般展

开，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仙客来专注于灵芝的

研发与种植，将灵芝的神奇功效转化为一系列

健康产品，为中老年人提供了更多选择。在这

里，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灵芝的魅力，还

能体验到健康生活的多种方式。

随着一批传统产业的加速转型和产业项

目的迅速布局，柴桑区健康产业新业态层出不

穷，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今年 10 月

29 日，柴桑区正式出台《关于推进银发经济 增

进老年人福祉实施意见》的相关文件，成为全

省首个出台银发经济相关文件的县区，这一举

措进一步彰显了柴桑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

战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行动力。

优化发展环境 打造投资新高地

为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柴桑区

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完善规划土地、设施场所、

人才队伍以及扶持奖补等政策，为未来健康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午时分，柴桑区沙河街道公园社区幸福

食堂内香气四溢，10 余个菜品一字排开，令人

垂涎欲滴。81 岁的龚永汉老人对食堂的菜品

和环境赞不绝口：“社区食堂就在我家附近，走

几分钟就到了，饭菜物美价廉，给我们老人家

省了不少事。”柴桑区民政局副局长李菊兰介

绍，该区在已建成的养老服务设施点积极推广

老年人助餐服务，并针对已实施助餐的幸福食

堂，按照每餐每人 3 元的标准（每天仅限补贴一

餐）提供助餐补贴及运营补贴，有效降低了企

业的运营成本。

此外，柴桑区不断增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供给能力，深化农村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将全

区 10 所乡镇敬老院按照“1+4”模式设立区域

中心敬老院，并成立区级养老服务中心，全面

负责区域中心敬老院的人、财、物管理。目前，

该区已累计完成 190 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和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让老年

人的生活更加便捷与舒适。

为培育发展适老多元服务业态，柴桑区进

一步拓宽思路，深化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共同

探索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新路径。一方面，积

极引入社会资本，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

老机构和服务设施，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的多元化养老服务格局。通过政策扶持、

资金补贴等方式，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

户，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样化、更高品质的养老

服务。另一方面，注重发挥科技在养老服务中

的重要作用，推动智慧养老发展。利用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实现养老服务的智能化、精

准化。目前，柴桑区已为 265 名 80 岁以上独居

老人免费佩戴幸福手环，通过智能穿戴设备、

远程医疗、紧急救援等系统，为老年人提供全

天候、全方位的监护和照料，保障他们的安全

与健康。

丰富产品供给 满足多元化需求

柴桑区积极丰富老年人产品用品供给，推

动建立和完善老年用品产品目录，广泛开发老

年生活用品，更好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等日常

需求。

7 月 24 日，南昌大学附属康复医院与柴桑

区人民医院结对帮扶启动仪式举行，标志着两

院将在老年康复领域展开全面合作，共同提升

柴桑区的康复医疗服务水平。

8 月 30 日，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

复医院与柴桑区人民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进一步强化了柴桑区对接国家级康复医疗领

域专业的实力能力。

此外，柴桑区注重丰富老年文化体育服

务。打造的岷山体育公园已成为老年人休闲

娱乐的新去处，公园内设有各种健身器材和休

闲设施，让老年人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能享

受生活的乐趣。

同时，柴桑区积极拓展养老旅游服务新业

态，结合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推出了一系列

适合老年人的旅游线路，让老年人在享受美景

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身心的愉悦。

（张金玲/文 杨风胜/图）

柴桑区：增进健康福祉 汇聚产业动能

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

化 社 会 ，人 口 老 龄 化 是 中

国式现代化必须正视的现

实问题。面对这一现实挑

战 和 战 略 机 遇 ，九 江 市 柴

桑区凭借前瞻性的战略布

局 和 深 厚 的 地 域 发 展 底

蕴，依托九江市高铁新区，

积极探索并引领高品质生

活 方 式 ，致 力 于 打 造 具 有

柴桑特色的大健康生活空

间，树立新的城市地标，描

绘产业发展新蓝图。

柴桑区城门街道敬老院老人们下棋娱乐社区“四点半课堂”为学生提供托管服务

小朋友在中华贤母园健身娱乐

柴桑区人民医院着力提升康复医疗能力

以林为题 写好绿色新篇章
南昌市交出林业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绿意葱茏的南昌植物园绿意葱茏的南昌植物园 胡玥莹胡玥莹摄摄

林下经济山香圆基地林下经济山香圆基地 刘刘 枫枫摄摄

南昌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南昌梅岭国家森林公园 涂卓瑜涂卓瑜摄摄 （涂建国/文）

悠悠碧水、郁郁青山，走进国际湿地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南昌市，绿色已然是

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底色。

如何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让金山银

山成色更足？是交给英雄城南昌的又一道

新考题。2024 年是南昌市林长制提升年，

全市上下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发挥林长制统领

作用，全力做好“护林管绿、守林安绿、造林

增绿、用林享绿、兴林强绿”五篇文章，绘出

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美丽画卷，写好

南昌林业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护林管绿有力度

林长护林，青山常在。南昌市坚持林长巡

林制度，夯实市县乡村四级林长责任，明确市

级林长以县、县级林长以乡、乡级林长以村、村

级林长以组为单元的林长责任区域，定期下发

县级总林长巡林清单，督促相关部门在规定时

间抓好巡林清单问题整改销号，推动林长带着

问题巡林、拿着清单销号。今年以来，市县两级

林长共巡林 165次，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109 个。

以打造林长制升级版为目标，南昌市不断

加强林业资源网格化源头管理，对专职护林员

日常巡护实行一月一调度、一季一通报，压实

护林责任，稳步提升自然保护地、公益林、天然

林和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水平。通过持续开展

“森林督查”“绿盾行动”“清风行动”“鄱湖利

剑”等专项行动，南昌市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林

业资源的违法行为。据统计，2024 年森林督查

第一、二期图斑对比 2023 年同期图斑，违法面

积下降 15.2431 公顷。

与此同时 ，南昌市全面落实林地定额管

理、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和湿地占补平衡管理制

度，做好林地、湿地使用要素保障；扎实推进明

确林地管理边界、林地地类认定、林草生态综

合监测等工作，确保森林覆盖率、林地保有量

稳中有增；结合植树节、世界湿地日、野生动植

物保护日、爱鸟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广泛开展

林地、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营造保护

林业资源的良好氛围。

守林安绿有抓手

在南昌，215.78 万亩林地被划分成 495 个

网格，由 495 名专职护林员守护，做到了每个山

头地块都有人巡护。今年以来，南昌市严格按

照《南昌市林长制提升年活动方案》要求，全面

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确保各地破坏森林资源

行为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今年以来，全市

护林员共巡护 45.86 万小时，巡护里程 146.66

万公里，全市专职护林员共上报有效事件 6051

件，处理了 5827 件，事件处理率达 96.3%。

以全面落实林长制为抓手，南昌市不断健

全“林长制+森林防火”管理机制，着力打造“一

专多能”护林员，把护林员培养成林业法规宣

传员、林业技术推广员、森林防火员、有害生物

防疫员、野生动植物保护员，并提升视频监控、

无人机巡护等技防水平，确保山有人管、林有

人护、火有人防、责有人担。

今年以来，无人机共巡护 161 小时、巡护面

积 99.69 万亩；新建设生物防火林带 3550 亩、监

控并及时处置 264 起火点报警、排查整治火险

隐患 164 个、查处违规野外用火 49 起。同时，

南昌市在重点区域开展松材线虫病疫木管控

专项整治“绿盾行动”，完成打孔注药 15.15 万

瓶，保护松树 6.73 万余株，累计拔除疫点乡镇 9

个；科学制定陆生野生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指

导和规范突发陆生野生动物疫情的应急处置

工作，切实维护全市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和公

共卫生安全。

造林增绿有品质

今年以来，南昌市围绕加快“揽山入城”步

伐、做强做优南昌都市圈、提升城市品质目标

要求，保质保量完成了省下达的人工造林任

务，持续提升城市生态品质。南昌市还结合国

家森林城市创建，全面加强宣传引导，充分调

动全民参与林业生态文化、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的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共有 150 余万人次参

加义务植树，累计植树 700 万余株。

在山上 ，南昌持续推进针叶和阔叶树造

林、储备林等造林工程，稳步提高森林总量；在

山下，建设“百村千树”项目 6 个、森林村庄 13

个，乡村道路绿化栽植补植 160 余公里。全市

共完成营造林生产任务 4.67 万亩，占省下达计

划的 145.9%，“绿色增量”不断扩大；在重点区

域，以西二环等绕城高速、高铁、重要国省道沿

线两侧山体、梅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重要景

区为重点，按照绿化、美化、彩化、景观化森林

“四化”建设要求，持续推进重要生态廊道两

侧、重点景区周边林相改造，实施完成彩叶树

更新改造、补植补造 0.32 万亩，栽植各类彩色、

珍贵树种 16 万余株，“绿色质量”不断提升。

此外，南昌市通过建立跨部门的湿地保护

工作协调机制，持续实施退化湿地生态修复工

程和小微湿地建设，重点加快建设环鄱阳湖旅

游公路沿线湿地生态功能提升项目，基本完成

了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与恢复工

程项目，提升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

用林享绿有动能

林下经济是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

重要途径，是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

重要举措。

南昌市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和林荫空间，持

续推进林药、林菌、林禽、林果茶等林下经济产

业，激活林业发展新动能；大力开发森林食品，

推进安义县新华林场赤松茸、新建区象山林场

和安义县乔岭林场球盖菇基地建设，在进贤县

推广薄壳山核桃种植，不断提升森林食品总

量。今年以来，南昌市种植森林药材 0.14 万

亩、林果 0.12 万亩、林菌 100 亩，新建立森林药

材示范点 3 个、林下养殖示范基地 11 个，养殖

示范基地产值超 1600 万元，美了生态，富了群

众口袋。

做活“林文章”，走好“绿色路”。立足省会

城市的区位优势，南昌市大力推进油茶产业发

展，全年新造油茶 2.17 万亩，并通过建设油茶

产业融合示范、数字化基地和油茶服务中心，

结合山茶油加工小作坊改造升级，加速推进油

茶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此外，南昌市大力培育

以鄱阳湖、梅岭为中心，以南矶国际重要湿地、

茶园山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为龙头，辐射周边

的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新业态，形成一批特色

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旅游线路和示范性景区。

兴林强绿有支撑

集体林是南昌市林业生态建设的主战场，

而林权是林业实现规模经营的最大资产。南

昌市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抓手，进一步

盘活森林资源，带动各类生产要素向林业聚

集，做优做强林业特色产业，拓展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发展路径。

南昌市持续深化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探索放活林地经营权，

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

搭建林权收储平台，促进集体林地连片经营，

大力培育林业规模经营主体，鼓励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林权流转和经营，实现山上增绿、林场

增效、林农增收。今年以来，南昌市推动林业

经营收益权证制度，共发放林业经营、公益林

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 400 万元，其中，以花卉苗

木经营为登记类型的林业经营收益权证为全

省首本。同时，南昌市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深

入开展国有林场场外造林和“百场兴百业、百

场带百村”行动，积极探索国有林场绿色发展

新机制，促进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作为南昌市唯一的全省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先行试点县，安义县做到了林权发证基

本覆盖，初步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并试点林权收储担保运营改革，组建林权收储

机构开展林权收储担保业务，创新开展“国有

林+集体林”联营共建模式，充分激发林业发展

活力，带动村民增收。

此外，南昌市以科技赋能助力林业高质量

发展，科学推进新优品种繁育与引进，完成彩

叶海棠、加拿大紫荆等 50 个品种、500 棵国外

优秀彩叶树种的引种试种，以及邓恩桉、柳桉

等树种的引种试种炼苗。积极搭建科技研发

推广创新平台，南昌市林业综合服务中心与省

林科院合作共建博士工作站，为林业提供强劲

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