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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末的一个上午，于都河上，几叶小

舟 整 齐 排 列 ，托 起 一 座 木 制 浮 桥 。“91 年

前，红军长征从这里集结出发。”浮桥不远

处，全国人大代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纪念馆讲解员钟敏将长征故事，向游客娓

娓道来。

虽然是普通工作日，但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络绎不绝。“今天一支来自崇义县的

研学团队来参观，明天一支来自深圳的研

学团队来学习。”钟敏从事讲解工作 20 余

年 ，近 些 年 她

最 大 的

感受就是，纪念馆的人气越来越旺了。

去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线

下接待游客达 515 万人次，较前一年增长

70%。国庆假期，纪念园更是接待了 50 余

万人次游客，在全省非闸机类景区中排名

第四。

红色旅游“火”起来，红色资源“活”起

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依托 AR、

VR 技术，打造长征体验区，生动再现历史

场景；运用线上直播、数字展览等手段，突

破时空限制，让红色文化触手可及；创排

《长征第一渡》文旅史诗，用光影讲述红色

故事。

这是我省红色文化蓬勃发展的一个缩

影。过去一年，随着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

的高质量建设，一处处红色旧址焕新，一个

个红色故事出彩，一批高品质旅游产品涌

现。据统计，2024 年，江西评出首批革命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 5 个，4 个项目入选国

家文物局、教育部“大思政课”项目名单，红

色场馆外出巡展共 112 场，发布红色研学

精品线路 10条。

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红色基

因是红色文化世代传承的密码。作为红军

的后代，钟敏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以长征精

神育人，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对内，她制

定培训计划，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帮扶，

不断强化纪念馆宣讲队伍。对外，她组织

招募、培养小红星讲解员，让红色故事一代

代传下去。目前，于都县共有小红星讲解

员 2200余人，每年义务宣讲 1万余场。

又是一年春，纪念园里的草木一点点

绿起来，不远处的长征源红军小学传来阵

阵红歌声。

2 月的赣南，成片脐橙果树在春雨的

浸润下慢慢苏醒，花芽萌动。

2 月 21 日，在兴国县方太乡井口村，全

国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温

善连指着不远处的脐橙基地，欣慰地告诉

记者：“前些年，这些土地面临闲置风险，合

理流转后，现在每亩年产值最高可达 8000
余元。”

向土地要答案、向产业谋生机，是井口

村带动村民踏上致富路的秘诀。“黄金果”

挂满枝头，油茶树开出“产业花”，茶园变身

“绿色银行”……一年又一年，村民穿梭于

田间地头，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井口村

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 2016 年的不足 6000
元，提高到 2024年的 70余万元。

这份盎然生机，在赣鄱沃野间蔓延。

近年来，江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从传统农业大

省向现代农业强省迈进。如今，农村环境

美了、产业旺了，村民的“钱袋子”鼓了，一

幅幅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在江西，各地既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

乡村振兴之路，又注重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正在建设的平

江灌区项目涉及赣南革命老区 26 个乡镇，

建成后，可全面提升区域灌溉和供水保障

水平，对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温善

连说，希望这场“及时雨”能够早日润泽这

片红土地。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智慧农业已成为

农业发展的大趋势。此前，我国发布的《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规划纲要

等文件均提及智慧农业；日前发布的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为广袤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曙光。

“以前，农业灌溉用水来源不稳定，而

且操作费时耗力。现在，脐橙基地装上了

深井泵，只需轻轻一点手机，在基地里就可

以实现远程精准灌溉。”温善连介绍说，去

年村里还成立了农事服务中心，提供无人

机、插秧机等农机设备租赁服务，帮助农户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站在井口村头，望向层峦叠嶂的山脉

和错落有致的民居，温善连的眼中闪烁着

坚定与希望，她期待着能将更多基层的声

音带到全国两会，为乡村振兴工作尽自己

的一份力。

赣鄱沃野绘振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卢瑛琦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

代表，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冲压

厂三车间党支部书记、模具钳工首

席技师刘辉更忙了。

忙在步履不停。

江铃股份公司富山工厂智能焊

装车间内，一排排机械臂如同精密

的钢铁舞者，在数字化指令的驱动

下舒展筋骨。前几天，为了完善上

会建议，刘辉马不停蹄开展调研。

面对这个鲜活的“智造”场景，

38 年活跃在生产一线的“老工匠”刘

辉，仍会想起 2003 年他带着正弦规、

量块，在南昌参加的那次技能竞赛。

“当时，正弦规、量块这些工具

还没有广泛出现在钳工的工具箱，

大家看到后感到很新鲜。”如今，看

着工业机器人轻点车身，金色火花

飞溅，刘辉感触良多，“这些年来，我

亲历了汽车制造从传统到智能的转

变，深知企业要高质量发展，必须要

靠数字化转型和技术创新。”

刘辉欣喜地看到：全省深化落

实“1269”行动计划，着力推动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有了

良好的政策支撑，企业转型升级信

心进一步增强。

忙在技术一线。

在大众视野里，“智造”可以让

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更稳定，还

能降低人工成本。刘辉说，面对数

字化浪潮，产业工人并不焦虑。

“智能化不是机器换人，而是人

机协同。只要我们主动学习，拥抱

数字变革，勤动手、多动脑、‘玩转’

跨界技术，努力成为‘多边形战士’，

从‘技术型’往‘智慧型’快速转型，

产业工人的价值空间将得到更大拓

展。”刘辉说。

2024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提出，到 2035 年，培养造就

2000 名左右大国工匠、10000 名左右

省级工匠、50000 名左右市级工匠。

也是在这一年，220 名大国工匠培育

对象在清华大学当起了学生，刘辉

便是其中之一。“为我们授课的都是

名专家、名教授，还有院士。”刘辉心

生自豪感的同时，愈加认识到新时

代产业工人舞台更大、责任更重。

“有位须更加有为。”今年，刘辉

将带着产业技术工人“滚烫的实操

经验”上会，让更多“车间智慧”融入

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脉动。

参加全国人大代表集中视察活

动；开展调研、搜集资料，完善助力

钨与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议；加

快推动新产品研发……最近，全国

人大代表、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

限公司技术顾问邱联昌的行程满满

当当。

见到邱联昌时，他正在就最新

研 发 的 一 款 重 型 硬 质 合 金 切 削 刀

具，与研发团队讨论性能优化等问

题。“有了这款产品，企业将进一步

拓展发展空间，抢占新市场。”邱联

昌说。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

自己手中，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谈及科技创新，邱联

昌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多年来，

他深耕硬质合金切削刀具以及钨精

深加工产品研发，带领团队在反复

试错中攻克难关，掌握了氧化铝涂

层定向生长等多项核心技术，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企业核心竞争力不

断迈上新台阶。目前，公司拥有 100
余项专利。

十余年间，澳克泰已从一家名

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澳克泰的创

新发展历程，是我省深入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生动写

照。近年来，我省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充分发挥科技创新赋能产

业创新、产业创新带动高质量发展

的 作 用 ，积 极 向 新 兴 工 业 强 省 迈

进。2024 年，我省综合科技创新水

平指数达 64.52%，提升幅度居全国

第 2位。

如今的赣鄱大地上，传统产业

迭 代 、新 兴 产 业 抢 滩 、未 来 产 业 布

局，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的发展竞速

轮番上演，产业发展动能澎湃，越来

越多的企业积极扬帆出海、抢占国

际市场。

有了核心竞争力，企业参与国

际竞争也有了底气。凭借自主研发

的高性能产品，澳克泰很快打开了

国际市场，出口额逐年攀升，产品销

往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企业外贸逐步向好，彰显经济

发展的强大韧性。过去一年，我省

上下一月接着一月拼，经济增长一

季更比一季好，生产型企业进出口

占外贸比重 78.7%，机电产品出口占

出口比重 62.6%，分别提高 11.1、11.2
个百分点，市场信心和社会预期明

显增强。

“民营企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

来 。 未 来 我 们 将 坚 持 自 主 研 发 创

新，以更高性能的产品提高市场占

有 率 。”面 向 未 来 ，邱 联 昌 信 心

满满。

5G 智慧工厂内，一台台智能机器人转

动机械臂，加工透明导电膜；智慧大棚里，

智能设备精准控温控湿，一排排绿油油的

瓜苗长势喜人……全国人大代表、江西飞

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峰研发的传感

器，已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

刘文峰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完成硕博连读。2010
年，受到南昌发展潜力的吸引，他回乡成立

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历经 15 年发展，

该公司已成为国内公共安全信息化领域的

头部企业。

“一开始，我们团队就几个人，现在有

员工 300 多名，申请了 900 余项专利，营收

也翻了近百倍。”刘文峰充分感受到技术创

新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也从未停止创新的

脚步。下一步，该公司将聚焦芯片与人工

智能领域，加大研发投入，驱动技术创新，

继续打造具备竞争力的产品。

江西科创大潮澎湃，千帆竞发。2024
年，我省大力实施科技兴赣六大行动，综合

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 64.52%，提升幅度全

国第 2 位。2025 年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是未来所

在、大势所趋。此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明

确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举

措，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国务

院国资委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生根，企

业创新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

过去一年，刘文峰的履职足迹遍布高

校、企业、工厂。他看到了江西人拥抱创新

的 热 情 ，也 意 识 到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重 要

性。刘文峰认为，企业、科研院所应共享科

技成果平台，企业直接对接研发团队，高效

促成合作；推动首台套落地，将服务补贴、

机会补贴、荣誉补贴直接给到应用科技成

果的单位。

“我坚信，有越来越多科创成果落地，

越来越多科创企业腾飞，创新江西，未来可

期。”刘文峰说。

科创潮涌逐浪高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瑞颖

红色基因代代传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瑞颖

匠心砺技助智造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 斐

破浪出海开新局
本报全媒体记者 焦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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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报记者聆听部分基层一线代表心声，透过他

们的奋进足迹和行业视角，记录社会变革、时代变迁，多角度呈现赣鄱大地

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