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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景德镇讯 （全媒体记者邱西颖、

王景萍）在 日 前 于 布 达 佩 斯 举 行 的 中 国

“景德镇制”国瓷匈牙利品鉴会上，景德镇

陶瓷商会、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与匈牙

利亚欧经济文旅发展中心分别签署代理

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今后，签约双方将

在品牌推广、产品销售、文化展示等方面

深化合作，全力提升景德镇陶瓷在匈牙利

乃至欧洲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开

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正在加快走向国际的“景德镇制”区

域品牌，是景德镇为重塑千年瓷都新荣光

精心打造的又一张“王牌”。2024 年，景德

镇市委主要领导率团出访英国、葡萄牙，

推介“景德镇制”区域品牌新品，全力推动

景德镇陶瓷文化、品牌、产品出海。

景德镇被誉为“世界瓷都”，“行于九

域 ，施 及 外 洋 ”，是 景 德 镇 瓷 器 流 行 于 中

国、行销于世界的生动写照。然而，自上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因缺乏系统的地方标

准和认证体系，以“白如玉、声如磬、薄如

纸、明如镜”著称的景德镇瓷器，与国际高

端市场需求脱节，在国际市场竞争乏力。

再 加 上 打 假 无 据 可 依 ，假 冒 伪 劣 产 品 盛

行，一度令“千年瓷都”金字招牌蒙尘，当

地陶瓷产业的创新创造和健康发展面临

挑战。

如何破局？2021 年以来，景德镇遵循

“立法保护、标准引领、检验保障、执法护

航、赋码溯源、品牌经营”工作原则，采用

“企业申请、协会授权、政府监管”的运营

机制，推广“企业商标+地理标志”双重认

证，精心构建“景德镇制”区域品牌，并通

过龙头企业与景德镇陶瓷协会的引领，推

动“景德镇制”区域品牌效益不断提升，助

力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

“掌握了标准才有市场话语权。在我

们 制 定 的《日 用 硬 质 瓷 器》团 体 标 准 中 ，

铅、镉迁移量等指标优于国际标准，充分

凸显了安全、环保的产品理念。”景德镇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林春杰介绍，对照

国际标准，景德镇已完成《“景德镇制”陶

瓷品牌评价通用要求》地方标准和《日用

硬质瓷器》《玲珑瓷》等 6 个团体标准的制

定。同时，制定实施了全国首部陶瓷品牌

保护地方性法规——《“景德镇制”陶瓷保

护条例》，建成了景德镇市陶瓷检测分析

中心和“景德镇制”溯源应用服务中心，并

已授权 200 余家陶瓷企业使用“景德镇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按照新制定的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

生产，公司产品的匹配度提升，降本增效

明显，而政府对‘景德镇制’区域品牌的全

球化推广，又为公司产品进军国际市场奠

定了扎实基础。‘景德镇制’区域品牌的构

建，可谓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

事。”景德镇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邢浩告诉记者，自 2022年被授权使用“景德

镇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以来，公司营业收

入和出口总额每年增幅在 30%以上。

政府背书、品牌唱戏、法治护航。“景

德镇制”区域品牌的有力构建，为景德镇

瓷器飞越山海插上腾飞的翅膀，也为当地

陶 瓷 产 业 持 续 繁 荣 注 入 源 源 不 断 的 动

力。综合信息显示，2024 年，景德镇陶瓷

产业产值首次突破 900 亿元大关，陶瓷制

品出口额达 7.9 亿元，与 2020 年相比增长

3.2倍。

1 月 29 日，赣州市章贡区一家书店内，许多读者在浏

览阅读书籍，书香为伴度过假期。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列车马上进站了，注意安全！”

1 月 20 日 14 时 03 分，G1751 次列车缓缓驶入宜

春站 2站台。

站台东头，宜春车务段客运员袁宜红拉高嗓

门，熟练地引导旅客安全乘降；站台西面，客运值班

员袁宜兵正与列车长办理交接，确认交接信息后，

与列车长道别。

袁宜红、袁宜兵是一对亲兄弟。这是兄弟俩在

宜春站的第十个春运。

10 年前，兄弟俩调到宜春站后，负责 2、3 站台旅

客乘降工作。哥哥袁宜红是客运员，负责组织旅客

乘降；弟弟袁宜兵是客运值班员，负责接发列车、站

台巡视。

当天 14 时 05 分，G1751 次列车驶离宜春站。兄

弟俩转身离开 2 站台，匆匆走向 3 站台，迎接 3 分钟

后到达的 G1377 次列车……一趟高铁匆匆驶来，又

疾驰远去，兄弟俩在站台间匆匆切换。

袁宜兵告诉记者，春运期间，他们平均每日接

发高铁列车 80余趟，要在 2、3站台间切换 160余次。

“高峰时段，我们每 5 分钟就要换一次站台。”袁

宜红说。12 时至 14 时，是宜春站接发高铁列车的高

峰时段，只见兄弟俩在 2、3 站台间快速切换，紧张而

忙碌地组织旅客乘降，几乎没有停歇。

“有几名旅客坐错了车。”采访过程中，一名列

车长匆匆来到 2 站台，将误乘高铁的 4 名旅客移交

给宜春站客运值班员。袁宜兵迅速上前，与列车长

办理交接手续，引导旅客换乘。

春运期间，宜春站计划开行营业列车 191 趟，其

中临客 44 趟，预计发送旅客 52 万人次。“春运客流

量大，经常有旅客坐错车、下错站或遗失物品。”袁

宜兵告诉记者，他们要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从 7时 20分到岗至 22时 30分下班，兄弟俩穿梭

于站台间，单日步行超 2 万步。虽然在同一个站台，

兄弟俩却难有机会走到一起，偶尔的眼神交汇、点

头示意便是对彼此的支持和问候。

“我们的工作很平凡，就是把旅客安全送上车、接

下车，确保列车安全正点，旅客出行平安。”袁宜红说。

22 时 32 分，G2759 次列车驶离宜春站，兄弟俩

才歇了口气。春运期间，每隔两天，他们就要重复

一次这样的忙碌，默默守护着旅客的平安回家路。

春节期间
南昌各级政务服务“不打烊”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林雍）近日，记者从南昌市政数

局获悉：春节期间，南昌各级政务服务场所开展延时错时服

务，充分满足企业、群众节假日期间的办事需求。

据了解，该市各级政务服务场所提供高频事项“不打烊”

服务：1 月 28 日至 30 日为 9：00—12：00；1 月 31 日至 2 月 4 日为

9：00—12：00，13：30—17：00。

赣江新区“真金白银”
发力微短剧赛道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近日，赣江新区出台

《关于支持网络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以下简

称措施），重点围绕支持微短剧剧本创作、推动微短剧作品出

海、建设影视基地及运营等方面，制定扶持措施，旨在构建微

短剧全产业链，推动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措施涵盖在赣江新区直管区内从事网络微短剧

拍摄、制作、发行等全产业链相关活动的企业，包括链主类和

百花类企业。链主类企业为高产短剧制作公司、优质短剧制

作公司；百花类则包括其他优秀短剧制作公司及上下游配套

企业。

赣江新区扶持优质微短剧剧本创作，鼓励企业创作体现

新区城市形象的剧本。对入选国家、江西省、赣江新区不同层

级剧本创作支持的横屏与竖屏网络微短剧剧本，根据企业所

属类别，分别给予剧本版权方不同额度的资金支持，最高可达

35 万元。对创作反映赣江新区题材、宣传提升赣江新区城市

形象的剧本，支持额度在原有标准基础上增加 50%。

为鼓励企业在新区取景拍摄，赣江新区决定，当横屏短剧

制作配套费用达 100 万元及以上、竖屏短剧制作配套费用达

25 万元及以上，且作品在相应平台上线播出后，按实际发生制

作配套费的 20%给予拍摄制作方支持，链主类、百花类每年最

高分别不超过 120万元、100万元。

此外，赣江新区还在场地、法律服务、版权保护、上线播

出、银行贷款贴息等方面，为微短剧产业提供全方位支持。

1 月 20 日，庐山市温泉镇车水马龙，温泉游正值

旺季。在一家温泉度假酒店附近，工人们正为占地

502 亩的庐山植物园山南分园试运营做最后准备。

两年前，这里还是废弃的瓷土矿坑，经过改造建设

焕然一新，拥有五大室外植物园、三个温室展览馆

以及一个大型植物标本馆，成为当地旅游新地标。

记者走进庐山植物园山南分园游客服务大厅，

门口张贴着“2025 年主题活动一览表”——游园赏

花季、大自然探索研学课堂、山南分园奇妙夏令营、

暖冬温室探秘等。“我们在项目建设时充分融合科

研、旅游和研学需求，力求让大家在这里既能欣赏

珍奇植物，又能感受科学奥秘。”中建五局庐山植物

园山南分园项目建造管理部经理姜昌飞介绍。

从大厅穿过 120 米的“桃源秘径”，眼前豁然开

朗，园区风光呈现在眼前。据了解，庐山植物园山

南分园室外园区由杜鹃园、百草园、珍稀园、山茶园

和绣球园组成，拥有植物 6000 余种。园区各有特

色，又相互贯通。走进标本馆，记者看到这里分为

三层展区，既有植物科普知识，又有 4D影院。

眼见家门口多了好去处，不少心急的群众提前

入园参观。“百草园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八卦造

型 ，周 边 打 造 了 64 陇 中 草 药 种 植 区 ，设 计 很 有 创

意。”“我刚从山茶园过来，那里茶树品种丰富，不少

都开了花。坐在山顶的凉亭俯瞰，真的非常漂亮。”

游园初体验，大家纷纷点赞。

庐山植物园山南分园开放，为庐山增添了重要

旅游资源，也将助推当地经济发展。温泉镇相关负

责人姜贞伟告诉记者，庐山植物园山南分园将一个

废弃的瓷土矿坑变为以植物为特色的旅游景区，不

仅修复了生态环境，而且让当地群众多了休闲好去

处，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眼瞅着发展机遇越来越好，温泉镇十余户村民

正在申报开办民宿。“镇里借助项目契机，对全镇基础

设施和人居环境进行了提升。今年还将开放东林古

镇和杏林文化园，通过几个大项目的串联，让更多游

客来了可以玩得好、住得下。”姜贞伟表示。

去年“赣金普惠”平台
促成各类融资超1100亿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舒海军）“赣金普惠”平台是人民银

行江西省分行、江西省委金融办联合推出的地方征信平台。

记者近日获悉，去年，“赣金普惠”平台为 5 万余户中小微企业

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成融资 1113.34亿元。

“赣金普惠”主要面向中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

供融资服务，并为金融机构提供征信报告、信用评分等服务。

围绕全省“1269”行动计划等建立科技型企业动态库，“赣金普

惠”平台助力金融机构精准对接入库企业，并联合行业主管部

门建立专精特新专区，引导银行在平台上架“科贷通”等靶向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产品。“赣金普惠”平台还联合省直有

关部门打造了“金农易贷”“油茶产业”等 10个特色专区。截至

去年底，10 个特色专区累计为 2.33 万户中小微企业及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促成融资 779.32亿元。

精心构建区域品牌，陶瓷产业产值首次突破900亿元大关

“景德镇制”重塑千年瓷都新荣光

一对亲兄弟 十年护平安
喻博闻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矿坑变景区 引得四方客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1 月 30 日晚，

南 昌 市 青 云 谱 区

王 府 井 商 业 综 合

体 举 办 的 打 铁 花

表 演 吸 引 市 民 和

游 客 驻 足 欣 赏 。

春节期间，南昌市

通 过 举 办 丰 富 多

彩的活动，营造浓

厚的节日气氛。

本报全媒体记者

田 野摄

1 月 24 日，在湖口县就业之家举行的 2025 年春风行动线

下招聘会上，70 家企业提供 2600 多个岗位，吸引众多市民前

来咨询、应聘。 通讯员 吴 江摄

1 月 22 日，余干县举行 2025 年春风行动新春招聘会，约

200 家企业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发布 4300 个就业岗位，引导

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

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 影摄

1月 31日，万年县汪家乡新乐村热闹非凡，精彩纷呈的

赣剧表演让观众大饱眼福。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1 月 30 日晚，在南昌市红谷滩区南昌万象城，鱼灯巡

游、赏花灯等活动的举行，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到民俗

文化魅力。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劼摄

德兴举办春风行动招聘会
本报德兴讯 （全媒体记者涂汉林 通讯员詹求昊）1月23日，

德兴市在法治广场举行春风行动招聘会。

据悉，本次招聘会共有当地 60 余家企业参与，提供互联

网、机械加工、食品等行业共计 870 多个就业岗位，吸引千余名

求职者到场应聘。德兴市就业之家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将

加大与用工企业协调联动力度，深入了解企业和求职者需求，

广泛征集岗位、拓宽渠道，为求职者提供更全面、更方便、更高

效的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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