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产业开年新增投资 18亿元

抚州高新区招商引资实现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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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在九江市濂溪区优地机器人智能制造基地，

一台台配送机器人组装完成等待出货，开年便呈现产销两旺

局面。 本报全媒体记者 尹晓军摄

▲1 月 9 日，位于萍乡市湘东区的江西优选时代包装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对行业包装产

品的原材料进行精准吊装。新年伊始，工人们干劲十足，全力冲刺开门红，努力满足市场对

年货包装的旺盛需求。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本报抚州讯 （全媒体记者徐立鸣）1月 11日，10
余名资本机构代表、6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代

表、30余名抚州当地企业代表及多名高校、科研机构

的汽车及精密制造领域专家学者齐聚抚州，围绕新

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商用车底盘、改装车、高端精密

制造等细分赛道，就本土汽车企业如何把握新机遇，

实现细分赛道“链主”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赢

发展进行深入交流探讨。现场，广州腾美汽车座椅

产业园项目等 5 个汽车产业相关项目签约，总投资

额18亿元，抚州高新区新年招商引资迎来开门红。

2021 年以来，抚州高新区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

经济工作的主线，围绕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大力开展供应链招商、资本招商、科技招商，形成

“资本促项目、项目带人才、人才聚产业”的良性循

环，先后引进了一大批延链补链强链项目、科技型

项目、产业引导基金项目，推动汽车产业规模不断

扩 大 、产 业 生 态 持 续 优 化 、产 业 集 群 效 应 愈 发 显

著。2024 年，抚州高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营收占

全区工业营收的 47％，由 2020 年的不足 40 亿元，提

升至 40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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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产业发展 强化“链”上协同

江西国资国企改革创新迈出坚实步伐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近日，从

江铜集团武山铜矿传来好消息，该铜矿选

铜回收率创下单日最高纪录，达到 91%。

这是江铜集团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将选

矿 指 标 推 至 行 业 标 杆 、世 界 一 流 的 生 动

写照。

2024 年 ，我 省 国 有 企 业 聚 力 产 业 发

展、强化科技创新、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专

项行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努力发挥在

国有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的主力军、排头

兵作用。其中 1 至 11 月，全省国有企业资

产总额、净资产、营收同比分别增长 6.8%、

7.6%、3.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300 亿元，

同比增长 6.9%。

强化“链”上协同，是国有企业“争链

主、强集群”的重要举措。赣州好朋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是江铜集团的重要合作伙

伴。前不久，公司获得江铜集团产融控股

有限公司的 3000 万元股权投资。去年以

来，在铜、钨、稀土等产业链上，江铜集团、

江钨集团、省国控集团等省属国有企业加

大赋能力度，帮扶“链”上企业超百家。

去年，全省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数字化

转型专项行动，推进生产数字化、管理数字

化、服务数字化转型，为高质量发展注“智”

赋能。省国资委启动数字化转型“十百万”

工程，梳理 63 项数字化转型项目，并整合

资金给予精准支持。依托相关政策，省建

材集团帮助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建成了

5G+智能工厂集成管理平台，让该公司实

现了从原料开采到水泥制成的全流程自动

化控制。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夯

实。去年，我省在全国国资系统率先开展

监管企业科技创新综合评价，引导企业强

化科技创新，全年新增 3 个国家级创新平

台。江西省咨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近三

年 来 研 发 投 入（R&D）持 续 增 长 ，累 计 投

入超 6000 万元，年均增长率超 10%。2024
年，该集团制定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方

案，推动下属 4 家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3 家企业获评省级科技型中小企

业。下一步，我省将全力以赴稳增长，指

导国有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推动国有经

济运行持续向好；加力扩大有效投资，全

力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加强重大项目调度

推进机制，努力实现国有企业年度投资不

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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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古树

名木被誉为绿色“活化石”。近日，九江

市林业部门准备对濂溪区一株 1000 年

树龄的古樟树进行抢救复壮，为其加装

支撑设施并进行清腐、消毒和有害生物

防治。1 月 9 日，记者从省林业局获悉：

我省积极守护绿色“活化石”，通过多种

方 式 让 古 树 名 木 焕 发 新 活 力 绽 放 新

光彩。

我省古树名木资源丰富，已调查并

录入江西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的古

树名木共计 16 万多株。古树名木面临着

各种自然威胁，如病虫害、自然灾害等，

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维护。去年，全

省各地加大对古树名木保护资金投入，

如 南 昌 市 投 入 90 万 元 对 10 株“ 最 美 市

树·南昌樟树王”进行养护；新余市渝水

区 安 排 30 万 元 对 60 株 古 树 名 木 抢 救

复壮。

目前，全省已争取 2025 年中央财政

资 金 300 万 元 ，用 于 抢 救 复 壮 23 个 县

（市、区）的 94 株古树名木；已为 2 万余株

古树名木购买商业保险，累计保额约 2 亿

元 。 各 地 还 创 新 推 进 古 树 名 木 保 护 举

措，形成了林业和司法部门联动保护古

树名木机制，并压紧压实古树名木日常

巡护责任。

我省整合司法力量，推动古树名木

保护。去年，景德镇市林业、司法部门印

发联动保护古树名木工作方案，并在浮

梁县建立全省首个古树名木司法保护基

地；芦溪县林业、司法部门联合发出该县

首份古树名木司法保护令，对该县 5 株树

龄 1100 年以上的古樟树明确保护举措；

寻乌县建立“林长＋检察长”工作机制，

以下发检察建议书、工作提示函等方式，

推进古树名木管护责任落实。

“古树如有恙，保险来买单”。去年，

吉安市吉州区、定南县、鄱阳县、乐安县、

武宁县等地，通过“保险+古树”模式，构

建“主管部门监督执行，保险公司理赔，

古树名木获益”的保护管理模式，为古树名木提供稳定的养护

资金保障。

我省还汇集省内外专家 56 名，组建了古树名木专家库。

去年，专家们录制的《古树名木日常养护及抢救复壮》课程，已

被列入林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重点课程。我省还把对古树名

木的巡护纳入林长制巡林范围，通过县乡村三级林长和护林

员巡护，加强对古树名木的日常管理。

全省首份中国-马尔代夫
原产地证书在萍乡签发

本报萍乡讯 （全媒体记者董文涛 实习生石芬芬）1月 1日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尔代夫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

定》正式生效。近日，南昌海关所属萍乡海关为萍乡咏富塑料

有限公司的一批儿童休闲鞋，签发了全省首份中国-马尔代

夫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凭借原产地证书，该批货物在

马尔代夫通关时将享受零关税优惠。

据了解，中马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中马双方将分别对超

95%的税目逐步相互取消关税，广泛覆盖双方主要出口产品，

这为中国企业拓展马尔代夫市场带来了机遇。“海关工作人员

了解到我们获得了马尔代夫市场订单的情况后，帮助我们快

速申领了原产地证书，这让我们拓展海外市场的信心更足

了。”该公司负责人王新娜说。

近年来，海关部门积极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推动各类关税

减让优惠政策落地见效，持续擦亮“关‘助’发展”服务品牌，深

入企业开展各类优惠政策普及、案例分享活动，积极引导企业

充分享受关税减让优惠政策。

南昌出台新政策
严控政府投资项目造价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近日，南昌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市财政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南昌市政府投资项目

造价指引（试行）》，旨在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造价管

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该政策的实施为市政道路、桥梁、公路、学校、医院、绿化

等 10 类常见的政府投资项目以及 19 类其他工程建设费用，提

供了明确的造价指标上限。政策要求项目单位在前期论证、

决策、投资规模控制、造价管理、资金管理和项目变更管理等

各个环节严格遵守相关规定，确保项目的质量和功能不受影

响，同时最大限度节约财政资金。

为了落实勤俭节约原则，南昌市对市政道路、桥梁、公路、

行政办公用房、绿化、外立面改造等项目的造价标准上限进行

大幅度下调。此次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南昌市在政府投资项

目造价管理方面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1 月 8 日，万年县湖云乡麻垅村村民正在晾晒懒豆腐。近

年来，该乡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场示范基地+农户”模式，开

发懒豆腐及延伸产业，助力农民增收。 特约通讯员 徐声高摄

日前，江西省 2024 年度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拟设立单位名单公布，大余县的江

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钨产

业技术研究院两家单位成功入选，获批数

量占全市的 40%。这是大余县通过搭建高

水平科创平台，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的一个缩影。

科创平台是涵养高层次人才的“蓄水

池”。近年来，大余县深入实施人才强县

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打造新能源和

新能源汽车配件、钨及有色金属、微纳粉

体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重点围绕科技转

化成果、创新创业、“人才飞地”等平台，制

定出台《关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钨及有色

金属新材料产业人才集聚区的实施方案》

《大 余 县 引 进 高 层 次 人 才 实 施 方 案（试

行）》等文件，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体系，推

进人才平台建设，以人才支撑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

针对县域产业需求，大余县为县内百

余家规上企业牵线搭桥，与北京大学、中南

大学等高校协同联动，合作共建赣州市钨

产业技术研究院、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大余

麻鸭产业研究院等多个创新研发平台。以

建设新能源新材料中试基地平台为契机，

推行“一才一策”“一产一策”特色项目特殊

招法，对符合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且研发投

入超 100 万元的中试项目，给予 50 万元科

技扶持资金，同步配套高层次人才引进奖

补。目前已吸引“创新一步法”提锂、先进

纳米材料生产及应用等 5 个项目在大余中

试。“创新一步法”提锂项目已落地转化，达

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5亿元。

依托科创平台引才聚智优势，大余县

大力实施“庾才回归”工程，组织开展“组

团引才”“双招双引”“三请三回”等人才招

聘活动，向高层次人才、技术精英抛出“橄

榄枝”。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强化选育

平台建设，整合优质资源，挖掘支持 18 名

人才申报国家级、省级重点人才工程；利

用中国科学院、江西省科学院对口支援优

势，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华明等高端人才助力产业转

型升级；以“周末工程师”“科技副总”等柔

性引才措施为抓手，聘请 36 名高层次人才

为产业发展赋能添翼。

目前，大余县搭建市级以上人才创新平

台 42 家，省级以上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3

个；2024 年入库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11家，同比增长13.27%；引育D类市级以上

高层次人才 36 人，行业急需紧缺人才 425

人，各领域人才1161人。（叶相发 邹路生）

大余县筑好高层次人才“蓄水池”

1 月 14 日，赣州市 2025 年百万商贸文

旅迎春消费季暨上犹县“高校联动·森宿

上犹·相约赣州后花园”活动在赣州市体

育中心广场启动。

活动将分批次发放 400 万元商贸文旅

电子消费券，涵盖观光、餐饮、住宿、购物、团

游等多个领域。活动当天，推介了上犹文旅

资源和精品旅游线路，并与部分旅行社签订

旅游合作协议，发布了“森宿上犹”小程序，

开通了“森宿上犹”旅游公交快线，让游客享

受实实在在的优惠和精准的暖心服务。

上犹县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生态优

势，毗邻赣州的机场、高铁和高速公路三大

交通枢纽，属于粤港澳大湾区两小时经济圈

和赣州半小时生活圈，上犹县山清水秀，风

景优美，为发展文旅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近年来，上犹县将文旅产业作为战略

性支柱产业来规划，全力建设森林康养民

宿产业集聚区，瞄准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文

旅消费市场和赣州中心城区的“微度假”市

场，打造森系主题旅游度假目的地，率先出

台促进民宿经济发展等政策，举办全国民

宿产业创新发展大会、香港康养文旅产业

招商推介会、“森宿上犹 可以野”森系宿集

露营季等一系列活动，目前建成运营 56 家

精品民宿，推出一系列文旅消费新场景。

上犹县积极推进“体育+旅游”融合发

展 ，全 力 建 设 户 外 运 动 及 赛 事 产 业 集 聚

区。围绕“办好一次赛、活跃一座城”，成

功举办了中国匹克球巡回赛、中国汽车漂

移锦标赛等 50 余场品牌赛事，吸引大量游

客“跟着赛事游上犹”，推动赛事流量向文

旅增量转变。

顺应“奔县消费”和“体验消费”新趋

势，上犹县探索发展首发经济、会展经济

和银发经济。按照“月月有活动、季季有

主 题 、全 年 都 精 彩 ”的 思 路 ，举 办 各 类 活

动，培育发展汽车漂移、房车露营、森氧运

动等消费新业态。

为满足不同游客需求，上犹县还推出

登峰揽胜户外游、阳明文化深度游、浓秋

蜜意赏枫游、不忘初心红色游四大“两日

游”团队精品游线套餐；游客可以上草山，

登五指峰，漫步鸟鸣涧，体验国际赛车的

“速度与激情”；可以一睹阳明先生传世真

迹，泡温泉，游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阳明

湖）、省 5A 级乡村旅游点（园村），体验别样

风情；也可以游赣南树木园，参观赣州地

质博物馆、5678 时代记忆馆，体验赣南森

林小火车，感受时代印记；还可以走犹崇

古道，参观清湖红色教育基地，踏寻红色

足迹，追忆先辈风采。 （王世桦）

上犹县“高校联动·森宿上犹·相约赣州后花园”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