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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春雨过后，南昌市江纺片区的街

道上绿意盎然，干净整洁，平坦宽阔的沥

青路面没有往年常见的积水。当地实施

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让这个老旧的纺织

工业区面貌一新。

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城镇生活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攻

坚行动，统筹实施城镇生活污水管网新

建改造和问题排查整治、污水处理厂新

建扩容及提标改造，切实解决了一批群

众反映强烈的水生态环境问题，城镇水

环境持续向好。

偷工减料等行为将被顶格处罚

南昌市水资源丰富，赣江穿城而过，

城区百余个湖泊星罗棋布。然而，随着城

市的发展，原有的排水系统逐渐老化，汛

期排水不畅、污水横流等问题日益突出，

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形象。

“没整治前，遇到下雨天，不管是走路

还是骑电动车，路面不仅堵，还容易溅一

身水。”想起以前的路况，家住南昌市江纺

片区的市民彭先生依然记忆深刻。

去年 10 月，南昌市江纺片区的雨污

分流改造工程全面完工。该改造工程新

建设污水管道 7.2 公里、雨水管道 1.8 公

里，有效解决了该片区污水直排、雨污混

流等问题。

“将在全省范围部署开展管网建设质

量专项行动，联动‘双随机’检查机制，对

违规使用劣质材料、偷工减料等行为顶格

处罚，倒逼责任落地。”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城建处相关人士介绍，今年我省继续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咬定任务目标，摸清现

状底数，科学系统施策，有力有效解决城

市污水治理难题。

各地多举措破解污水治理难题

新余市自 2024 年 7 月起，通过现场勘

察和水质检测等方式，对城区内排水单元

展开全覆盖式排查，并对排水单元采取影

像检测和管网普查等方法溯源，确定具体

问题和点位。目前，该市已对 579 个排水

单元组织影像检测，计划 2025 年 6 月底完

成存在错漏接、破损问题的 1156 个排水

单元的溯源检测工作。

如今，新余市主城区基本形成了由属

地街道社区“吹哨”、行业部门“报到”的快

速联动机制，扫除了新余市排水单元存在

的管理盲区，打通了城市生活污水治理

“最后一公里”。

在上饶市城区污水管网提升改造项

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顶管沉井施

工，现场一派繁忙。

2023 年 11 月以来，上饶市开展中心

城区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加快推进污

水管网改造。该市在全面补齐污水收集

管网设施的同时，通过雨污分流改造，让

污水、雨水各行其道，实现雨水入河、污水

进厂，既能提高城市排水能力，又能避免

因雨水混入造成污水处理厂超负荷工作

的问题。

年底完成新建污水管网2400公里

2 月 19 日，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城市领域污染防治专委会召开全省城

镇生活污水治理专项攻坚工作推进会，提

出到 2025 年底，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

收集率达 70%以上，2027年达 73%以上。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省先后

投入 724 亿元用于污水设施建设与改造，

其中，2024 年投入 241 亿元，污水集中收

集率三年提高 33个百分点。

“污水管网担负着污水收集和输送的

重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建处相关人

士介绍，我省将继续对管网规划设计、施

工验收、运行维护等环节实行全过程管

理，加强项目质量安全监管，确保建设改

造成效。

同时，《江西省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提

质增效攻坚行动方案（2022-2025 年）》也

确定了行动总体目标：到 2025 年底，全省

新建污水管网 2400 公里以上、改造污水

管网 1600 公里以上、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50 万立方米/日以上；所有城市建成区基

本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口，基本消除城中

村、老旧城区等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

白区，基本消除建成区黑臭水体。

今年底全省所有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生活污水直排口——

让 水 环 境 长 治 久 清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一场春雨下来，横峰县莲荷乡的农

业科技示范基地里，嫩绿绿的葛苗迫不

及待地钻出地面，村民们正在忙着给葛

搭架引蔓。“这个基地种了 400亩葛，都

是最新的横葛 1 号、横葛 2 号品种。”基

地技术指导彭兴义说。

开春以来，像彭兴义这样的技术

指导，每天都活跃于横峰县各大葛种

植基地。近年来，该县把葛产业作为

农业主导产业，实行“龙头企业+合作

社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经营模式，走

出一条集科研、种植、加工、销售等于

一体的路子，助力乡村振兴。

葛之乡

初春时节，走进横峰县的乡间田

野，一垄垄葛苗生机勃发。横峰是药

食同源植物——葛的黄金种植带，有

着 1800多年的葛栽培历史。

据《横峰县志》记载，早在隋末唐

初，横峰葛源人就用野葛根加工成葛

粉 ，做 成 营 养 品 和 保 健 品 。 明 清 时

期，当地生产的葛产品被作为珍品上

贡，素有“南葛北参”美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横峰葛一般

为野外自然生长，当地农民每年冬季

上山采挖，用民间土法加工成葛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

的 增 强 ，对 葛 粉 的 需 求 量 也 逐 渐 增

大，于是，当地农民采来野生葛根，进

行人工种植并获得成功，为横峰葛规

模化种植奠定了基础。

“目前，横峰县建有全省唯一的

葛种质资源圃。”2 月 25 日，记者来到

江西绿色生态葛研究所，所长赵文峰

介绍，“横葛 1号、横葛 2号就是我们从

野生葛种质资源中选育的品种，具有

生长周期短、产量稳定、葛根异黄酮

含量高等优点。”

从 1998 年起，横峰县将葛产业作为农业主导产业来抓，出

台了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2002 年，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横

峰县“葛之乡”称号；2007 年，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

准，横峰葛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20 年，横

峰葛栽培生态系统入选第五批“中国主要农业文化遗产”。

葛之困

横峰县种植、利用葛的历史虽然悠久，但长期以来，葛产

业却始终存在种植规模偏小、市场培育开拓不力、科技创新能

力不强、葛资源综合利用率较低等问题，葛产品大部分为家庭

作坊式生产，缺乏龙头企业；市场上葛产品以鲜葛、葛粉、葛片

等初级产品为主，高端产品不多，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

品附加值不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横峰县葛产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对葛的利用仅仅停留在食用上，其实，葛全

身都是宝。”赵文峰告诉记者，除了传统的食用价值外，葛还有药

用价值、生态价值、能源价值等，其综合开发利用发展空间巨

大。例如，以往从鲜葛根中提取淀粉时，就没有考虑对清液中的

异黄酮类物质及过滤出来的葛纤维进行提取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葛藤、葛叶都是被完全丢弃

的。其实，葛藤、葛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粗纤

维以及微量元素，有解毒、消炎作用。用葛藤、葛叶生产出来

的饲料喂养牛、羊、猪、鸡、鸭等，能提高其免疫力，生产出无抗

动物肉食品。

此外，葛是多年生藤蔓绿色植物，根系发达，在防治水土

流失等方面有很好的生态价值。

如何突破这些瓶颈，发展壮大横峰葛这一传统优势产业？

近年来，横峰县组建专门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在葛的科研、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给予全方位支持。

葛之兴

瑞贝福（江西）食品有限公司是横峰县引进的一家农业龙

头企业，主要从事葛的综合利用开发，采用“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模式，带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走进瑞贝福（江西）食品有限公司的葛加工车间，一股淡

淡的清香沁人心脾。一条条新鲜的葛根被投放到输送带上，

经过清洗、拣选、榨取等工艺，就变成了可口的葛根汁。公司

副总经理李鹤汀告诉记者，这是国内首条全自动葛根汁生产

线，采用“酶法液化鲜榨葛根汁”专利创新技术，可年产 10 万吨

葛根汁。公司开发出的无糖葛根汁、浓缩葛根汁、葛根茶等产

品，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瑞贝福（江西）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创新，离不开科技赋能。

江西绿色生态葛研究所是全国唯一一家围绕葛做专业研

究的科研机构。赵文峰告诉记者，近年来，该所与科研院所、

高校、药企等合作，开展了葛的化学成分提取分离、鉴定研究，

完成了葛根药材质量分析报告等，在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利用

等方面占领了制高点。

在科技加持下，横峰县积极探索葛产品深加工途径。该县

与知名酒类企业合作生产的葛根酒已经上市，葛护肤品、保健

品、药品、饲料等高附加值产品也在研发生产中。该县文旅部门

还创新推出“葛乡文化”，将葛粉传统手工制作工艺、葛酥饼制作

工艺与提线木偶戏巧妙相融，推动了葛旅融合。

目前，横峰葛种植面积有 2 万亩，培育种植大户和专业合

作社 68 家，加工销售企业 16 家，研发生产葛产品 30 余个，年销

售收入 6 亿元。2022 年以来，该县以葛为平台，培育创业致富

带头人 57 人。到 2029 年，该县葛种植面积将发展到 10 万亩，

带动 1 万户农民走上现代化企业化生产之路。小小一条葛根，

变成一条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全产业链，使这一传统特色产

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横峰县姚家乡岑山生态农业公司种植基地，农民正在

移栽葛苗。 通讯员 侯先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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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在江西的一些乡村走访发

现 ，有 的 村 里 开 起 农 业 植 保 无 人 机“4S
店”，有的杂货店依托体育赛事热度卖起

了体育用品，还有的山村发展出上千家

网店。走进这些“乡村新店”，乡村发展

的蓬勃活力扑面而来。

无人机“4S店”：1年培训
上千人次农村“飞手”

●乡村故事

“眼看正是油菜管护的关键时候，偏

偏无人机坏了，咱‘4S 店’修好最快要多

久？”一大早，江西省高安市石脑镇农民

周 建 成 带 着 桨 叶 损 坏 的 无 人 机 匆 匆

赶来。

周建成口中的无人机“4S 店”，是石

脑镇一家无人机销售维修店。近年来，

伴随规模化和机械化种植的趋势，农业

植保无人机逐渐成为常见农具。为满足

农民无人机保养维修、技术培训等方面

需求，一批扎根农村的无人机“4S 店”应

运而生。

无人机“4S 店”店主张子强和工作人

员一个多小时就修好了无人机。张子强

说，如今农民不仅要靠经验种田，还要懂

技术、会经营。他每年都会组织技术人

员 为 有 意 愿 的 农 民 进 行 无 人 机 技 术 培

训 、讲 解 保 养 知 识 ，已 累 计 培 训 上 千

人次。

【背景扫描】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植保无人机的

保有量达到 25.1万架，作业面积达 26.7亿

亩次，同比增长近 25%。第六届全国农民

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发布的《2024 年全国

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获得农民技

术人员职称、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占比，

较上年分别提高 5.5 个百分点、2.4 个百

分点。

【记者观察】

近 年 来 ，农 业 无 人 机 发 展 迅 猛 ，应

用场景不断拓展，同时催生出一批相关

技术人才。“无人机装调检修工”成为新

职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科技要打

头 阵 。 随 着 人 工 智 能 、数 据 、低 空 等 技

术应用场景进一步开拓，智慧农业前景

可期。

村杂货店：1年卖出300多
支匹克球拍

●乡村故事

在赣州市上犹县陡水镇月仔村，村

民 曾 七 凤 的 杂 货 店 里 售 卖 起 了 新 鲜 玩

意 —— 匹 克 球 和 球 拍 。 这 让 记 者 很 纳

闷，村里杂货店的体育用品，卖给谁？

曾七凤说，来买匹克球和球拍的既

有当地村民也有游客。近年来，上犹县

积极探索“赛事+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2024 年还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匹克球巡回

赛首站比赛。这项规则简单，融合网球、

羽毛球和乒乓球的新潮运动，在当地乡

村引发热潮。

如今，上犹县共建有 200 多个匹克球

场地，不少村民握起了匹克球拍。“年前

准备的体育用品都卖完了，我打算过段

时间再去进一些货。”曾七凤说，随着农

村环境越来越好，基础设施愈加完善，村

民们有运动热情，爱好也更广泛。她的

小店一年要卖出 300多支匹克球拍。

【背景扫描】

2024 年 ，中 国 农 民 体 育 协 会 举 办

“大地流彩”·全国“村字号”群众性文体

活 动 ，同 时 ，指 导 北 京 、浙 江 、湖 南 、四

川、宁夏等省份举办地方“村跑”“村排”

“村 BA”“村钓”等活动。引导地方因地

制 宜 自 主 开 展 羽 毛 球 、网 球 、游 泳 等 现

代竞技体育项目活动，进一步丰富乡村

文 体 活 动 供 给 。 全 年 辐 射 带 动 超 百 万

人参与。

【记者观察】

“村超”“村 BA”“村跑”……越来越

多 的 乡 村 体 育 赛 事 和 活 动 在 提 升 乡 村

形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中央一

号 文 件 提 出 ，“ 深 入 实 施 农 村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项 目 ，培 育 乡 村 新 产 业 新 业 态 ”。

期待未来有更多超出想象的“乡村+”业

态涌现。

“95后”村民：1人经营11家
网店

●乡村故事

剪刀干脆利落划过，犹如冰面上的

舞者，将印上图案的棉麻布分割成大小

不等的门帘。

“我经营着 11 家网店，当前正是生意

旺季，每天要发出五六百件快递。”德兴

市 新 岗 山 镇 体 泉 村“95 后 ”村 民 齐 金 土

说，近年来，村里通过网店发展布艺加工

行业，他网店里的产品远销海外，受到美

国、新加坡、日本等国消费者喜爱。

据统计，体泉村仅 700 多户村民，却

活跃着超过 1500 家网店，几乎每家每户

都有布艺加工行业的从业者。县域的产

业园很常见，而体泉村却有个“村级产业

园”，入驻了 20 多家布艺加工厂和配套的

网店团队。

新岗山镇党委副书记董震宇说，得

益于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等条件不断改

善 ，互 联 网 离 农 村 不 再 遥 远 ，推 动“ 新

店 ”提 质 升 级 ，有 的 村 民 做 起 了“ 村

播 ”。 如 今 ，体 泉 村 年 均 电 商 销 售 额 超

2.5 亿元。

【背景扫描】

农村电商蓬勃发展。商务大数据显

示，2024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

长 6.4%，农 产 品 网 络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15.8%。 据《抖 音 2024 乡 村 文 旅 数 据 报

告》显示，2024 年，抖音电商新增乡村内

容数达 10.9 亿个，播放量近 2.8 万亿，吸

引 1990 万乡村游客下单，帮助 2 万个乡

村文旅商家增收超 47亿元。

【记者观察】

农民开网店，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

渠道，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途径。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农村电商高质

量 发 展 ”“ 实 施 数 字 乡 村 强 农 惠 农 富 农

专项行动”。未来各地还应继续加大对

农村地区的相关投入，加力培育既懂得

现 代 农 业 知 识 又 掌 握 电 商 技 能 的 新 型

农 民 ，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源 源 不 断 的 新

活力。

（新华社南昌2月 27日电）

乡村新店见证乡村发展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熊家林 姚子云

位于南昌市新建区的

南昌西部物流产业园项目，

目前正在进行二标段冷库

主体结构建设，预计今年 5

月开园运营。图为 2月 27 日

拍摄的该产业园项目建设

现场。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铖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