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 日，铅山县葛仙村景区内樱花、梅花竞相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赏花。

本报全媒体记者 涂汉林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吴颖）3 月 3 日，随着在赣全

国人大代表、住赣全国政协委员抵京报到，江西日报社

前方特派记者团队同步抵达北京，标志着本报 2025 年

全国两会报道正式拉开帷幕。江西日报社将通过“报、

刊、网、端、微、云、屏”全媒体传播体系，以“全媒矩阵+
科技赋能”的创新模式，对两会盛况进行多角度、立体

化报道。

为迎接这场春天的盛会，江西日报社提前两个月

启动筹备工作，组建精锐采编团队，实施“挂图作战”机

制，确保内容生产与传播效果双提升。自 2 月 18 日起，

报社推出“代表委员@一线心声”专栏，聚焦代表委员

履职故事，立体呈现新时代江西的喜人面貌。

两会期间，江西日报社将在及时准确做好各类程

序性报道，突出报道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活动和重要讲

话精神，突出报道江西代表团重点活动的基础上，聚焦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的实践成果，展

现赣鄱儿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动答卷；围绕

江西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战略”及“十四五”收

官等重点工作，多维度呈现高质量发展新突破；针对民

营经济、人工智能、教育改革等社会热点，设置互动话

题，回应群众期待。

在呈现形式上，江西日报社将深度融合“融媒大

脑”技术，依托新接入的 DeepSeek 智能平台，打造系列

融媒体精品，以 AI 生成内容、虚拟现实等技术增强用

户沉浸感。同时，针对青年受众推出《UP 青年看两会》

《Z 世代・Z 视线》等轻量化视频专题，通过青年记者视

角解读政策，传递青春正能量。此外，还将与全国省级

党报开展联动报道，并通过多语种传播矩阵，向全球讲

述两会故事中的江西篇章。

同日，江西日报社已在北京设立融媒体报道中心，

实现前后方 24 小时协同作战。从代表委员所住宾馆

到人民大会堂，从政策解读到民生访谈，多路记者将以

“脚力+脑力+科技力”，为读者呈现一场全媒体盛宴，

让江西好声音在全国两会舞台上更加响亮。

江西日报社全国两会报道全面启动
全媒体矩阵聚焦盛会传递江西声音

（上接第 1版）历史建筑，按照原材料、原形式、原结构、原做法

进行加固修缮，做到‘只修不建、修旧如故’。传统风貌建筑，

我们允许进行改善和更新。针对风貌不协调和质量较差的现

代建筑，则进行布局更新与整体更新，使得红军街上现代建筑

的风貌与传统建筑基本协调。”于都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

不仅要保护好这些老建筑，还要让它们“活”起来。2023
年，于都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启动建国路历史文化街区改

造项目，聘请专业古建筑修复团队，对红军街的房屋、道路、排

水系统等进行全面修缮，保留了街区的历史风貌。

修缮过程中，修复团队还特别注重挖掘和展示红色文化

元素。“这次建国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没有大拆大建，一砖一

瓦都是原来的味道。更新改造了街区道路、排污管网、景观绿

化等基础设施，极大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游客越来越多，

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在古街经营早餐店的易红美高兴地说。

传承红色基因

“孩童从军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而立回乡仍披甲守护一

方平安”。2 月 27 日，记者来到位于红军街交通巷 6 号的“红军

之家”，门口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随着岁月侵蚀，承载着长

征印记的“红军之家”日渐斑驳。推开大门，正见红三代杨斌

一家其乐融融地聊着天。“我爷爷参加过长征，他身上的伤痕，

就像一枚枚勋章，见证了他的传奇经历。作为红军后代，我们

会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家门口的那副石刻对联，我

们会一直保留下去。”传承好红色基因，已是杨斌和左邻右舍

的共识。

踏 入 长 征 前 夕 毛 泽 东 同 志 旧 居 ，历 史 的 厚 重 感 扑 面 而

来。斑驳的墙壁上，依稀可见当年的标语。旧居简朴而庄重，

一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把椅子，无声述说着伟人生活的点

滴。“每一件展品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每一处细节都让人肃

然起敬……”来自深圳的游客李先生说。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古街上各处红色旧址已

成为红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赣南省三级干部大会旧址经过

精心修缮，恢复了历史原貌，并增设了书法展厅；在红四军军

部旧址的一角，特别设置了编草鞋的体验区，让参观者亲身感

受革命年代的艰辛与坚韧；为了让红色教育更加深入人心，于

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旧址推出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可以

参与模拟会议、重温入党誓词……

于都县还结合旧址资源，开发了红色研学课程，组织党员

干部、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故事会”等活动，让大家更好地感悟

革命精神。同时，当地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出线上 VR 展厅，让

更多人足不出户就能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为 打 造 红 色 文 化 品 牌 ，于 都 县 推 出 一 系 列 红 色 旅 游 线

路，将旧址与周边红色景点串联起来，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瞻

仰学习。古街两侧的店铺也纷纷推出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商

品和纪念品，既丰富了游客的体验，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保护利用古街，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承

诺。如今，当地正以敬畏之心守护它，以创新之力激活它，让

红色基因在新时代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要 闻 2025年 3月 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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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校举行
2025年春季主体班开学典礼
庄兆林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焦俊杰）3 月 3 日，省委党校（江西行

政学院）举行 2025 年春季主体班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省委组

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

庄兆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干部能力

建设摆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来抓，围绕为什么提

升能力、提升哪些能力、怎样提升能力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为广大干部提升履职能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以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抓紧加油充电，更新

思想观念，补齐素质短板，提高履职能力，在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江西篇章中奋发进取、建功立业。

庄兆林强调，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摆在首位，坚持不懈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党性教

育提高政治修养，以政治训练强化政治担当，砥砺对党绝对忠

诚的政治品格。要坚持把提升专业能力作为紧迫任务，聚焦

中心大局，大力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和防

范化解风险本领，锻造干事创业的真本领硬功夫。要把提升

拒腐防变能力作为重要保障，扬正气、守纪律、重品行，着力筑

牢干净干事、清白做人的坚固防线。

庄兆林要求，党校要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

大力营造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党校学员要严格遵

守各项纪律规定，力争学得清爽、学有所成、学有所获。

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全体（扩大）会议在南昌召开
罗小云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熊江萍）3月 3日，省信访工作联席会

议全体（扩大）会议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罗小云出席并讲话，省领导袁勤华出席。

罗小云肯定了 2024 年全省信访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

调，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和“十五五”规划谋划之

年，也是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推进之年。各地各部门要以“坚

持再坚持”的韧劲和“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不折不扣抓好全

年工作目标任务落实，全力服务保障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罗小云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改革创新，着力夯实“三

个一”工作运行体系，打通做实“路线图”，推动职能部门依法

履职，树立“双向规范”导向，持续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要坚持系统观念，深化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注重

以“个案解决”推进“类案化解”，坚决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

攻坚战。要坚持大抓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

进县级综治中心“访调诉”一站式平台建设，提升矛盾风险防

范化解能力，有效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水平。要坚持党的

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强化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强化规范化信

息化专业化建设，夯实打牢信访工作齐抓共管大格局，开创全

省信访工作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本 报 萍 乡 讯 （全 媒 体 记 者邱玥）近

日，上栗县食品科技产业园内热闹非凡，

总投资 20 亿元 的 皇 家 小 虎“ 华 中 超 级 工

厂”项目开工，标志着上栗县食品产业发

展 迈 向 链 式 集 群 新 格 局 。 据 悉 ，该 项 目

建 成 后 ，预 计 年 产 值 可 达 20 亿 元 ，年 纳

税额可达 5000 万元。这是萍乡市积极打

造食品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

缩影。

萍乡市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

位优势，将食品产业作为全市“4+2”新动

能培育四大赛道之一，零食食品、辣味食

品、硒锌食品、地域食品、功能食品五大产

业集群齐头并进，一个“产业集聚、产品高

端 、产 值 百 亿 ”的 食 品 产 业 体 系 正 在 形

成。如今，萍乡市 25 家规上食品企业年营

收达 61.24 亿元，食品产业已成为全市经

济版图中一颗璀璨明珠。

萍乡市坚持“外引内培”双轮驱动，围

绕食品产业生产链、供应链、创新链等关

键环节，梳理出一批重点企业，建立“升规

入 统 ”企 业 清 单 ，分 类 指 导 、重 点 推 进 。

如 今 ，甘 源 食 品 等 领 军 企 业 发 展 高 歌 猛

进 ，广 东 元 宝、福 州 儒 康、长 沙 西 子 健 康

等 企 业 纷 至 沓 来 ，为 萍 乡 食 品 产 业 发 展

注 入 澎 湃 动 能 。 该 市 抓 好 招 大 引 强 ，立

足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围绕方便食品、功

能食品等“风口”产业，采取基金招商、定

增 招 商 、科 技 招 商 等 形 式 ，进 行 精 准 招

商。萍乡市食品科技产业园“一园六区”

也凭借其要素集聚优势，成为吸引项目的

强大磁场，项目从签约到落地、再到入驻

生产，无缝衔接。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快速成长，萍乡市

在全省率先推出“农贷通”金融服务产品，

目前已发放贷款 2.45 亿元，为 34 家食品企

业提供精准金融支持。江西省葛溪正太

禽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农贷通”融

资 1000 万元，完成了 3000 平方米现代化

养殖厂房建设，引进年存栏量达 10 万羽的

智能化蛋鸡养殖生产线，有效推进企业产

能扩张计划。同时，该市积极开展农产品

加工业数字化改造，按照“1+N”模式，建

设湘赣边食品现代产业研究院，加快建立

食品包装、数字化智库等分支机构，围绕

企业需求，攻关一批科研项目，助力企业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推动数字化改

造的服务商、院所、人才等资源与企业对

接，计划用两年时间对 35 家农业企业完成

数字化转型。

从产业布局到项目落地，从要素赋能

到 金 融 支 持 ，萍 乡 市 食 品 产 业 方 兴 未

艾。随着食品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甘

源食品为龙头的零食食品、以百约食品为

龙头的功能食品、以花蝴蝶和黄家将为龙

头的辣味食品等，均呈现蓬勃发展势头，

为萍乡市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乡

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如今，6 家国家

龙头企业、66 家省级龙头企业、7 个省级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编织成了一张紧密的

联农带农网。仅 2024 年 ，全市 35 家用工

30 人 以 上 的 企 业 就 累 计 安 排 就 业 岗 位

8276 个 ，让 农 民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增 收 致 富

的梦想。

分类指导 招大引强

萍乡五大食品产业集群齐头并进

2 月 27 日，位于南昌高新区的江西江铜龙昌精密铜管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产品源源不断下线，质检员正在检查产品质量。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我省1月空气、水环境
质量状况公布
29个县（市、区）PM2.5月均浓度达国家二级标准

本报讯 （吴雅雯 全媒体记者陈化先）记者从省生态环境

厅获悉：我省 1 月份空气、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布，全省细颗粒物

（PM2.5）月均浓度为 51 微克/立方米，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

85.1%，同比上升 0.9 个百分点。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监

测断面（点位）水质优良（一至三类）比例为 97.7%，与上年同期

持平。

全省 29 个县（市、区）PM2.5 月均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排名前十（出现并列一并列入）的依次为寻乌县、广昌县、安远

县、兴国县、宜黄县、全南县、南丰县、于都县、安义县、石城县

和贵溪市。

在水环境质量状况方面，我省主要河流中，大桥河水质为

良好，其余河流水质均为优。主要湖库中，鄱阳湖水质为良

好。赣江流域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断面（点位）水质优良比

例为 98.2%，同比上升 1.2个百分点。

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7.0%；“五河”和东江源头

保护区出水断面水质功能区达标率为 95.5%；入鄱阳湖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为 94.4%。

登记2253项，增长21.78%

江西2024年度科技成果
登记数量创新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旻）记者日前从省科技厅获悉：

2024 年，我省科技成果登记与转化工作成绩显著，全省科技成

果登记总量为 2253 项，增长 21.78%，成果总数创历史新高，科

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

全省创新成果丰硕。2024 年，全省科技成果登记总量达

2253项，其中，应用技术成果 1950项，增长 20.89%；基础理论成

果 302 项。科技成果研发经费累计投入 1448 亿元，登记知识

产权 4609 件，增长 13.83%。各设区市登记科技成果 1489 项，

占全省总量的 66.09%，增长 21.55%。其中，南昌、新余、宜春等

设区市表现突出，成为科技成果登记的主力军。这一系列数

据表明，我省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与产出均保持高质量增

长态势。

科技创新主体活力迸发。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

进一步凸显，2024 年完成科技成果登记 1140 项，占全省总量的

50.60%。成果完成人总人次达 1.57 万，增长 25.67%，其中 55 岁

及以下人员占比 91.64%，我省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年

轻化、高学历化趋势明显。

成果转化效益显著。2024 年，全省应用技术成果产业化

应用占比达 52.77%。企业完成的应用技术成果中，81.56%获

得经济效益，累计收入达 3589.89 亿元，科技成果在推动产业

升级、填补国内空白、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全省科技成果登记与

转化工作的优异表现，充分体现了我省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强

大活力与发展潜力。下一步，将继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