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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上勇争先”，习近平总书记

对江西的殷切嘱托成为赣鄱大

地上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

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极不平凡

的十年，也是江西干部群众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推动革命老

区大发展、大跨越的十年。

南昌狠抓“胡子工程”攻坚

销号行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区域性标杆城市；九江高标准

建 设 长 江 经 济 带 重 要 节 点 城

市；吉安“吉事即办”；宜春“事

事宜人”；景德镇“景快办、办德

好、镇暖心”；萍乡打造“最美转

型城市”；鹰潭建设全国城乡融

合改革发展样板区；新余大力

推进“民生集成”改革；上饶以

“人生十件事”集成联办，打造

“最有温度的改革”；抚州打造

“全市域通办”之城；赣州全面

打响“干就赣好”营商环境品牌

……赣鄱大地到处都是“活跃

跃的创造”。

十年来，江西全省上下聚

焦“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定

位 ，推 动 实 现 综 合 实 力 跨 越 ，

动 力 活 力 迸 发 ，城 乡 环 境 改

善，民生福祉提升，政治生态

净化。

十年来，江西主要经济指

标增幅持续保持在全国前列，

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4%，

总量由第十九位前移至第十五位。同时应当看到，发

展不足仍是当前江西面临的主要问题，实现“作示范、

勇争先”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赣鄱儿女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奋

力走出一条新时代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奋

力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展现引领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的江西作为，书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彩华章。

江西是一块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人民军队在这

里诞生，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开辟，是二万

五千里长征出发地之一……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江西一直在探索、在奔跑。4500 多万赣鄱儿女牢

记嘱托作示范、感恩奋进勇争先，坚持向好的学、与强

者比、朝高处攀，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一锤接着一锤

敲、一棒接着一棒跑，“人人谋发展、个个勇争先”的干

事创业氛围正在赣鄱大地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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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跨越 新期待R

“你们有什么困难和期盼，尽管提。”这是每

周五定期举办的“高新下午茶”政商茶叙中，江西

南昌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的开场白。

“ 一 场 茶 话 会 ，解 决 了 让 我 们 焦 头 烂 额 的

生 产 问 题 。”园 区 企 业 美 晨 通 讯 负 责 人 吴 中 军

感慨。

原来，这两年受疫情影响，美晨通讯手机机

构件辅料告急。获悉企业难处后，高新区对症下

药，派出招商小分队进行专项配套招商，争取到

模切材料供应商东莞远鸿公司来南昌发展。高

新区特批“绿色通道”，项目从洽谈签约、注册装

修、设备进驻仅用 1 个月时间。

2022 年以来，南昌高新区多措并举，不断完

善企业帮扶体制机制，构建了企业从注册落户到

发展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同时，进一

步畅通企业诉求渠道，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的服

务。今年 1—5 月，在去年高基数的前提下，南昌

高新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

西湖区全面实施提升政务服务满意度、降低

企业成本、企业家权益保护、涉企服务优化、作风

建设五大专项行动；南昌县坚持开展企业大走访

活动，做到“企有所呼、我有所应，企有所求、我有

所为”；安义县充分利用“财园信贷通”“科贷通”

“政商产业贷”等金融产品，避免企业流动资金因

贷款到期出现“断档”；新建区开发建设“新惠通”

惠企政策直通平台，做到政策兑现全程网办、不

见面审批、一次不用跑……

坚持以制度化的手段全面推进营商环境建

设，南昌组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强化对全

市营商环境工作的组织、协调、调度和督促；建立

了“每周一例会、双周一调度、每月一推进”的会

议机制和以营商环境评价 18 个指标责任单位为

督导对象的专项督导机制。

好的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2021
年，南昌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 6000 亿元新台

阶，比上年增长 8.7%。

精准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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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936.9 亿元，总

量保持江西省第一，不靠海、不沿边的革命老区吉

安市，近年来电子信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集

群被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打开山门，形成立体交通网络。昌（吉）赣高

铁、赣深高铁通车，井冈儿女圆了高铁梦；井睦、吉

莲等高速公路串珠成线，赣江航道三级通航，金庐

陵通江达海……全市铁路、高速公路、公路通车里

程 10 年分别增长 1.81、2.06、1.45 倍，为吉安插上

腾飞的翅膀。

吉安市紧盯产业基础薄弱等短板，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和工业强市重要战略，以创新引领

产业高质量倍增升级。聚焦电子信息首位产业，

做强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先进材料、绿色食品四

大主导产业，形成以“1+4”工业为重点、数字经

济为内核、高品质旅游为支柱，先进制造业与现

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十三五”期

间，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由 0.59%提升到 1.47%。2021 年，高新技术产业、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比 重 分 别 达

55.8%和 44.3%。

同时，吉安聚焦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

范区目标，丰富旅游产品、拓展旅游业态，将

红色文化与研学旅行、乡村旅游、文化创意

等融合，实现“时时游、处处游、四季游”。

目前，一个以井冈山为龙头，带动青

原、吉州、永新、万安、泰和、吉水

等县（区、市）一体发展的红色

旅游圈已初步形成。

创新引领，产业壮大升级
本报记者 郑少忠 杨颜菲

仲 夏 之 夜 ，暑 气 蒸 腾 。 江 西 省 上 饶 市 铅 山

县 葛 仙 村 景 区 内 众 妙 阁 广 场 上 ，游 人 如 织 。 蒙

蒙细雨中，近千名游客打着伞、穿着雨衣，驻足

观看水幕电影。

近年来，上饶以文化为引、以旅游为基，出台

《关于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实施文化

和旅游产业链“链长制”，积极打造浙皖闽赣国家

生态旅游协作区、婺源国家乡村旅游度假实验区

等五大平台，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文

化撬动旅游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今年 6 月，赣剧青春版《红楼梦》首演成功，弋

阳腔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放光彩。近年

来，上饶大力推动包括弋阳腔、婺源徽剧、铅山连

四纸制作技艺等 49 项非遗项目进景区。“在景区

开设非遗展馆，现场制作、生产、表演、销售传统手

工艺品，既能增强游客体验，还能助力非遗保护和

文旅消费。”婺源县文广新旅局局长方良福说。

与此同时，上饶大力实施文化旅游+农业、工

业、体育等，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在德兴市，依托

矿山遗址、矿冶文化，积极探索文化旅游+工业模

式，推出适合不同人群的科普研学游、休闲度假游

等旅游产品。在弋阳县，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先后

投资 4000 余万元，新建和改造了弋阳县漆工镇湖

塘村的方志敏足迹园等红色场馆，打造红色文化

教育模式。

目前，全市“大旅游”在建或拟建项目 247 个，

总投资额 2435.04 亿元。在加快打造世界文化旅

游目的地和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的道路上，上饶

行稳致远。

文旅融合，创造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王 丹

走进江西省鹰潭市信江新区周塘村，树木葱

茏，流水潺潺。前不久，半年一次的星级家庭评选

活动在村里举行，村民彭银山一家再次获评五星

家庭，奖品是 5 棵价值 500 元的苗木。“去年奖的 5
棵，今年已经开了花。希望明年这 5 棵也能开出

漂亮的花。”彭银山高兴地说。“我们通过设置移风

易俗等考核指标，组织评选，激发了村民的主人翁

意识。”村支书杨鹏华说。

近年来，鹰潭市以遏制高价彩礼和婚丧喜庆

大操大办为突破口，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倡导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喜事减办、小事不办；加大对婚介

组织、殡葬从业人员等人群的管理，规范登记注

册、政策培训、职业教育等流程，推行持证上岗。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搭建婚姻介绍所和殡葬

服务机构，明确收费项目、标准和服务承诺。鹰潭

市还通过组织“传家训 立家规 扬家风”、文明

家庭评选表彰等活动，将新习俗、新风尚、新文化

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移风易俗表面改的是旧规矩，实则改变的是

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鹰潭市委主要负责同

志说，坚持将移风易俗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结合，让向善向上、文明守法成为社会的主

流。如今，鹰潭志愿者注册人数 20.3 万人，占当地

常住人口比例 17.5%；全市 67 人获评“中国好人”。

移风易俗，弘扬核心价值观
本报记者 周 欢

无人喷涂、“熄灯”焊装，走进位于江西省宜春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合众汽车全生态智慧工厂，

工业智造的图景生动上演。基地负责人林伟义

说，依托本土丰富锂矿和头部锂电企业，在宜春布

局整车制造基地势在必行。

坐拥储量丰富的多金属伴生锂云母矿，通过

技术攻关将锂云母资源转化为能与海外锂辉石相

竞争的优质资源。去年以来，宁德时代、国轩高科

在宜春分别投资两大“超百亿”项目，行业巨头纷

至沓来，推动宜春在新能源赛道上强势领跑。从

美名远扬的“赣中粮仓”到越叫越实的“亚洲锂

都”，宜春实现华丽转身。

深挖“硬资源”，离不开优化“软环境”。设立

50 亿元的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打造

“一企来”平台，确保企业诉求“接诉即办”；在全省

率先建立“指标长”机制，市领导督办“政企圆桌会

议”上即时收集、反馈的企业问题……“从考察到

开工，123 天；从建设到投产，不到 1 年。”企业负责

人感慨从“宜春速度”中感受到了“宜春诚意”。

延链、补链、强链，需要平台和人才的牢固后

盾。今年 6 月，宜春与江西理工大学共建锂电新

能源产业研究院，目前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 1 家、

省级创新平台 23 家，着力破解产业发展技术瓶

颈。引进 260 多位高端研发人才，安排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 2 亿元，“产业人才筑链行动”助推“招生

即招工，进校即进企”，一项项举措为产业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宜春市抢抓风口，加快打

造“全链条、全绿色、全球样板”锂电产业标杆。截

至 5 月 30 日 ，宜 春 共 有 锂 电 新 能 源 产 业 链 企 业

142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15 家。预计到 2025
年，全市锂电产业规模将突破 8000 亿元。

串“锂”成链，打造样板标杆
本报记者 王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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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赣州国际陆港一片繁

忙景象，港口开行的中欧（亚）班

列覆盖中亚五国及欧洲 20 多个

国家。

邹忠辉摄

图②：江铜集团南昌高新产

业园，一卷卷铜箔产品不断下线。

梁振堂摄

图③：电力工人在国家“西电

东送”工程雅湖± 8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江西段）中施工。

徐 铮摄

图④：宜春市上高县新界埠

镇高标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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