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 济

确保春耕生产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

莹）“购买种子一定要认准审定编号，保

留好凭证，这是维权的重要依据。”3 月

5 日，赣江新区永修组团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执法人员胡乐在农资市场检

查时，反复提醒农户。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期，该组

团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严查种子、

农药、化肥等产品质量，为春耕生产筑

牢防线。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农资市场、

门店及生产企业，严查种子审定编号、

种植区域适配性及二维码信息，把好

“源头关”；核查农药成分、生产日期及

禁用情况，严防假劣产品入市；抽检化

肥养分含量、登记证号及标识，打击虚

假标注行为。同时，通过核验经营台

账，督促整改不规范记录，确保农资流

通全程可追溯。截至目前，累计出动执

法人员 80 余人次，检查农资经营门店

50余家。

本 报 会 昌 讯 （全 媒 体 记 者曹章

保 通讯员华辛明）3 月 4 日，在会昌县

小密乡工厂化育秧中心，两条水稻育秧

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工人们娴熟地将

一个个空秧盘整齐有序地放上传送带，

机器自动装填营养土、喷水、播种、覆

土。育好的秧盘堆叠摆放，进行催芽，

经过 36 小时后，工人们再将秧盘送往

温室大棚进行集中培育。

“ 传 统 的 人 工 育 秧 费 时 又 费 力 ，

如碰上恶劣天气，秧苗成活率低。工

厂化育秧能保证水肥、温度、湿度，育

出 来 的 秧 苗 更 健 壮 、更 均 匀 ，能 确 保

早 稻 生 产 顺 利 进 行 。”会 昌 县 小 密 乡

工厂化育秧中心负责人赖华英介绍。

为切实做好今年早稻生产工作，会

昌县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扶持，大力实

施科技强农、农机强农举措，积极推广

良田良种良技良机良制集成技术，组织

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对早稻育秧等

关键技术环节进行指导，全力推进传统

育秧向工厂化集中育秧转变。同时，进

一步落实粮食生产各类奖补政策，提高

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全力保障春耕生

产。今年，该县计划种植早稻 13.74 万

亩，目前，该县 21 个水稻工厂化集中育

秧中心陆续投入生产，可满足全县 10
万亩早稻机插秧苗的需求。

21个水稻工厂化集中育秧中心投产

永修组团严打假劣农资护航春耕

▼3 月 5 日，在湖口县武山镇西桥村佳禾上品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的万亩育

秧中心，工人们正忙着早稻集中育秧。 通讯员 郑飞华摄

▲受天气影响，峡江县引导农民加强田间农作物防寒保暖管护，确保春季农作

物丰产丰收。图为 3 月 4 日农技员（左一）在峡江县罗田镇罗田村查看农作物生长

情况。 通讯员 宋靖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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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饶讯 （全媒体记者余燕）2 月

25 日 ，记 者 走 进 位 于 上 饶 经 开 区 的 江 西

安 驰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只 见 车 间 内

各 条 生 产 线 满 负 荷 运 转 ，工 人 正 紧 张 进

行 正 负 极 片 制 备 、卷 绕 、入 壳 、电 芯 烘 烤

和注液等操作。公司品质部经理刘鑫介

绍 ，2 月 上 旬 ，一 批 价 值 200 多 万 元 的 储

能 电 池 包 等 产 品 已 从 公 司 发 往 上 海 港 ，

通过海运出口印度。在巩固欧洲等市场

的同时，公司今年新开拓了印度、缅甸等

市 场 ，目 前 正 加 班 加 点 赶 制 一 批 价 值

1000 多 万 元 的 车 用 电 池 包 等 新 订 单 ，预

计 4 月左右出海。

作为江西“东大门”，电动载人汽车、

锂 电 池 、太 阳 能 电 池 等 上 饶“ 新 三 样 ”产

品 出 口 表 现 持 续 亮 眼 。 据 海 关 部 门 统

计 ，2024 年 ，上 饶 市 外 贸 出 口 额 达 368.6
亿元，总额位居全省第三，其中“新三样”

产 品 出 口 额 达 222.7 亿 元 ，占 全 省“ 新 三

样”出口的 74.9%，交出了一份不凡的“绿

色答卷”。

近 年 来 ，上 饶 积 极 培 育 经 济 新 增 长

极，加快发展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

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产业规模迅速壮大，

晶科能源、蜂巢能源等企业“出海”步伐不

断 加 快 。 为 助 力 企 业 降 本 增 效 、走 向 全

球，上饶从完善基础设施、搭建开放通道

以 及 加 大 帮 扶 力 度 等 多 方 面 推 出 举 措 。

目前，上饶综合保税区基础和监管设施已

通过预验收，正聚力加快招引一批成长性

好、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保税+”优强

项目；我省建成的首个“飞地港”项目——

福州（宁德）港上饶码头 3 月将正式开港；

鄱阳港区角子口作业区综合码头投入运营，

为上饶港首座按现代化标准建设的千吨级

货运码头。2024 年，上饶共开行上饶—宁

波“海铁联运天天班”555 趟，发运集装箱

4.65 万个标箱。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口

岸平台的不断优化，为“新三样”出海提供

了硬支撑。

上饶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生产基

地，头部企业晶科能源一直是上饶外贸出

口市场的主力军。为推动以光伏产业为

领军的“新三样”加速出口，上饶海关成立

专家组精准实施“一链一策”。在晶科能

源智能化车间，每小时 1.6 万片高效电池

片正源源不断下线。“海关的全天候精准

服务让我们吃下‘定心丸’。”该企业关务

负责人李静介绍，通过量身定制的属地通

关方案和 RCEP 享惠方案，去年企业物流

成 本 降 低 约 5%，中 东 地 区 出 口 增 长 70%
以上。

依托通关便利化“组合拳”，上饶海关

设立“新三样”专属通道，提供全天候通关

保障。针对锂电池产业，上饶海关成立由

多名业务能手组成的锂电池智库组，动态

跟踪国际技术标准演变，助力企业突破欧

盟 CBAM 碳关税等技术壁垒。目前，安驰

能源、蜂巢能源等龙头企业已带动 90 余家

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集群，产品远销德国

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培育“经认证

的经营者”（AEO）高级认证企业，实现国

际通关效率提升 50%，为“上饶制造”出海

铺设快车道。

壮大新兴产业 促进通关便利

上饶“新三样”点燃出海强引擎

本报九江讯 （全媒体记者周亚婧 通

讯员芦梓君、罗烜）新 港 镇 杨 家 场 村 通 过

发 展 瓜 蒌 产 业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15 万 元 ；

赛阳镇汤桥村通过流转土地发展金丝皇

菊 等 产 业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近 20 万 元 ；威

家 镇 积 余 村 利 用 新 农 村 建 设 ，大 力 发 展

“ 乡 村 旅 游+民 宿 经 济 ”，集 体 经 济 增 收

16 万元……九江市濂溪区探索实施村级

集 体 经 济 倍 增 行 动 ，发 挥 区 、乡 、村 三 级

联 动 作 用 ，建 强 组 织 基 础 、推 动 抱 团 发

展 、培 优 特 色 产 业 、拓 展 多 元 路 径 、深 化

联 农 带 农 ，形 成“ 村 村 有 项 目 、户 户 能 增

收”的良好局面。

濂溪区通过选派 29 名驻村干部到村

帮扶，不断提高村“两委”班子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的组织协调能力，扎实开展后备力

量培育储备工作，储备本地大学毕业生、

农村致富带头人、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

等后备人选 112 名，为村级组织队伍注入

“源头活水”。同时，该区先后出台《关于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规划》等文件，着力做好土地流

转、“三资”监管、激励资金落实等工作，为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为解决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

“小、散、弱”等问题，濂溪区构建“镇村联

合，抱团发展”模式，由镇级统筹，搭建村

级 集 体 经 济 孵 化 平 台 ，通 过 镇 级 统 筹 运

营 ，各 村 共 享 资 源 、联 合 行 动 ，抱 团 参 与

市场经营，先后打造新港镇产业孵化园、

高 垅 乡 双 垅 村 现 代 农 业 观 光 园 、虞 家 河

乡 山 湖 村 综 合 大 楼（丽 枫 酒 店）等 13 个

项目，年总收入达 1800 万元。同时，该区

大 力 推 进 强 村 带 弱 村 模 式 ，引 导 产 业 发

展 好 、帮 带 能 力 强 、增 长 势 头 足 的 12 个

强村开展结对帮扶，通过项目合作、延链

补 链 等 方 式 ，带 动 薄 弱 村 发 展 壮 大 村 级

集体经济。

濂溪区以特色产业融合发展为基本

依托，通过产业链延伸、产业功能拓展，以

及资本、技术、资源等要素集聚，促进农业

生产与休闲旅游等服务业有机整合、紧密

相连，大力发展特色富民增收产业，基本

形成“一村一品”格局。此外，该区大力推

广“公 企+农 户+基 地 ”和“村 集 体+村 干

部+种植大户”等模式，联农带农，累计发

展合作社 57 家、产业帮扶基地 60 个，辐射

带动 2 万余名群众参与乡村产业生产经

营，形成了群众增收、集体受益、产业增效

三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村村有项目 户户能增收

濂溪区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

江西发放首笔“数转贷”贷款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晖）日前，由我省金融机构支持贵

溪广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转型的首笔“数转贷”500
万元成功放款，标志着“数转贷”支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正式落地见效。这是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融资支持政策助

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迈出的关键一步。

为贯彻落实我省“1269”行动计划、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

施方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联合推出江西省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政策性信贷产品“数转贷”。该产品采取贷款贴

息、担保保费补贴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支持力度，降低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融资成本，解决企业

“智改数转网联”过程中采购设备、软件、数字化诊断、设备集

成和相关服务的资金需求，为助力我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

型注入关键性资金要素。

我省94家企业参展
第33届华交会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殷琪惠）第 33 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

易会（以下简称“华交会”）于 3 月 4 日在上海落幕。记者从省

商务厅了解到，本届华交会，江西交易团携 94 家企业、115 个

展位，参展类别覆盖服装服饰、纺织面料、家庭用品、装饰礼品

等专业展，意向成交金额比上届实现稳步增长。

本届华交会，我省积极组织企业参与专场采购对接会，覆

盖东南亚、日韩等重点市场。通过“展会+对接会”联动模式，

江西乐昇合成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参展企业快速结识境外采购

商并达成多项合作意向。此外，江西大圣塑料光纤有限公司、

赣州科盈结构陶瓷有限公司、江西简一上品收纳用品制造有

限公司等三家企业凭借技术突破与设计创新，荣获大会产品

创新奖，成为江西交易团“硬核实力”的缩影。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以本届华交会为契机，深入开展多元

化国际市场开拓行动，支持企业参加重点境内外展会，积极对

接全球采购商资源，推动我省“赣贸优品 惠通全球”系列供采

对接活动办出成效，持续帮助我省企业开拓外贸发展空间。

南昌市公共数据资源
登记平台上线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日前，记者从南昌市政

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获悉：3 月 2 日，南昌市公共数据资源登

记平台上线试运行，并在平台上完成了首笔公共数据产品登

记。这标志着南昌在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程中迈

出了坚实一步。

南昌市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是我省首个上线的同类平

台，聚焦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重要民生领域，率先在

市属国有企业中开展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工作。其目标是实现

公共数据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有效利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有价值的数

据集合，均可通过该平台进行数据资源登记。此举有助于清

晰掌握公共数据资源的分布情况，规范数据资源的集中登记

和统一管理，并提高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效率。

据了解，南昌市以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持续深入推

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完善数据资源体系，促进各

类数据的融合应用。该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将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空

间，赋能生产生活的各类场景，如普惠金融、文化旅游、电子信

息、医疗健康等领域。

景德镇百家酒器企业
成立协会抱团发展

本报景德镇讯 （全媒体记者王景萍、李政昊）2 月 28 日，

景德镇市酒器产业协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景德镇陶

瓷酒器企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名酒生产企业等共襄发展盛

举，共叙未来新篇。

近年来，景德镇陶瓷酒器产业发展迅速，目前已总计有陶

瓷酒器企业近百家。为加快陶瓷酒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品

牌化发展，该市大力推动实施“名酒+名瓷”联动发展战略，引

导陶瓷酒器企业成立协会抱团发展。据介绍，今后，景德镇市

酒器产业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景德镇陶瓷酒

器企业与中国名酒企业深度合作，引领陶瓷酒器企业深耕陶

瓷细分赛道，推动产业从传统制造向“文化智造”跃升，助推景

德镇日用陶瓷规模化、集群式发展。

近日，位于南昌高新区的江铜铜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们正全神贯注地赶制订单。

本报全媒体记者 张翰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