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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152 公里的“黄金水道”宛如一条

玉带，串联起两千年历史文化名城的风韵。

江面舳舻相接，绿道游人如织，岸边工

商繁茂，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展

开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景图。

从琵琶亭出发，溯江而上，游览锁江楼，

再访浔阳楼，这条不到 3 公里的路线，既见

沿线的生态风貌，又见文史景观与现代建筑

交相辉映。“这两年，我养成了晨跑的习惯。

江边空气清新，游步道也宽敞，跑起来特别

舒服。”市民陈成告诉记者，清晨，他总会沿

着这条线路来回跑 6公里，三座名楼成了他

的打卡坐标。晨光中，古楼与江水相映成

趣，路边花草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令他神清

气爽。“晚上这里更热闹，散步的、跳舞的，大

家吹吹江风，看看夜景，很是惬意。”陈成说。

“让长江沿岸成为最亮丽的风景线”，

这是九江全市上下达成的共识。2022 年，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建设正式启

动，以长江为轴，在满足市民、游客生活休

闲需要的同时，串联起风景名胜、文物古

迹、人文景观，进一步盘活沿江文旅资源。

一期、二期项目分别于 2023 年 1 月和 4 月对

外开放，三期项目于 2024年 9月开工建设。

晴好天气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

区段三期项目施工现场一片忙碌，工人抢工

期赶进度，分工明确，井然有序。“目前，我们

正在进行滨江西路道路、堤外护岸、生态景

观提升等工程施工，项目计划 2026年 9月完

工。”项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说。

临江见江，还江于民，是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九江城区段三期项目的重要任务。三

期项目总长度约 6.5 公里，范围从环城路口

至经开区新开河口岸线，主要建设内容为

贯通滨江西路、拓宽堤顶道路、治理堤外滩

地、打造景观节点、完善沿线配套设施等，

打造“一带、三区、八大节点”，呈现丰富多

彩、独具九江特色的“最美长江岸线”。

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的

逐步完善，一条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沿江景观带已成为城市新

地标。今年春节期间，在这里举办的 2025
年九江市龙狮灯彩大赛、浔阳楼水浒评书、

琵琶亭民乐表演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体验，不仅

展示了九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

风情，也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感受传

统节日氛围的好去处。

在湖口县石钟山景区改造项目现场，

工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基础设施品质提升

和游客服务中心建设。该项目以提升石钟

山核心景区品质为基础，同步推进湖口县

“山、江、湖”生态文明展示园建设。改造完

成后，石钟山景区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

方来客，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按照“千年文化、串珠成链，创意重现”

的方式，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以传承

千年文脉为主线，将沿途文化景点串珠成

线，围绕 152 公里岸线重点规划了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一二三期、瑞昌市铜

岭铜矿考古遗址公园、湖口县“山、江、湖”

生态文明展示园、彭泽县滨江文旅融合展

示项目等，打造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符合

现代审美需求的公共空间，让文化体验变

得生动有趣。

如何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

好，是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

课题。我省多次召开规划编制工作座谈

会，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并充分吸纳有关

意见的基础上，形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

西段建设保护规划》初稿，将九江、南昌、景

德镇、上饶等城市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范围，构建以“人文圣山”庐山、中国第

一大河长江、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为

代表的大山、大江、大湖组团。

以“生态优先、文化引领、区域联动、融

合发展”为原则，江西持续展现大山、大江、

大湖的独特魅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注入文化动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贡献智慧。

“科技副总”，穿梭于高校科研院所实

验室与企业生产线之间，帮助企业攻克技

术难题，成为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关键

变量”。

2024 年，省科技厅会同省教育厅、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启动开展“科技副

总”相关工作，支持引导省内规上企业面向

省内外高校、省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引聘“科

技副总”，创新柔性引才新模式，有效推动

科技创新、企业发展、人才成长“三链”共

振，实现企业发展与人才发展双向奔赴。

既要懂产业，也要懂创新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对于我省

“科技副总”们来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

句话意义非同寻常，他们铆足干劲为企业

起好步、开新局。

2 月底，春寒料峭，“科技副总”闵欣在

春风中开启了“送智之旅”。闵欣博士毕业

于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专业，是九江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的教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

省科协推荐首批服务企业的“科技副总”。

在南昌良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良良实业）的职工创新工作室里，良良实业

健康睡眠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肖

春艳正与闵欣围绕产品研发展开深入研

讨。闵欣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深度

参与良良实业的研发工作。2024 年，良良

实业联合闵欣等高校及科研院所专家，共

同开展“新型纺织物绿色抗菌柔软一体化

助剂创制以及产业化应用”项目取得重大

突破，获得科学技术成果评价报告。闵欣

在这一助剂研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堪称项目的“科技智囊”。闵欣向记者介

绍：“运用该助剂生产的产品，在舒适感与

安全性上优势突出。目前，团队还在持续

拓展助剂功能，如除臭功能的开发等，未来

应用前景极为广阔。”

同样在新春过后忙着“送智”的，还有

省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王日昕博士。

王日昕是省科学院派驻江西省华赣恒

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赣恒昊）

的“科技副总”。今年 1月，华赣恒昊举行了

“科技副总”聘任仪式，不过，王日昕团队投

身华赣恒昊项目的科技服务工作，已经超

过两个年头。

“我原是省科学院‘产业特派团’的一

员，自 2022 年起，我们团队对接服务华赣恒

昊，从项目环评初设、工艺路线制定，到设

备选型采购等等，我们见证了项目从图纸

成为现实的全过程。”王日昕对记者说，“如

今企业即将开工生产，我也正式成为企业

‘科技副总’，当前工作重点是与企业技术

总监共同确定最优化的生产工艺。”

“科技副总”这一角色，既需深谙产业

发展脉络，又要精通科技创新之道。他们

宛如一座桥梁，一端紧密连接着企业生产

线 ，另 一 端 连 接 着 高 校 及 科 研 院 所 实 验

室。为了推进科研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去

年，省科技厅坚持严格标准、人岗相适，会

同指导各地各有关单位扎实做好需求征集

匹配、洽谈磋商、聘任上岗等工作，支持引

导首批 181 名科研人员受聘于省内规上企

业，担任“科技副总”。在省级“科技副总”

计划引领下，各地纷纷响应，启动实施“科

技副总”项目。“科技副总”正逐步成长为企

业创新发展的“智慧引擎”，为我省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徐长江，身兼省科学院首批“科技副

总”与“百名博士入园强企”产业特派团成

员的双重身份，为企业谋篇布局。作为“科

技副总”，徐长江被派驻至江西金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化工），带领科

研团队全力攻克企业面临的“卡脖子”技术

难题，有力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

回溯过往，早在 2021 年省科学院开展

的“百名博士入园强企”工作中，徐长江便

与金泰化工建立紧密联系。彼时，金泰化

工生产的异辛酸在高档涂料和油墨行业市

场需求旺盛，然而企业创新发展之路却深

陷“痛点”。在化工领域，异辛酸的工业合

成主要存在两种方法：其一为传统的异辛

醇氧化工艺，此方法不仅产量受限，而且面

临三废问题，难以满足企业扩大生产与绿

色发展的双重需求；其二则是醛氧化法合

成 2-乙基己酸，该方法工艺路线合理，具

有消耗低、产品质量稳定且产率高等显著

优势，却因关键技术瓶颈，发展道路阻碍

重重。

徐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打

破这一技术僵局，自 2023 年起，团队向异

辛酸新生产工艺发起技术攻关。历经无

数个日夜的钻研与探索，终于取得重大技

术突破。随即，省科学院与金泰化工就醛

氧化法合成异辛酸生产工艺项目进行签

约。如今，该项目试验稳步推进，即将迈

入中试阶段，有望为金泰化工带来全新的

发展契机。

在省科学院产业处处长刘峰看来，徐

长江团队助力企业解决了醛氧化法合成异

辛酸的生产工艺问题，并与企业签署了合

作协议，这是省科学院落实“科研项目源于

生产一线、成果转化至生产一线、科研平台

搭建在生产一线、科研人员成长于生产一

线”理念的具体实践。

突破壁垒的“关键一招”

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链较

为紧张，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且研发周期长、见效慢，难以承担长

期高额的科研成本。作为社会稀缺资源的

高端科技人才，对中小企业突破发展瓶颈

至关重要，但两者对接存在壁垒，“科技副

总”成为突破壁垒的“关键一招”。

华赣恒昊首席技术总监倪勇胜向记者

介绍，作为一家绿色科技环保企业，华赣恒

昊专注于铝灰渣的资源化回收利用，生产

铝酸钙等产品。鉴于市场对工艺有着极高

要求，仅依靠企业自身研发人员，难以实现

工艺革新。目前，企业借助“科技副总”团

队，全力攻坚在短回转炉中生产铝酸钙材

料等技术，力求达到国内一流氧化铝企业

的技术标准。

肖春艳向记者介绍，良良实业作为南

昌市轻工纺织产业链上的重要企业，每年

在研发方面投入很大，然而研发人才依旧

短缺。以新型纺织物绿色抗菌柔软一体化

助剂的研发工作来说，该项目汇聚了众多

高校的博士人才，他们与企业携手攻关，才

取得了科技成果，有力推动了企业产品的

持续升级。

省科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的

理念，在产业特派团“百名博士入园强企”

工作基础上，该院遴选出有能力的博士担

任“科技副总”，专门出台 10条支持措施，给

予“科技副总”项目申报、绩效考核、收益分

配等优惠政策，让“科技副总”助力企业提

升创新能力。目前，省科学院精心选聘 14
名博士人才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派驻

的“科技副总”已助力企业获得省科技发明

奖 1项，帮助企业改善 5项生产工艺。

省科协相关部门负责人曹勇表示，省科

协与高校院所广泛合作，分专业分领域建立

专家人才储备库，组团深入工业园区企业，

精准摸排创新难题 45个、项目需求 27项，将

“专家人才库”和“企业需求库”科学匹配。

“科技副总”扎根企业一线，凭借自身专业知

识和科研能力，为企业解决诸多关键技术难

题，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加速器”。而企业

为“科技副总”施展抱负提供了成果应用“试

验田”，让科研“有的放矢”。省科协启动推

荐“科技副总”入企工作以来，深度参与企业

科技创新，协同攻关解决关键技术难题 45
个，实现成果转化21项。

3 月 10 日 ，

南 丰 县 琴 城 镇

桥 背 村 安 置 房

项 目 建 设 现 场 ，

建设者们正加紧

施工。

通讯员 谢 东摄

开栏的话

春 暖 花 开 时 ，我 们 与 一 个 温 暖 的 名 字

相 约 ——雷锋。

62 年前，《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向雷锋同

志学习”亲笔题词，掀起了全国性学习弘扬雷锋

精神的热潮。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

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中华儿女的心灵。

据统计，江西荣登“中国好人榜”人数历年

来名列前茅，这些闪亮的名字背后是无数个感

人故事。普通的善行，坚持不懈便能积小善为

大善；平凡的岗位，恪尽职守也能书写非凡的精

彩；汇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于无声处闪耀光辉，

于无形中影响深远。一代代“雷锋传人”，像一

颗颗赤诚的精神种子，把雷锋精神播撒在赣鄱

大地，生根发芽、发展壮大。

本报今起推出专栏报道“穿越时空的‘雷

锋’印记”，通过讲述“60 后”到“00 后”跨越 5 个

年代人物代表的故事，展现雷锋精神在新时代

的多样性和生命力。

“剪纸真是太有趣了 ，一张红

纸能剪出这么好看的图案。”在新

余市渝水第三中学，每逢周末总能

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今年 56 岁的李

幼莲老师手执红纸银剪，带着一群

孩子在学校留守儿童公益兴趣班

学习剪纸技艺，一张张红纸在他们

的巧手中翻飞起舞，变幻出各种各

样的吉祥图案。这个兴趣班，不仅

是传统技艺的传承地，也是新时代

雷锋精神在教育领域的生动实践。

“从小时候系着红领巾帮老人

打扫卫生，到师范毕业从事教育工

作 ，雷 锋 精 神 始 终 激 励 和 影 响 着

我。”作为“60 后”教育工作者，李幼

莲将雷锋精神的“钉子”品格深深

镌刻在教育生涯中。从 1990 年走

上讲台开始，她先后在城郊、边远

山区、城区的学校任教，用爱的脚

步 丈 量 教 育 温 度 。 在 渝 水 三 中 ，

90%以上的学生是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而且很多是留守儿童。为更好

地解决孩子们周末和寒暑假无人

照看的难题，她主动请缨为留守儿

童开办剪纸、书法、舞蹈等兴趣班，

并筹措资金建设留守儿童书屋，组

织教师与他们结对帮扶。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

是用爱与关怀温暖每一个孩子的

心灵。”说 起 缘 何 帮 助 留 守 儿 童 ，

李幼莲告诉记者，2019 年的一天，

校 园 里 一 个 瘦 小 、神 情 落 寞 的 学

生 小 宇 引 起 了 她 的 注 意 。“ 放 学

后 ，我 跟 随 他 到 家 进 行 家 访 。 虽

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走进那间简陋

的出租屋时，我的心还是被深深刺

痛 了 。”原 来 ，小 宇 的 父 母 早 已 离

异，他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而

爷爷奶奶经常在外务工，没有时间

照顾和陪伴他，小男孩变得沉默寡

言 ，学 习 成 绩 也 不 理 想 。 见 此 情

景 ，李 幼 莲 经 常 去 小 宇 家 中 陪 伴

他，教他学习和做家务，成了他的

“老师妈妈”，渐渐地让他重拾信心，不仅学习进步了，

人也变得乐观开朗。

受此启发，李幼莲牵头成立了渝水三中留守儿童

志愿服务小分队，后来又在学校的支持下开办了公益

兴趣班，以剪纸、书法等艺术为媒，为孩子们开辟情感

表达的窗口，给他们搭建一个温馨的“家”。每逢传统

佳节，志愿服务小分队的教师们都与孩子们一起度过，

用爱和陪伴填补他们心中的空缺，在他们心中种下感

恩与希望的种子。

“如果说教育是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么传承

雷锋精神就是用一簇火点燃另一簇火，让奉献的微光

化作燎原的星火。”在李幼莲的影响下，许多孩子利用

课余时间跟着她从事志愿活动，从为社区独居老人打

扫卫生，到融入渝水区总工会伍斌劳模志愿服务队，一

起开展社区便民服务、“颐养之家”爱心助老等丰富多

彩的公益活动，孩子们在爱的滋养下茁壮成长。截至

目前，李幼莲牵头发起的留守儿童志愿服务小分队及

公益兴趣班，累计惠及学校 300 多名留守儿童，受到社

会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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