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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走进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

交易中心，只见大厅屏幕上实时显示当日

成交额，交易数字不断跳动，交易市场呈

现活跃态势。市民通过手机登录交易中

心的官方网站，不仅可以便捷地浏 览 和 购

买 陶 瓷 产 品 ，还 能 在 线 进 行 陶 瓷 版 权

登 记 。

近年来，景德镇市将“探索数字赋能

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作为改革项目，探

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

新型文化业态，以数字技术催生文化新质

生产力。

“过去，许多陶瓷‘爆款’产品在短时

间内就会遭遇仿品，以低廉的价格涌入市

场，严重扰乱景德镇陶瓷市场的生态。”景

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负责人胡博

表示，随着景德镇国家陶瓷版权交易中心

线上交易平台的建立，通过为陶瓷设计提

供登记、保护、评估、溯源、维权、交易等全

方位的知识产权服务，推动版权价值向经

济价值转化。陶瓷版权信息得到有效记

录与保护，平台吸引越来越多的陶瓷创意

设计者加入，推动市场良性循环，助力产

业生态健康发展。

2024 年，该中心与深圳文化产权交易

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深圳文化

产权交易所景德镇陶瓷交易运营中心，为

文化产业中的版权保护和数字资产交易

提供有力支持，有效促进陶瓷市场消费潜

力的释放。目前，线上交易平台登记的产

品数量累计超 4 万件，2024 年交易规模超

1.8亿元。

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激

活文化底蕴。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

“光影载道 瓷上中国——走进清代盛世

瓷器的数字世界”数字光影展亮相后，吸

引大量游客参观。展览以陶瓷文化艺术

为核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生动展现了乾

隆时期的瓷器之美，带领观众穿越时空，

感受传统与创新的完美融合。

“博物馆通过数字技术，充分挖掘馆

藏资源优势，实现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馆长彭

国红表示，博物馆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实

施藏品数字化档案建设，运用虚拟展览、

增强现实等技术，极大丰富了陶瓷文化的

展示形式。同时，博物馆通过跨界融合，

与美团、三星堆博物馆、青岛博物馆等知

名品牌和文化机构进行共创合作，借助流

量优势，开发了近 200 款文创产品，推动传

统文化与现代消费趋势融合。2024 年，博

物馆文创及相关业态营收达 3000万余元。

景德镇市加快数字技术赋能在重大

活动、重要领域、重点项目中的探索和应

用。浮梁县博物馆和乐平市博物馆已完

成 459 件文物的数字化采集，景德镇手工

制瓷技艺等非遗资源的数字化工作也取

得显著进展。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与数

字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采集了 2200 套、

1.2 万余件明代官窑标本，并生成约 30 万

条基因数据，“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与数

字化平台”案例成功入选“2024 年文化和

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此外，

陶 博 城 数 字 贸 易 产 业 园 、跨 境 电 商 产 业

园、陶溪川直播基地等数字化平台和产业

园区推动了陶瓷电商的快速发展，2024 年

全市陶瓷电商年营收约 70 亿元，为陶瓷产

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科技创新激活文化底蕴
——景德镇市以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政昊

本报广昌讯 （全媒体记者徐立鸣）

初春时节，万物更新。广昌县树牢“项目

为王”理念，抢抓施工黄金期，以开春就

是开工、开工就要大干的姿态，推动重大

农业产业项目早投产、早见效，全力奋战

开门红。

2 月 20 日，广昌阴雨绵绵，却丝毫不

影响农业产业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走

进甘竹镇正在建设的农事服务中心，只

见一座占地 2800 多平方米的玻璃大棚

拔 地 而 起 ，其 中 还 摆 放 了 11 台 育 秧 设

备。“目前，农事服务中心已基本建成，本

月可以实现投产。”甘竹镇农事干事曾和

仔介绍，农事服务中心的“育秧工厂”单

批次育秧达 3.3万盘，可为 1500亩粮田提

供优质秧苗，旁边的仓库内已预备了 10
万个秧盘；新采购的 2台拖拉机、3台插秧

机、7 台收割机及 5 台农业无人机也全部

就位，可为甘竹镇及周边 3个乡镇的农户

提供全链条农事服务。

据了解，甘竹镇农事服务中心是广

昌县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一部分。

作为省大中型项目，除了甘竹镇，该县还

在头陂、赤水、旴江等乡镇各建立一个农

事服务中心，实现对全县粮食生产区农

事服务的覆盖。目前，全县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 81.07%。

广昌县坚持将重点项目作为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

手，制定项目建设定期调度制度，确保项

目快速推进。新春伊始，该县从相关服

务部门选派了政治素养好、业务政策精、

奉献精神强的联络专员，按照“有需必

应、随叫随到”的原则，主动上门问需，采

取“发现—梳理—上报—解决”的工作机

制，及时帮助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堵

点难点问题。

2 月 21 日，落户广昌县的省大中型

项目——江西绿芯源食品有限公司年种

植加工莲子 5660 吨生产建设项目厂房

基本建成，设备即将进场。“厂房是去年

5 月开工建设的，得益于联络专员的支

持和帮助，再过 3 个月就可以交付使用

了。”企业负责人介绍，项目建成达产后，

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当地白莲产销一体化

生态链，助推白莲产业蓬勃发展。

2025斯诺克世界公开赛
在玉山开幕

本报玉山讯 （全媒体记者李征）2 月 22 日，由中国台球协

会、世界职业比利和斯诺克协会、江西省体育局、上饶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5 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在玉山县开幕，赛事

总奖金达 82.5 万英镑，创赛事历史新高。副省长史可宣布比

赛开幕并为公开赛开杆。

本次比赛于 2月 23 日至 3月 1日开赛，是今年斯诺克世锦

赛的积分赛，也是 2025 年在中国地区举办的第一场斯诺克职

业赛事。丁俊晖、张安达、肖国栋等 20 名中国球员，将在主场

与世界排名第一兼两届赛事卫冕冠军特鲁姆普等世界名将争

夺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今年世界

公开赛首次将两张外卡留给了民间台球爱好者。

玉山县从 2016 年起承办斯诺克世界公开赛，打造了世界

台球博物馆、国际台球学院等台球文化地标，该赛事已成为我

省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体育赛事之一。

抢抓施工黄金期 全力奋战开门红

广昌农业产业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2 月 19 日，抚州市东乡区，江西台德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在全力以赴

赶订单。 特约通讯员 饶方其摄

2 月 19 日，萍乡市杰啸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温室培育大棚里，工人在培育蝴蝶

兰的组培苗。 通讯员 姚雨婷摄

2 月 22 日，为期 40 天的春运落

下帷幕。今年春运有 3.65 亿人次经

我省跨区域流动。一辆辆汽车、一列

列火车、一架架飞机，激活人流物流，

为江西经济发展串起了强劲脉动。

“今年春节假期较往年有所提

前，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等政策进一

步落地，群众出行需求更加强烈，跨

区 域 人 员 流 动 量 创 新 高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今 年 春 运 ，

我省全社会人员流动量持续增长，

出行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带动了相

关行业的繁荣，创造了巨大的经济

效益。

在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中，

自驾出行凭借安全、舒适、灵活等优

势，成为很多人出行的首选，占据春

运出行的主体地位。数据显示，春

运期间，我省境内自驾出行跨区域

人员流动量 3.25 亿人次，全省高速

公 路 累 计 出 口 车 流 量 4955.85 万 辆

次，同比增长 3.87%。

自驾出行创新高，新能源车辆大幅增长，充电需求急剧增

加。据有关统计，今年春运，全国高速公路上的新能源汽车日

均流量比去年同期多了 60%。

1 月 24 日，在福银高速的南昌北服务区，回家过年的冷先

生在管理员的引导下，通过移动充电机器人为自己的新能源

车充上了电。“这种移动充电机器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刚才用

它补能，我感觉很方便。”冷先生说。

为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春运期间出行顺畅，江西交投畅

行公司在我省车流量较大的服务区配置了 12 台移动充电机

器人，可以移动到车辆旁边进行充电，实现了从“人找桩”到

“桩找人”的转变。

2 月 4 日正月初七，南昌西站人头攒动，不少检票口前排

起长队，旅客带着行囊有序进站。随着铁路网络的不断完善，

铁路在中长途运输中的优势愈发明显，占全省客运总量比重

超四成。今年春运，江西铁路发送旅客 1748 万人次，刷新南

铁春运旅客发送人数历史纪录。

“在春节 8 天假期和春节申遗成功的双重背景下，今年人

们春运出行愿望超过往年。”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客

运部副主任杨彬说。

“除夕前一周，我们就出发去广州了，大年初五才回南

昌。”甘先生告诉记者，儿子和儿媳都在广州工作，过年休息时

间比较短，让他们来回跑也很辛苦。“今年我和老伴都退休了，

也没什么事，可以早点出发，还能到外地景点玩玩。只要一家

人在一起，在哪里都是团圆年。”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反向春运成了一种新的过年团圆方式，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去子女所在城市过年。今年春运，南铁

推出了一系列“银发服务”举措，让老年旅客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从“回家过年”到“旅游过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春节

期间出游，春运的内涵也得到了不断丰富。昌北机场海关数

据显示，春运期间，南昌航空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航班 120 架

次，同比增长 7%，验放进出境人员 1.4万人次。

“随着江西加入过境免签‘朋友圈’，昌北国际机场口岸新

晋成为 240 小时过境免签人员入境口岸。”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海关相关负责人说，春运伊始，昌北国际机场口岸陆续新增加

密泰国客运航线，并于 2 月 13 日新增南昌往返大阪国际客运

航线，为江西居民体验异国年味提供更多选择，助力江西吸引

更多外籍旅客入赣感受浓浓中国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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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兴国县的江西建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加紧生产智能农机，为春耕备耕提供装备保障。图为技术人员调试新研发的纯电微耕机，准备装车发货。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文斌摄

（上接第 1版）建强用好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创建井

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

心，开展红色基因重大课题研究，创新举办红色基因传承高端

论坛。组织“两个结合”与井冈山精神理论研讨会等学术研讨

活动，加强对伟大建党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

神等研究阐释。截至 2024 年底，以“红研中心”名义发表文章

195篇。

围绕打造“红色教育聚集地”，我省强化党员干部理想信

念 ，厚植师生爱国情怀 ，用“红色 ”为群众生活添彩。依托

2960 处革命遗址旧址、234 个红色名村等“家门口”的红色课

堂，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学好党史、用好党史；推动红色文化融

入“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组建全国红色文化育人

共同体，开展“红色走读”“红色故事我来讲”“诵读红色家书”

等活动；将红色基因传承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实施红色

电影、红色文艺下基层行动，打造“理响江西”宣讲云平台，开

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活动。

围绕打造“红色旅游重要目的地”，我省聚焦文旅融合发

展，推动红色文化转化发展。出台相关规划、方案，推出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旅游、+教育、+体育等 9 项转化举措，成

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赣州段）运营中心；推出“追寻共和国足

迹”“重走长征路”等精品线路，开通全国首条红色旅游专列

（韶山至井冈山）；举办首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徒步活

动，长征沿线 15 个省份专家学者、青年代表 800 余人参加，全

网传播覆盖 2.8亿人次。

围绕打造“红色文化传播先锋地”，我省探索红色+演

艺、+数字，真正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火起来。创作推出电影、

戏剧、歌舞、小说等一批精品力作，电视剧《可爱的中国》、电影

《志愿军：雄兵出击》、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先后入选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成立江西红色文化创

作传播中心，举办红色文化传播全媒体行动，全网点播量超

10亿……江西红色文化的传播力、感召力持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