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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笔直的柏油马路穿
村而过，干净整洁的民房错
落有致；精品果蔬园里挂着
不同品种的蜜瓜，前来购买
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脐橙园
里 硕 大 的 赣 南 脐 橙 已 经 开
摘，订单纷至沓来……江西
省赣州市上犹县安和乡富湾
村，村容村貌和美宜居，产业
蓬勃兴旺，村民们安居乐业，
处处洋溢着幸福的气息。

我担任富湾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已经快 6 年
了，这些年，富湾村从曾经的
深度贫困村变成了真正的“富
湾”村，可谓“脱胎换骨”。这
一切，我亲眼见证并有幸参与
其中。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军
旅生涯塑造了我对党和国家
无限的忠诚与热爱。退役后，我多年在外从
事机械加工行业，收入颇丰。2017 年，我毅
然返乡，决心为建设家乡出一份力。

回乡后，经过选举，我当选富湾村党支
部书记。上任后，面对原先村里党组织软弱
涣散、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产业基础薄弱等

“烂摊子”，我没有退缩。我从村干部队伍建
设入手，通过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推动村
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规范党组织生活，实行
党员网格化管理等方式，潜移默化影响了党
员和群众的作风言行，久而久之民风得到了
改善。

我多次召集村干部和群众商讨，最终决
定发展大棚蔬菜种植产业。富湾村建起了110
亩钢结构大棚蔬菜基地，吸纳近百人就近就
业，实现人均每月增收 1500元。2020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首次突破 30万元，老百姓真真
切切地共享到发展成果。

我们村还组建了“先锋银行”，村民们通
过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等方式获得积分，用积
分可兑换各种生活物资。这样一来，村民们
参与各项活动有劲了。我们还兴办了“孝老
食堂”，不仅解决了留守老人的吃饭难题，而
且成为丰富村民精神生活的好场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接下来，我将继续扎根富湾村，推动村
里做大做强“四季果蔬”“脐橙”“富硒水稻+
食用菌”等特色产业，继续打造“党建振兴
体验”和“生态产业研学”两条参观游览路
线，在建设和美乡村示范村的同时带动更多
群众增收致富，带领村民奔向更加美好的新
生活。

（作者康宽军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江西省赣
州市上犹县安和乡富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融入大湾区 激发新活力
周 欢

赣州市位于江西省南部，毗邻粤港澳大湾
区。近年来，赣州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致力于打
造革命老区与大湾区合作样板区。目前，赣州的

“融湾”努力已经初见成效。通过与大湾区的合
作，赣州实现了经济转型升级，新能源、电子信
息等新产业的引进和发展为老区带来了新活力。

同时，赣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突出特色产
业，在与大湾区合作中找准定位和发展路径。赣
州在“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诗与远方”
等方面参与合作，也为大湾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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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社会科学院
汇编出版《黄河生态文明论》
本报电 （付道磊）“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2023

年·经济学）：黄河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近日在山东
省济南市举办。该论坛连续5年落户济南，论坛由济
南社会科学院承办。5年来，内容丰富、观点独到的
论坛成果不断涌现。济南社会科学院以此为基础汇
编出版了《黄河生态文明论》一书。

今年的论坛聚焦“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美丽中国”主题，来自国家有
关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机构专家学
者及企业界代表200余人与会。

近年来，济南社会科学院聚焦济南强省会建设
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决策咨询、理论研究、学术交
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2023年，济南社会科学院
组织科研队伍精心编撰出版了 《济南人才蓝皮书》

《济南历史文化故事》《济南文化论丛 （第八辑）》
《济南城市软实力研究报告 （2023）》等著作。

记者手记▶▶▶

跨“粤”山水去融“湾”
——江西省赣州市打造“老区+湾区”合作典范

本报记者 郑少忠 周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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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惠企政策兑现窗口。 郭先明摄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惠企政策兑现窗口。 郭先明摄

近七成招商引资项目来自粤港澳大湾区；被
认定为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84家；151个
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一次办
成”……一组组亮眼的数据，见证江西省赣州市深
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步伐。

赣州是江西对接融入大湾区的最前沿，是大湾
区联动内陆发展的直接腹地。近年来，赣州聚焦打
造革命老区与大湾区合作样板区、内陆与大湾区双
向开放先行区、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创新区和大湾
区生态康养旅游“后花园”的“三区一园”定位，
全面对接、融入、服务大湾区发展，大力推动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产业互补、市场融合、资源共享，
加快建设对接融入大湾区“桥头堡”，着力打造

“老区+湾区”跨省区域合作典范。

产业对接，参与大湾区产业分工协作

走进赣州科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只见生产车间内的
工作人员正操作着钻机、VCP电镀等机器，生产高密度多
层电路板。“科翔电子主攻光伏、新能源特种PCB产品，牵
头成立 PCB产业创新联合体，推动深圳大族数控等装备头
部企业落户。”赣州市信丰县工信局局长陈凌云介绍，围绕
PCB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主导产业，信丰县积极融入大
湾区产业分工协作，吸引天能集团、景旺电子等一批龙头
企业先后进驻，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有紧密联系的产业链
和供应链。

与信丰县相邻的龙南市，立足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强
招商、补链条、拓市场，加快赣粤边区域产业合作示范区
以及 5G 智能科技园、智能装备产业园、锂电产业园建设，
形成与大湾区新兴产业集群联动发展的高端产业协作区，
与大湾区同频共振。赣州 （龙南） 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城的
152 家企业中，70%以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其中，5 家产
业链头部企业已经实现增资扩产。

近年来，赣州围绕现代家居、有色金属、电子信息、
纺织服装、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医药食品等“1+5+N”
主导产业，主动与大湾区深度对接，着力打造承接大湾区
产业转移创新区，加快构建形成与大湾区紧密协作、优势
互补、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赣深高铁的通车运营、瑞梅铁路和长赣铁路的开工建
设，雄信高速和寻龙高速公路的建设与通车，大大缩短了
江西与广东的距离。“赣州已成为大湾区企业抢滩入驻的发
展热土。”赣州市商务局局长杨小妹说，我们常态化开展

“粤企入赣”活动，擦亮“粤企入赣”品牌，成功引进吉利
科技、格力电器、佳纳能源等一批龙头企业进驻赣州。

一串串数据、一个个项目，见证了赣州推进“桥头
堡”建设的强劲势头。据统计，2020年以来，赣州引进大
湾区 （含珠三角地区） 开工纳入统计项目超800个、金额突
破2000亿元。

平台共建，加快构建双向开放先行区

前不久，满载50个集装箱、15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出
口专列从赣州国际陆港出发前往广东深圳港盐田港区。这
批新能源汽车价值约 1800万元，通过铁海联运“五定”班

列运抵盐田港区后，“坐船出海”运至荷兰鹿特丹。
“赣州国际陆港每天都有铁海联运班列开往大湾区，往

返大湾区港口群的铁路货运，约占港口运营班列的 60%。”
赣州国际陆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平说，作为
沿海“腹地港”，赣州国际陆港主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大
港开展合作，相继开通运营“赣穗组合港”“赣深组合
港”，在全国首创跨关区、跨省域、跨陆海港通关模式，实
现陆海港资源共享共用、业务无缝对接、货物快速通关。
截至目前，累计开行至粤港澳大湾区铁海联运“三同”班
列突破 5000列；开通赣 （州） 深 （圳） 城际高速货运班列

“融湾号”，全程运行平均时间压缩至6小时。
在以赣州国际陆港为核心的深赣港产城特别合作区项

目一期建设现场，工程车来往穿梭，工人们紧张有序作
业，一个现代产业园正逐步从蓝图变为现实。这是深圳、
赣州两市为加强港口与产业合作打造的先行示范平台。

“赣州国际陆港是赣州南向大湾区‘赶海迎潮’的重
要平台。”赣州市市长李克坚表示，要加快推动共建赣粤
产业合作试验区、深赣港产城一体化合作区，做大做强赣
州国际陆港，加速打造江西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
头堡”。

这些年，两地平台共建扎实推进。深圳明确在赣州合
作共建“飞地”产业园区。全国首家深圳精品展销中心

（赣州） 建成运营，首批吸引华为、比亚迪、大疆等近百家
深圳知名品牌企业“组团”入驻。赣州市政府、赣南科技
学院与华为公司政校企三方合作共建的电子信息现代产业
学院、赣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公共实训基地正式揭牌，努力
打造政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样板。

文旅融合，打造大湾区美丽的“后花园”

11月 9日，世界客属第 32届恳亲大会在赣州龙南市落
下帷幕，关西新围、栗园围等景区提档升级、开门迎客。
走出龙南市高铁东站的深圳游客刘丽说，自己被龙南丰富
的旅游资源和交通的便利所吸引。

厚重质朴的客家文化、熠熠生辉的红色文化、知行合
一的阳明文化、青山秀水的生态美景，为赣州文旅融合发
展提供了丰富资源。

在赣州市大余丫山风景区，来自大湾区的越野车队
在古木参天、青山环抱中纵情驰骋；在“赣南茶叶第一
村”——上犹县梅水乡园村，来自深圳市的游客系上客家
围裙、背着小竹篓，在茶园采茶，学习非遗技艺；在
赣州市于都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重走
祁禄山红军小道，观看大型情景演出《长征第一渡》……

近年来，赣州充分发挥绿色生态、文化资源优势，精
准对接大湾区消费升级和游客市场需求，着力打造民宿、
露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等“微度假”目的
地，建设大湾区生态旅游康养休闲胜地，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美丽“后花园”。

据统计，前三季度，赣州接待旅客人数、实现旅游收入
分 别 增 长 27.5% 、24.4% ，恢 复 至 2019 年 同 期 的 115.1% 、
108.9%。其中来自大湾区的游客占1/3以上。

走进赣州市全南县金龙镇水口村蔬菜基地，大棚里的
奶白菜、辣椒、秋葵长势喜人，菜农们正抓紧时间采摘、
分拣、打包、装袋，一派忙碌景象。“白天采摘的蔬菜入库
后，晚上7点便会通过冷链车运往大湾区各大商超，为大湾
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绿色健康的农产品。”菜农钟贱玉
说，县里引进自然之星、江禾田园等 5 家龙头企业，做强

“龙头企业+合作社+职业菜农”“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蔬菜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11万亩以上。

伴随着立体交通的完善和“融湾”步伐的加快，赣州
着力打造大湾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紧盯大湾区“菜篮

子”“米袋子”“果盘子”，成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平台城际合作城市。目前，赣州已认定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生产基地84家，28个产品被认定为“圳品”（深
圳市食品安全城市品牌）。每年有近250万头生猪、2000万
羽家禽、10万吨脐橙、20万吨蔬菜销往大湾区。

对口合作，实现跨区域协作融合发展

“每次林博士坐诊，这里就大排长龙。他常常连午饭都
顾不上吃，只想让排队的患者少等些时间。”广东省人民医
院赣州医院中医门诊的一位护士说。

护士口中的林博士，便是“粤籍名医”林举择，系广
东省人民医院主任中医师、临床医学博士，现任广东省人
民医院赣州医院中医科执行主任、赣州市章贡区中医院院
长。自2021年10月到章贡区常驻帮扶以来，组建了章贡区
中医院，引进了一批广东省人民医院博士专家团队，培养
了一批“带不走”的基层中医药传承人。

这些年，赣州与大湾区全面加强生态、教育、医疗、
公共服务、金融等领域的交往交流，通过一次次对接、一
个个互访，推进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创
造“老区+湾区”的互动新范式。

对标大湾区营商环境，赣州与广州、深圳等6个大湾区
城市签订“跨省通办”协议，151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跨省通办、一次办成”，127 项深圳市政务服务事项在赣
州实现跨省 24小时自助办，实现深赣不动产登记“跨城通
办”、公积金互认互贷。

教育医疗领域合作务实推进。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广东省人民医院与赣州共建 2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先后选派 191 名专家到赣州开展工作，开展疑难手术 3400
多例，引进新技术、新项目 284 项。赣州 15 所职业技术学
校分别与大湾区17所职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深圳信息技
术学院与赣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深度合作。

人才合作不断深化。“在粤赣州籍医学专家人才飞地”
等 5 个首批“科创飞地”和 4 个首批“周末工程师人才驿
站”，吸引大湾区高层次人才到赣州开展技术咨询与合作
研发。

对口支援由点及面。自 2018年起，深圳市对口支援赣
州市寻乌县，帮扶寻乌实施产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
域重点项目80余个。如今，赣州市与广州市、深圳市、东
莞市、佛山市等大湾区 GDP 万亿级城市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正在创造更多“老区+湾区”共赢发展的全国范例。

赣州西高铁站赣州西高铁站。。林宗健林宗健摄摄

冬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梁河县河西乡芒陇村内，几台挖掘机隆隆
作响，一个现代化肉牛产业项目正在加紧
建设。

畜牧业是梁河县农村经济的支柱产
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近年
来，梁河县发展起现代化肉牛产业，按
照企业科研育种、群众认领育肥、统一
收购屠宰的方式，打造从育种到餐桌的
全产业链。

2019年，云南养瑞科技集团在梁河县
投资建立了现代肉牛种养加工基地。云南
养瑞科技集团党委书记邵全介绍：“梁河
县现代化肉牛养殖项目总投资 3.3 亿元，
分三期完成。目前，一期工程核心育种中
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期项目建成后，
可以新增存栏500头种牛。”

穿上工作服，经全身消毒，记者进入
一期工程核心育种中心。100 亩的场地
中，养殖牛舍、隔离牛舍、产犊牛舍、青
贮窖、兽医室、科研楼等系列配套设施一
应俱全。牛进食时，大喇叭会响起舒缓的
音乐，让牛情绪平静，促进生长发育。

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百姓。“小牛去公
司领，养大了出售给公司，不愁销路。”
芒陇村阿昌族村民马金亭说，养瑞科技集
团与他结为“共同富裕共建户”，公司为
他捐资金建房，还帮他盖起牛舍、捐赠黄
牛、配齐前期饲草饲料，把养殖产业发展
了起来。

如今，马金亭的牛舍中已经有了 9 头
牛，4 头正等待生产。“去年卖了两头牛
犊，一头 4000 多块钱。”一提起养牛，马
金亭有很多话说。像马金亭这样的“共同
富裕共建户”，云南养瑞科技集团已结成帮
扶 10 家，计划在 5—10 年发展到 100 家，带
动更多群众一起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为了解决饲料问题，公司租借近 300
亩农田种起了玉米、皇竹草。赶上种植、
丰收时节，每天临时用工有五六十人，一
年临时用工3000多人次。随着小牛犊的出
生，饲草需求量快速增加，周边农户纷纷
种上了玉米，一年三季，收入稳定。“现

在很多农户种玉米，年收入比以前多一两
千元。”养瑞科技集团大健康产业事业部
种植副经理何绍笛说。

如何让农户把牛养好养壮？梁河县组
织农业技术专家深入养殖一线，帮农户解
决问题。今年11月，云南农业大学的几位
教授受邀来到梁河县勐养镇卡子村、芒东
镇岁岗村等地，解决农户在养殖过程中遇
到的难题。

今年11月，梁河县印发推动畜牧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
年肉牛出栏达到 1.15万头，并提出深入开
展标准化示范创建、培育壮大全产业链龙
头企业。

“二期工程开工后，企业将着手在梁
河县启动可容纳 1500 头牛的种业基地项
目 ， 计 划 带 动 5000 户 以 上 农 业 增 收 致
富。”邵全介绍，未来将继续借助现代化
肉牛产业，带农增收，助力边疆乡村振兴
和民族团结融合发展。（程 迪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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