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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董文涛）近

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

获悉：2024 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6007 元，比上年增长 5.2%；全省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726 元，比上年

增长 5.8%。我省居民收入和消费支

出实现双增长。

去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46.5 万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5.7 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5.2 万人，均超额

完成年度计划。居民就业机会增多、

从 业 时 间 增 加 ，工 资 性 收 入 稳 定 增

长。2024 年，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 19869 元，比上年增长 4.1%。值得

一提的是，全省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5902元，比上年增长 9.1%。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推动消费市

场持续火热。2024 年，我省加力支持

消费品以旧换新，扩大汽车、家具、家

电等消费，促进文旅消费提档升级，

不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全省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 0.6 个百分点。分城

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9070
元，比上年增长 4.8%；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19692元，比上年增长 6.9%。

从消费支出结构看，食品烟酒、衣

着、居住保持稳定增长，交通通信增长

较快。2024年，全省居民人均食品烟酒

支出比上年增长5.5%，衣着支出比上年

增长 6.4%，居住支出比上年增长 4.6%，

交通通信支出比上年增长13.3%。

去年全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5.2%
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实现双增长

（见第2版）

省会引领 奋进逐新
——南昌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

“警察同志，出了火车站，候车

大厅进不去。想泡面，哪里可以接

开水？”1 月 27 日 17 时许，南昌西

站进站口，一名旅客询问南昌交警

红谷滩大队七中队负责人罗成 。

帮助旅客接完水后，罗成又开始劝

离在进站高架上停车候客的出租

车，还没跟记者聊几句话，电话又

响个不停。

“这几天是最忙的时候，从 21
日高铁加开‘红眼’车次后，我们执

勤一般要到凌晨 1 时，7 时又开始

上岗应对返程车流。”罗成说，很累

但习惯了。

“已经 5 年没回老家和父母吃

年夜饭了。”罗成说，每到除夕夜，

中队负责人要顶班，让中队的民警

回去吃年夜饭。“我老家在德安县

农村，开车不到 2 小时，但工作忙

实在走不开，父母每年都会抱怨。

没办法，我们不回家，是为了让大

家都能安全顺畅回家团圆。”

“年夜饭在中队吃，忙起来就

只能吃泡面。”罗成指着办公室内

成箱的方便面，这就是他们的“年

夜饭”。“大队会给值班民警准备年

夜饭，我们离得太远，如果赶去大

队吃饭，怕耽误工作。”罗成说。

没聊一会，电话又响了。这次

是罗成的妻子打来的，告诉他已经

出发去德安老家，叮嘱罗成工作再

忙也要保重身体，她说：“我会和父

母解释，老人们会理解的。”

“等过完大年初二，如果不忙

我可以休息两天，到时候再回去陪

陪爸妈。”罗成笑着说，尽尽孝，为

父母做几顿饭。说罢，罗成又投入

到紧张的工作中。

“三、二、一，笑起来！”大红的背

景，各种年味小道具，专业摄影师上

阵，1 月 23 日，农历南方小年，九江九

八抗洪展陈馆迎来许多游客。他们携

家带口，在馆内的全家福拍摄区定格

团圆画面，现场免费打印照片，用印有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字样的特制相

框封装好，作为新春的美好纪念。

春节来临之际，九江九八抗洪展陈

馆举办“寻迹英雄·祈福浔城”新春抗洪

记忆主题活动。活动将持续整个春节假

期，通过写新年愿望、拍全家福等互动体

验，让游客在温暖的氛围中铭记历史，传

承抗洪精神，感受九江的人文魅力。

1998 年 ，长 江 流 域 遭 遇 特 大 洪

水，九江城防大堤 4 至 5 号闸口间的堤

坝 决 口 ，九 江 城 和 京 九 铁 路 危 在 旦

夕 。 人 民 子 弟 兵 迅 速 响 应 ，驰 援 九

江。展陈馆内展示了 1000 余张照片，

记录着军民齐心抗洪的点点滴滴。此

次活动，展陈馆又特别向全网征集 60
多张老照片，打造一面照片墙，其中大

多数是全国各地曾参与抗洪的老兵发

来的。照片回到拍摄地，以特殊的方

式“团聚”，让不少游客深受触动。

“我从小在江边长大，1998 年刚

满 15 岁，解放军战士扛沙袋、堵管涌

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九江市民夏原

全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拍摄全

家福。随后，他站在照片墙前，为家人

讲述那段难忘的历史，“在这里拍全家

福很有意义。感谢当年解放军战士的

付出，让我们有了稳定和谐的生活和

幸福美满的小家。”

不回家是为了大家更好团圆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春江水暖鸭先知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

铭记历史 共庆团圆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

1 月 25 日，庐山市文博中心演艺大厅内，“福娃”身穿节日盛装送上新春

的祝福。 特约通讯员 韩俊烜摄

1 月 27 日，分宜县城商铺年味正浓，市民选购春联、红灯笼等新春饰品，

欢欢喜喜迎新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时令四九，南昌县冈上镇已是

一派江南水乡早春图景。远处赣

江北去浩浩荡荡，近旁抚河故道鸭

棚片片，鸭群欢快戏水，清波荡漾。

1 月 17 日上午，记者走进苗旺

实业孵化车间，正赶上数千羽鸭苗

破壳而出，嘤嘤初啼稚嫩悦耳，工

人们有条不紊地鉴别公母、分拣强

弱。这些鸭苗，有的就近供应养殖

户 ，有的要乘上运雏专车送往外

省。除此之外，当地现代化宰杀流

水线正为供应春节市场满负荷运

转，加工户则趁着晴好天气加紧晾

晒板鸭……

冈 上 镇 是 传 统 的“ 鹅 鸭 之

乡”，形成了种鸭养殖、鸭苗孵化、

商品鸭养殖、板鸭加工、鸭蛋加工

等一条龙产业链，年总产值超 10
亿元。鸭苗孵化产业近年迅速壮

大 ，全 镇 鸭 苗 孵 化 年 产 值 超 3 亿

元，花边鸭苗、麻鸭苗分别占全国

市 场 90%、45%的 份 额 ，畅 销 全 国

20 多个省（区、市）。冈上镇党委

副书记肖衍跃介绍 ，以前受制于

“鸭周期”，很多养殖户是赚一年、

稳 一 年 、亏 一 年 。 为 此 ，在 镇 党

委、政府牵头下，组建了冈上镇养

鸭协会 ，并探索将党支部建到鸭

棚里、建在产业链上，成立了东、

西、南、北四个片区支部，在冈上

镇养鸭协会建立党总支 ，聚集全

镇 70 多名养殖户党员，党建与产

业紧密结合，以“党员带农户，共

同来致富”的服务宗旨，推动养鸭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

总 支 委 员 雷 鸣 2008 年 大 学 毕 业

后，返乡接过父亲的班，从小养殖

户干起，带领周边农户从家庭式放

养逐步形成规模化养殖。作为发

起人之一，他与同伴共同成立苗旺

实业，创造就业岗位 300余个。

“以前我在省外务工，平时照

顾不到家里。去年苗旺招工，我在

家门口就把钱赚了，日子越来越红

火。”合山村脱贫户李保全说。冈

上镇养鸭协会党总支进一步深化

联农带农机制，以“公司+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户”发展模式，带动合

作社 8 家、周边农户 4846 户，种鸭

养殖户年均纯收入超 10 万元。尤

其是通过对产业链的统筹协调，可

有效规避“鸭周期”“丰歉循环”带

来的损失，养殖户越干越有信心。

党总支的力量正在传承。90
后大学生雷旭家从祖辈起就是养

殖户，他毕业后在浙江做外贸。一

次回乡， （下转第 2版）

位于 南 昌 轨 道 交 通 产 业 园 的 江

西中铁装备投产后，2024 年又有 7 台

盾构机始发，目前共下线 27 台“南昌

造”盾构机，其中 13 台销往省外，1 台

走出国门；全球每 4 部 ODM（原始设

计制造商）手机就有 1 部在南昌高新

区制造；近 20 个“5G+智慧工厂”项目

全 面 建 成 ，上 榜“2024 先 进 制 造 业 百

强市”；2024 年，南昌市地区生产总值

达 7800.37 亿 元 ，其 中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0.2%…… 近 日 ，中 共 江 西 省

委办公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 了《关 于 深 入 实 施 省 会 引 领 战 略 、

提 升 南 昌 综 合 实 力 和 发 展 能 级 的 若

干措施》，综观 2024 年以来，南昌市以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新动能，以市

制 造 业 重 点 产 业 链 现 代 化 建 设

“8810”行动计划为着力点，积极深入

落 实 省 会 引 领 战 略 ，奋 进 逐 新 ，正 加

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培育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怎么

办？南昌市树牢“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念，把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改造升级传统

产业的方向，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

芽。制定《南昌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行动计划》，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

作推进小组，分行业开展企业数字化

转型培训。2024 年 1 至 11 月新增上云

上 平 台 企 业 2.1 万 家 ，总 数 达 7.42 万

家。华勤、双胞胎、华润江中获评省级

“数字领航”企业，南昌高新区、安义县

入选省级产业集群和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试点。

2024 年 1 至 11 月，南昌市实施投

资 500 万元及以上技改项目 502 个，总

投资 503.7 亿元。该市以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行动为契机，推动企业应用

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实施

“四新技改”，江铃新能源汽车、南昌齿

轮、同兴达、兆驰、华兴针织等近 20 个

“5G+智慧工厂”项目全面建成，勃林

格殷格翰、鑫矿智维、奥克斯、海立等

一批增资扩产项目加快推进。

新兴产业聚链成群

在南昌高新区，90%以上的手机一

级零部件实现区内配套，形成本地 1小

时采购配套物流圈——这就是聚链成

群的“魔力”。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 2024
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南昌市

参与的长三角（含江西）大飞机集群、

铜基新材料集群成功入选“国家队”；

此前，安义县铝型材产业集群上榜国

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南昌市狠抓电子信息、新能源、汽

车及装备、航空等产业扶持政策的落

实落地，推动新兴产业延伸链条、壮大

规模、形成集群，并充分发挥“链主”企

业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江铃、华勤、兆驰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

持续做大做强。

（下转第 2版）

景德镇“春碗”春晚惊艳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