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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行助力春耕备耕为农“绘丰景”系列之三 信贷供给为春耕农忙注“活水”
“日出布谷鸣，田家拥锄犁。”眼下正

值春耕备耕的黄金时期，鹰潭市田间地头

一片繁忙景象，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为新

一年的丰收播撒下希望的种子。

农行鹰潭分行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

政治性、人民性，抢抓农时的关键节点，全

力保障春耕备耕信贷供给，为服务乡村振

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薛根新是鹰潭市龙虎山景区上清镇

历山村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该合作社在

当地承包了 3300 余亩的农田，合作社拥有

包 括 拖 拉 机 、插 秧 机 、收 割 机 、谷 物 干 燥

机、粮食烘干机在内的全套农机设备。为

拓宽销售渠道，薛根新去年年底购入了几

台 新 设 备 ，计 划 对 大 米 进 行 精 加 工 。 然

而，应收账款的增加使得合作社的流动资

金捉襟见肘。农行上清支行工作人员在

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薛根新的困境后，为合

作社量身定制了一套金融服务方案，成功

提供了 100 万元的“惠农 e 贷”信贷支持，解

决了合作社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

“春耕在即，购买春苗和肥料都需要

资金，我们这些农村企业没有值钱的抵押

物，借钱总是个难题。感谢农行的资金支

持，让我们不再为借钱发愁。”薛根新满怀

感激地对农行上清支行工作人员说。

自入春以来，农行鹰潭分行加强与农村

企业和客户的对接，组织员工深入春耕生产

一线，走访辖内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

作社、农资公司，为广大农户和农业经营主

体备足了“金融底肥”。截至 2月 20日，农行

鹰潭分行今年共发放近10亿元的助农贷款，

有力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三农”是农行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

发展方向，针对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农行鹰潭分行积极推广“粮农 e 贷”“乡

旅贷”“商户贷”等特色金融产品，以实际

行动扶持了一大批企业和农户的发展，着

力解决他们的资金周转难题。下一步，农

行鹰潭分行将继续发挥服务“三农”主力

军作用，不断宣传惠企政策，创新金融产

品，提升服务效率，聚焦农户需求出实招、

办实事、解难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

出积极贡献。 （吴一鸣 何芷琦）

开展专项整治 筑牢安全防线
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管理，优化辖区道路出行环境，近

日，南昌县莲塘街道全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前期，该街道充分利用广播、微信群、宣传手册，以及

悬挂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横幅等方式，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群众时刻绷紧安全弦，不断增强群众交通安全意

识，营造人人懂法守规的良好氛围。

整治过程中，该街道在辖区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开展安

全劝导和非法营运执法行动，严厉打击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对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非法载人、

超载等交通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劝导教育；对涉嫌未取得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的营运车辆和屡次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屡教不

改的行为，依法采取扣押车辆、罚款、拘留等方式进行严肃处

理，形成有效震慑。同时，对重点区域违规占道等乱象进行集

中整治，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下一步，该街道将持续强化

重点路段巡查管控，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巩固整治成果，全

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李 可 古程龙）

本报鹰潭讯 （全媒体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汪有辉）2 月 15 日，鹰潭市余江区

举 行 第 一 季 度 招 商 项 目 集 中 签 约 活

动。现场集中签约项目 15 个，总投资

67 亿元，涉及铜基新材料项目 7个、精密

制造项目 8 个。今年以来，余江区开足

马力大抓产业、大抓项目，扎实推进招

商引资活动，力争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大抓项目建设。新春伊始，余江区

便 以“ 开 局 即 决 战 、起 步 即 冲 刺 ”的 姿

态，全力推进总投资 164.2 亿元的 115 个

省、市大中型项目建设。为确保项目早

开工、早投产、早见效，该区成立重点项

目 推 进 专 班 ，实 行“ 一 个 项 目 、一 名 领

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工作机制，对

于纳入省、市大中型和区重点的项目，

督促项目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倒排建设

工期，细化每月建设任务，充分发挥挂

点领导责任制，明确项目单位责任人。

该区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项目管理效

率，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调度

项目，建立全过程项目管理平台，利用

“智慧工地”平台实时监控项目进度，督

查办每月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现场督

查并形成督查通报，确保问题早发现、

早解决。

提升招引质效。余江区切实把招

引优质项目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一招”，重点突出铜基新材料、精密制

造两大主导产业招商，持续延链补链强

链；创新招商方式，积极开展驻点招商、

以商招商、链式招商，扩大基金招商合

作范围，针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细分领

域重点招商，招引一批突破性、带动性、

示范性强的重点产业优强项目；加强与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融

合联动，创新区域招商引资体制机制，

积极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进一步优化全

区产业发展生态链。

强化要素保障。余江区加大财政

部门与金融机构的配合，不断健全产业

发展扶持政策，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

协 调 工 作 机 制 ，发 挥 产 业 基 金 引 导 撬

动 作 用 ，助 力 优 质 项 目 落 地 和 重 点 企

业 发 展 。 该 区 有 效 盘 活 闲 置 低 效 用

地，推进落后产能和低效资产“腾笼换

鸟 ”，精 准 保 障 项 目 用 地 需 求 ，加 快 实

现 园 区 产 业“ 亩 均 高 产 ”；实 施 降 低 全

社 会 物 流 成 本 专 项 行 动 ，完 善 中 童 综

合 码 头 配 套 设 施 ，建 成 城 东 冷 链 物 流

配 送 中 心 。 推 行“ 营 商 环 境 服 务+企

业”诉源治理模式，开展规范涉企执法

专项行动，推进服务型执法、服务型监

管，强化重点领域行政执法监督，推行

全领域“首违不罚”“轻微不罚”。与此

同 时 ，余 江 区 扎 实 发 挥 驻 企 特 派 员 作

用，常态化落实企业“大走访、大落实、

大帮扶”机制，严格落实企业“安静生产

期”制度，低风险经营主体“无事不扰”

实现率达 100%。

提升招引质效 强化要素保障

余江区聚力抓项目全力拼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舒海军）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

联合公布了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名单，宜春锂电池成功

入选，系江西唯一入选产品。

据悉，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旨在保障数据安全

的前提下，推动建立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形成效

益突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为推进质量认证赋能强企

强链，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提供良好实践。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加强与生态环境、发改、工信等相

关职能部门沟通协作，推动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宜春锂电池入选
全国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

本报都昌讯 （全媒体记者周亚婧

通讯员潘雪明）春回大地，都昌工业园区

已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各企业

纷纷抢抓先机，全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走进江西富德士服装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吊挂上的服装面料有序流转至

各个工位，工人专注于缝纫、裁剪。作

为都昌县纺织服装产业的龙头企业，富

德 士 服 装 自 2010 年 落 户 以 来 ，发 展 势

头强劲，2024 年总产值达 1.9 亿元。“目

前订单排至 5 月，正满负荷生产。”公司

生产经理黄小红介绍，今年一季度产值

预 计 达 4000 万 元 ，计 划 全 年 产 值 突 破

2.2 亿元。当前，富德士二期已开工建

设，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制造大步

迈进，全面智能化生产线建成后年产值

可达 3.5亿元，带动 1500人就业。

在都昌县芙蓉山工业园，江西兆骏实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熟练

地对贝壳等材料进行切割、打磨、抛光。

这家专注于高端宝石材料生产的企业，产

品涵盖各类宝石装饰材料及家居用品，是

国内外多家顶级酒店的装饰用品供应

商。“开春以来，我们已经收到了 20 多万

元的订单。今年将继续加大生产力度，

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服务质量，争取抢

占更多市场份额。”公司经理邵强说。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都昌县开工

57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33.55 亿元，涵盖

了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基础设施、教育

卫生、生态环保、农文旅等多个领域，具

有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产业业态

新等特点，对于进一步壮大新兴产业、

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壮大产

业实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为了给项目建设、企业生产注入强

劲动力，都昌县相关部门主动作为，深

入一线提供政策咨询与指导，确保惠企

政 策 精 准 落 地 。 同 时 ，该 县 积 极 开 展

“春风行动”，举办大型专场招聘会，借

助直播送岗等方式，吸引返乡人员就近

就业；组建招工服务小分队，收集 103 家

企业岗位信息，深入 24 个乡镇送岗上

门；大力推广多个新就业平台，如联动

“江西就业之家”小程序、推广“腾讯出

行零工市场”、开发本地新媒体平台等，

提升就业服务质效，为企业完成全年生

产目标筑牢根基。

都昌抢抓先机冲刺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李耀文）为加快推进全省畜牧业转

型升级，持续优化畜产品综合供应能力，今年初，我省就加快

推进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出台相关意见，并提出，到 2030
年，全省畜牧业综合产值达 3500 亿元，省级以上畜牧业龙头

企业达 300家以上。

稳定畜牧产品供给是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我省将

统筹土地、水资源承载能力，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发展畜禽养

殖，满足优质畜产品的市场需求。其中，全省能繁母猪稳定在

160万头左右，猪肉年产量稳定在 260万吨左右；到 2030 年，禽

肉、禽蛋产量力争分别达到 95 万吨、80 万吨，牛羊肉产量力争

达到 25万吨；因地制宜发展蜂、兔、鸽、鹌鹑等特色畜禽养殖。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加快

构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我省将发展壮大一批链条长、实力

强、机制新、能引领产业发展的畜牧业企业；加强与“大院大

所”对接合作，深入开展产品精深加工研发，在做好“食字号”

产品加工基础上，持续开发“药字号”“健字号”“妆字号”等精

深加工产品；围绕优势特色畜禽资源，支持建设一批绿色直供

基地；畅通畜禽及产品合法运输，对合法装载运输仔猪、新鲜

家畜禽肉（蛋、奶）车辆和转地放蜂车辆执行“绿色通道”政策；

鼓励支持国内外著名龙头企业以商标、技术等无形资产入股

畜牧企业，提升畜产品竞争力。我省还将通过加大动物遗传

育种、动物营养、饲料饲草生产、动物疫病防控、畜产品加工、

环境保护等领域科技投入，实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强化畜

牧兽医技术队伍建设等手段，建立健全现代畜牧科技支撑

体系。

我省多举措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
到2030年，全省畜牧业综合产值将达3500亿元

◀2 月 24 日，位于浮梁县的江西以晴 5G 数字经济产业园生产

车间内，工人在进行手机主板贴片加工和手机主板自动化测试。

通讯员 吴国庆摄

▲2 月 25 日，位于资溪县的江西竺尚竹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在赶制竹制产品。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赶订单

布局更多高能级创新平台，实施新赛道

培育行动，实施政策试点“揭榜挂帅”……工

业和信息化部 26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4 年国家高新区发展情况，并提出下一步

推动国家高新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系列举措。

国家高新区集聚了大量创新资源，是推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

会上发布的一组数据印证国家高新区

的含“新”量：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拥有发明

专利数均占全国 50%左右；集聚全国 33%的

高新技术企业、46%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和 67%的独角兽企业；聚集全国约 60%的

人工智能上市企业……依托国家级高新区，

高端装备、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一批

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

如何进一步支持国家高新区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

司长吴家喜说，将建立国家高新区与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的深度对接机制，推动布局更多

高能级创新平台，集聚培育一大批领军人才

和创新团队。健全国家高新区优质企业梯

度培育体系，加大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培

育力度。鼓励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

证、检验检测、技术转移等服务机构，引导更

多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近年来，国家高新区结合实际探索形成

了应用场景牵引、科学家与企业家联合创

业、大企业内部创业等各具特色的新赛道培

育模式。

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实施新

赛道培育行动。“我们将加强统筹指导，优化

赛道布局，强化制度供给，促进协同联动，打

造一批新赛道策源地和集聚区。”吴家喜说，

将重点围绕增强技术策源、完善孵化服务链

条、培育壮大高成长企业等方面采取针对性举

措，实施精准性培育，促进新赛道加速成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珺说，下

一步将重点围绕制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等方面的痛点难点问题，聚焦科技

成果转化、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产业发展和新业态监

管等方面，推动试点一批政策，健全国家高新区政策体系，推

动各类资金、资源要素向国家高新区倾斜，营造良好产业发展

生态。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6日电）

提
升
含
﹃
新
﹄
量
，我
国
将
这
样
支
持
国
家
高
新
区
发
展

新
华
社
记
者

张
晓
洁

张
辛
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