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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关键之年。新年伊始，本报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数十名记者进乡村社

区、入企业厂矿、探服务窗口、到生产一线，倾力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用

心感受、用情采写，用文字描绘赣鄱大地的新春气息和奋斗脉动，用镜头记录红

土地欣欣向荣、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今天，让我们一同倾听记者们在基层

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一同感受江西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用心感受新时代 用情记录新作为

作为党报一线记者，我每年都参与

“新春走基层”活动。我走的地方，有偏

远乡村、老旧小区、厂矿企业等。每一次

深入基层，都有感动和收获，深感要写出

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新闻，一定要

“身入”基层、“心到”基层。

今年，我采写了《新年走新路》《泥巴

地变滨湖新地标》等稿件。在采访过程

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只要走进基层，走到

群众身边，就有取之不尽的鲜活素材。

我在采访《泥巴地变滨湖新地标》一

稿时，以体验采访的方式，走进余干县高

铁站（以下简称“余干站”），目睹了余干

站的变化。这里有了地下停车场、站前

广场、公交枢纽站、社会车辆与出租车辆

停靠点等，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利和有

序。特别是随机采访现场的乘客，听他

们讲述余干站一年来通过配套设施的建

设，从一片泥巴地上崛起一座新地标的

巨大变化，以及由此给群众带来良好的

体验感，更让我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

的成就感到自豪。

采访中，我发现乘客们在谈及余干

站的变化时，一个个笑容满面，发自内心

地表达对当地党委和政府推进民生工程

速度之快的赞叹。此稿不仅展现了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就，还呈现了人

民群众欢乐祥和过春节的喜人场景。

“我没有想到，大过年的，你还来体

验余干站的变化，感谢《江西日报》为我

们余干站做了一次这么好的宣传。”稿件

刊发后，余干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敏给我打来电话，

表达了感谢。那一刻，我心中涌起无限

的自豪，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

走进基层，走进新闻现场，关注群众的吃

穿住行等日常生活，才能找到新闻的源

泉和富矿、抓到“活鱼”，才能真正地践行

“四力”。

贴近群众 倾听民声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

今年新春走基层 ，我见到了一群老

友，他们是来自全省各地的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

非遗，是我工作中关注较多的内容，

我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总是在各种场合

相遇，从陌生到熟悉，我记录了他们一路

走来的变化，也让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体会。

见到的第一位老友是吴婉菁，她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夏布绣

市级传承人。我更关注她作为年轻一代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对于非遗有哪些新思

考。在今年 1 月 25 日举办的“非遗点亮美

好生活展”现场，由夏布绣布置的新中式

书房格外亮眼。“这是我们夏布绣诗意、

浪漫的生活空间，是我们未来计划的一

小 步 。”她 说 ，这 几 年 ，夏 布 绣 以 更 贴 近

现 代 生 活 的 方 式 走 进 千 家 万 户 ，香 包 、

摆件等均是日常生活中看得见、用得着

的文创产品。此外，夏布绣还将与中式

潮饮、中医药膳食、民宿产业结合起来，

打造一批“非遗潮品”。

见到的第二位老友是史克滨，他是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城南龙灯

的传承人。十余年来，他的“龙”从南昌市

青云谱区城南村出发，走向全球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年前，他参加了南昌市组织的

一次非遗主题惠民演出，我在现场采访

时，他正带着一群少年，舞起了他新研发

的“龙珠”。多年来，他的身份在变——从

市级传承人到省级传承人；他的“龙”也在

变——越变越轻盈，越来越受欢迎。“我

的计划是每年都要有新产品，春节就是

交作业的时候。”求变，成为史克滨传承

路上至关重要的一件法宝。同时，我也感

叹，非遗传承，容不得浅尝辄止，也并非一

蹴而就，勇于求变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

必修课。

我 将 这 两 位 老 友 在 传 承 路 上 求 变

创 新 的 故 事 分 别 写 进《非 遗 有 创 新 焕

发 新 气 象》《非 遗 点 亮 美 好 生 活》两 篇

报道中。史克滨后来发信息告诉我说，

准 备 将 文 中 内 容 翻 译 成 多 种 语 言 对 外

宣 传 ，希 望 将 江 西 文 化 传 播 出 去 、传 得

更远。

本报全媒体记者曾悦之在江西省博物馆非遗展厅采访。 李泱艺摄

守正创新 非遗焕新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曾悦之

春节期间，我们有幸采访了三批不

同领域的青年才俊：余干县瑞洪镇前山

村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青 年 大 学 生 志 愿

者，青年科技工作者、省科学院应用物理

研究所王日昕博士，以及“景漂”、岩彩青

年创作者洛北。他们的故事与经历，让

我们深深感受到新时代青年的蓬勃朝气

与担当精神。

1 月 31 日，正月初三，我们来到余干

县瑞洪镇前山村，了解 6 名青年大学生志

愿者投身文明实践活动的故事。除了为

前山村村民办事、带领孩子们阅读，志愿

者还担任“村晚”节目导演，写脚本、配音

乐，赢得乡亲们点赞。志愿者们的热情与

奉献，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前

山村的春节洋溢着别样的温暖。从这些

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对家乡的热

爱和建设家乡的责任感。

对省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王日昕

博士而言，春节期间也未曾停下探索的脚

步。他专注于科研，为推动科技进步贡献

力量，展现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执

着。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领域发光

发热，更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

实际应用造福社会。

岩彩青年创作者洛北，致力于传承

和 创 新 岩 彩 艺 术 。 在 这 个 快 节 奏 的 时

代，她耐住寂寞，深入研究岩彩技艺，通

过 自 己 的 作 品 赋 予 传 统 艺 术 新 的 生 命

力 。 她 的 创 作 不 仅 是 个 人 艺 术 追 求 的

体 现 ，更 是 对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与 发 展 的

担当。

此次新春走基层，让我们深

受鼓舞，新时代青年虽身处不

同领域，但都有着共同的特

质：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担

当。他们以青春之

我，创造青春之

中 国 ，用 行 动

诠释了新时

代 青 年 的

价 值 与

使命。

本报全媒体记者陈化先（左一）在余干县瑞洪镇前山村采访青年大学生志愿者。

通讯员 张晶晶摄

执着追梦 青春绽放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化先 陈 旻

第一次参与“新春走基层”活动，我循着墨香，

来到鹰潭市余江区邓埠街道仪风村桥西书法馆，感

受这个墨香氤氲的村落。

1月 22 日 8 时，我到达桥西书法馆，发现书法

馆的大门早已敞开，孩子们聚集在门口，开心地

分 享 着 趣 事 。 桥 西 书 法 馆 管 理 员 殷 裕 芳 告 诉

我 ，自 2017 年 开 始 ，他 就 在 这 里 做 义 务 管 理 员 。

正 式 上 课 时 间 是 8 时 30 分 ，但 村 民 们 练 习 书 法

的热情很高，大家都会早早到来，因此他也养成

了提前开门的习惯。

走进书法馆，只见书桌摆放整齐，墙上挂着村

民的书法作品，整个书法馆环境整洁、氛围浓厚。

“这里曾是村民的猪圈、牛 圈 、危 旧 闲 置 房 ，通 过

宅基地规范管理，拆除后建了幸福楼，为脱贫户

提 供 居 住 空 间 ，并 设 计 了 80 余 平 方 米 的 活 动 室

作为书法馆。”殷裕芳介绍，刚开始练习书法的孩

子就 7 个，孩子们练出了效果，来书法馆的人就多

了起来。

练习书法的村民越来越多，书法馆早已容纳

不下了。我不禁感到好奇，桥西书法馆的下一站

在 哪 里 ？ 殷 裕 芳 笑 呵 呵 地 指 着 前 方 的 大 楼 说 ：

“这栋新建的书法大楼将于 2 月底投入使用，村民

们练习书法的空间将更为宽敞。”

为了让新闻报道用全媒体的形式呈现，我通过

视频和图片记录了孩子们认真练习书法和志愿者

悉心指导的身影。大学生志愿者殷姿告诉我，她是

村里第一批练习书法的孩子。寒暑假时，她便回到

桥西书法馆教小朋友练字，孩子们执笔的模样，让

她想起当初刚拿毛笔的自己。像殷姿这样从书法

馆里成长起来反哺村里的志愿者，还有许多。

小手拉大手，一支笔带动一批人，书法文化深深

植根于每家每户，中国书法家协会还在村里设立了

书法考级点。邓埠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娟娟向我介

绍，村里的书法氛围浓厚了，墨香更滋养了好乡风。

通过这次参与“新春走基层”活动，我看到一

个村落风貌的变迁，也感受到好乡风从来不是疾风

暴雨的焕新，而是细雨润物的生长，当每个村民都

成为文明乡风的践行者，乡村振兴才会充满希望。

胡齐在鹰潭市余江区邓埠街道仪风村村委会整理采

访资料。 通讯员 王 滨摄

墨香氤氲 滋养乡风
胡 齐

消 费 是 拉 动 经

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之 一 ，也 是 民 生 热 点 话

题。今年，我将目光投向

“年味十足”的批发市场和超

市，深入探寻春节消费市场的

活力，奏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大

主题”旋律。

1 月 30 日，正月初二，走进南昌深

圳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热闹非凡的景

象扑面而来。各类年货堆积如山，新鲜

的蔬菜、水果散发着诱人的光泽，糖果、

坚果等零食琳琅满目。商户热情地招呼

着顾客，搬运工人忙碌地在商店间穿梭，

吆喝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

热闹的节日画卷。“春节期间的生意特别

好，销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经营水果

批发的胡群一边忙着清点刚刚卸下来的

车厘子，一边笑着对我说。她告诉我，为

了保障春节市场供应，商户提前备足了

货源，价格也相对稳定。在这里，我真切

地感受到了浓郁的年味，也触摸到了市

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脉动。

走进盒马鲜生华润万象天地店，这

里的节日气氛更加浓厚。火红的灯笼、

喜庆的中国结将超市装扮得年味十足，

各种商品一应俱全，收银台前顾客排着

长队。“我就想给家里多买点好吃好用

的，热热闹闹过个年。”消费者杨宇玲向

我展示她精心挑选的年货礼盒。她的笑

容里，满是对春节的期待。

红彤彤的春节市场，热腾腾的年味

烟火，见证着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从

市场的繁荣景象中，我看到了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也感受到了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积极变化。

在与商家、消费者的交流中，我记录

下他们的言语神情，这些细节为新闻报

道注入了生活气息，也让我更清晰地认

识到，新闻记者的职责，就是借镜头与笔

头，展现时代发展和百姓生活。未来，我

会持续深入基层，聚焦民生，以有深度有

温度的报道，为读者呈现更加绚烂多彩

的经济社会发展图景，让新闻产品传递

时代温度。

本报全媒体记者殷琪惠（右）在采访盒马鲜生华润万象天地店工作人员。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摄

市场红火 年味十足
本报全媒体记者 殷琪惠

青年博士、返乡、科技特派员……当

这几个词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凭着职业

敏感，感觉线索“有料”，应该好好做个现

场采访。

1 月 13 日，穿过弯弯曲曲的乡村公

路 ，我 来 到 位 于 灵 山 脚 下 的 一 个 小 村

庄——上饶市广信区湖村乡湖村村，约

好科技特派员徐子金在田间地头

碰 面 。“ 我 比 你 早 10 分 钟

到。从上饶市区到村

里 ，这 条 路 我 每

周 要 跑 上 好

几 趟 ，熟

得很！”徐子金快人快语、开门见山。

谈到“为什么会想到返乡支农”这个

话题，徐子金打开了话匣子，这里是生他

养 他 的 家 乡 ，是 他 魂 牵 梦 绕 的 精 神 家

园。在浙江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

他经常跟随导师前往浙江建德等地的藏

红花基地，和当地种植户沟通交流，听过

很多生动的致富故事。藏红花被誉为植

物中的“软黄金”，而当地生态环境、地理

条件和气候特点等和家乡颇为接近，徐

子金由此坚定了回乡发展藏红花产业的

想法。2022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回到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任教，积极推动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应用。

坐 得 住“ 冷 板 凳 ”，做 得 了“ 大 学

问”。在徐子金身上，我感受到一名青年

学 者 对 科 研 事 业 的 追 求 和 对 家 乡 的

热爱。

长期以来，国内外藏红花种植面临

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种球腐烂率高，且

传染性强。要想健康长效发展藏红花产

业 ，必 须 解 决 好 这 个“ 拦 路 虎 ”。2023
年，经过艰难的技术攻关，徐子金的科研

团队终于开发出一种防治根腐病的植物

抑菌组合物，并申请了 4项发明专利。

科技成果只有“种”到田间地头，才

能真正实现价值释放。江西医专与湖村

乡合作成立中药材产学研博士工作站，

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走，跟着博士去

种田”——由此成为当地村民的新时尚，

全乡中药材种植户超 80 户、总面积 500
余亩，2024年总产值超800万元。

人勤春来早。2 月 2 日，正月初五，

带着团队成员在博士工作站开工；2 月

11 日 ，奔 赴 安 徽 省 亳 州 市 谯 城 区 双 沟

镇，到种植基地和专业市场开展一线调

研……新的一年，徐子金信心满满、步

履 不 停 。 他 坚 定 地 表 示 ，田 野 上 舞 台

广阔，“农”字里大有作为，将继续带动

乡亲们增收致富。

纵观全省，正是有了众多像徐子金

这样的科技特派员奋战在农业农村一

线，才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他们也以实际

行动，践行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

上”的庄重誓言。

本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余 燕（右）在 上 饶 市 广 信 区 湖 村 乡 湖 村 村 藏 红 花 种 植 基 地

采访。 通讯员 黄宗振摄

返乡支农 让地生“金”
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 燕

编者按

▲1 月 31 日，婺源

县 2025“最美乡村过大

年 婺 源 非 遗 贺 新 春 ”

活动开启，上演传统非

遗闹新春“年味大戏”，

吸 引 众 多 游 客 和 市 民

驻足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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