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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在江西省萍乡
市湘东区诺瑞环境资源综合利
用基地，工人们正忙于道路硬
化、园区绿化等工程。6月份，
原料储存大棚、配料车间、粉磨
车间、成品储存库房等项目主
体工程已完工，并开始试生产。

这个项目新建年产180万
吨双掺粉生产线，重点处理萍
钢炼钢尾渣。投产后，不仅可
彻底解决废渣、钢渣露天乱堆
乱放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还
能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
综合利用，是萍乡市推进国家产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抓手
之一。2019年8月，萍乡市获
批第二批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区，成为江西省唯一入选设区
市。一年多来，萍乡市全面改造
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推动萍乡制造向
萍乡创造转变、萍乡速度向萍乡
质量转变、萍乡产品向萍乡品牌
转变。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的《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
设2020年度评估结果及下一步
重点工作的通知》，萍乡市产业
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在2020年
度评估中被评为“优秀”，成为7
个获国家发改委通报表扬的示
范区之一。

做强主导产业“根基”

黑、白、灰、红、金，曾是萍乡
工业领域的“五朵金花”。随着
资源衰竭，市场萎缩，安全、环保
等产业政策从紧，萍乡的资源型
传统产业陷入困境，“五朵金花”

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鲜。面对
发展之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对
萍乡而言成了“单选题”。

然而，萍乡产业转型并非
全盘抛弃、推倒重来，而是坚持
扬优成势，保留“有基础、有优
势、有特色、具潜力”的优势传
统产业，通过改造提升、靠大联
强等措施，让“老树发新芽”。

自动导航车通过激光导
航、智能控制转运半成品，全自
动修坯、上釉、切割等智能化设
备有序运行，160米长的国内
电瓷行业最长隧道窑正在满负
荷运转……在中铁国材绝缘材
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数控、
机械臂等新装备，让传统电瓷
产品生产进入智能制造时代。

芦溪县争取近3亿元扶持
资金，帮助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机器换人”和高新技术研发，
实现了从传统工艺制作电瓷向
技术研发智造电瓷转变。中材
江西电瓷电气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张旭昌
说：“我们大力推行‘机器换
人’，仅仅炼泥一个生产环节，
使用机械手后，生产效率提高
70%，生产成本降低5%。”

眼下，在萍乡市上栗县“高
山黑兔”体验馆，前来品尝新鲜
兔肉的食客络绎不绝。体验馆
主人吴育明忙得心里乐开了
花。他说：“干了20年烟花爆
竹，没想到一只兔子让我又找
到了‘创业青春’。”去年4月，
吴育明投资200万元将自家原
有的花炮厂房改造成科学养殖
闽西黑兔的专业厂间，采用“散
养 圈养”的养殖模式，已出栏

4000多只“高山黑兔”。
作为“鞭炮烟花之乡”，上

栗县积极引导花炮企业向“新兴
产业”“四化两型”“文化旅游”

“高效农业”四个方面转型发展，
花炮企业数量已从第三轮行政
许可后的585家企业共719条
生产线，压减到现今的309家。

作为江西省化解煤炭、钢
铁过剩产能的主战场，萍乡市煤
矿数量由2007年的132家减少
到目前的26家，规模以上煤炭工
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由
2007年的6.84%下降到0.56%，
仅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1.85%。

为新兴产业“输血”

落户赣湘合作试验区上栗
园区的佳禾电声制造有限公司
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TWS”耳
机订单。2020年年底，企业落
户上栗县后，采用边建设、边过
渡的方式，租赁标准厂房迅速投
产。目前，企业已经招聘员工近
3000人，租赁标准厂房25000
平方米，并启动二期建设。

“公司入驻萍乡市上栗县
后，实现了产品的快速量产出
货，创造了投资建厂到量产的

‘上栗速度’，下一步我们将把
佳禾智能现有高端先进制造技
术带进上栗。”佳禾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文华说。

既保留主导产业的根基，
也为新兴产业“输血”。萍乡市
全力构建“1+2+N”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装备制造、

金属材料、电子信息等新兴主
导产业发展。萍乡市工信局局
长汤萍方说：“我们咬定‘1+2+
N’产业发展目标，积极培育一
批电子信息、节能环保、装备制
造等领域补短板、强链条项目，
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

2020年，萍乡市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
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5.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达20.0%，比上
年提高1.6个百分点。

“通过一年来与当地党委
在项目推进中的相处，证明了
我们选择萍乡是正确的，更加
坚定了我们在萍乡发展的信心
和决心。”福斯特智能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长黄晓波以切身感受
为萍乡的营商环境打出高分。
2020年，福斯特智能制造有限
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用半年多时间完成10余万平
方米厂房建设装修和1000多
台进口设备进场安装调试，并
在当年年底实现小批量生产。

如今，萍乡市在智能终端、
电子元器件以及电子材料产业
三大细分行业方向的发展框架
基本成型，产业项目200多个，
投资总额达1000多亿元。萍
乡市电子信息产业占全市工业
营收的比例从2018年的2.3%
增长到2020年的7.7%。

文旅深度融合添新彩

高山草甸、云海奇观，引来

八方游客。今年“五一”假期，
萍乡武功山景区接待游客人数
和旅游门票收入再创新高。

2019年，萍乡武功山景区
成功跻身国家5A级景区，成为

“网红打卡圣地”。景区鼓励高
海拔村庄村民改造民房、推广农
产品，夏天避暑经济异常火爆。

走进萍乡市湘东区下埠镇
南竹坡村，只见宽阔的柏油马
路穿村过街，葱郁的百年香樟
树直插云霄，在茂林修竹的掩
映下，一座座古色古香的老房子
与两旁现代建筑相映成趣。难
以想象的是，9年前的南竹坡村
受采煤影响，生态环境极为糟
糕，当地村民“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2012 年，该村对废弃
矿山进行了园林化改造，使曾经
的“煤窝窝”变成了“金窝窝”，每
天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
光。像南竹坡村这样发生巨变
的村庄在萍乡就有20多个。

在略下村阳光花海景区，
满山翠绿尽收眼底。曾经的

“煤山”变成了“美山”。当地按
照“修复、保护、重塑”的思路，
大力实施矿山复绿工程，对废
弃矿山实施平整、栽种花卉苗
木等“修复手术”，废弃矿山披
上了绿装，矿区变景区。依托
阳光花海景区，略下村村民入
股成立了旅游公司。在外务工
的村民也回到村里开起了农家
乐，年收入超过了30万元。

产业转型升级赋能，让萍
乡优势传统产业梅开二度、新
兴产业接续有度，黑色旧貌蜕
变为绿色新颜。

江西省萍乡市江西省萍乡市：：

从从““粗放单一粗放单一””转型升级为转型升级为““多木成林多木成林””

■余新江 吴 超

为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献礼建党
100周年，日前，浙江省嘉兴市
南湖区委宣传部、统战部、妇
联、南湖新区管委会联合开展

“南湖女儿心向党 红船精神
进万家”百场宣讲暨“红船引
领·石榴花开”民族团结进步
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嘉兴市
妇联主席周静等市有关部门

领导，南湖区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朱永领和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霍忠华、副区长沈强
等出席活动。朱永领表示，

“南湖女儿宣讲团”要铸就信
仰之魂、担当奋进之责、共谱
发展之章，用丰富多彩、富有
特色的群众性活动，用群众
熟悉的语言、喜爱的方式阐
述和宣传红船精神、党史知
识，切实把党的好声音传递到
千家万户，唱响新时代主旋律。

自南湖
区妇联启动

“南湖女儿
心 向 党 红

船精神进万家”百场宣讲活动
以来，宣讲团立足实际、深入
基层，迅速开展主题鲜明、特
色突出、形式多样的红船精神
和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发出南
湖好声音、讲好红色故事，大
力弘扬红船精神，向建党100
周年献礼。

南湖女儿宣讲团积极作
为、主动谋划，深耕“三个一”：
以“一个组织机构、一套宣讲计
划、一张宣讲覆盖网”，将红船

精神、党的创新理论传遍千家
万户，激励和引导广大妇女带
动千家万户学党史、颂党恩，掀
起学习教育热潮。目前，已开
展宣讲活动30余场，参与人数
达3000余人，辐射到1000余
户家庭。

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
神血脉，今年“六一”儿童节前
夕，由嘉兴市南湖女儿宣讲团
团长裴秀敏创作的《南湖谣》红
色歌谣集完成。《南湖谣》以歌谣
的方式追寻建党百年足迹，凝
聚奋斗前行力量。内容包含南
湖红船、革命先烈、时代楷模、红
色景点四个篇章100首歌谣。

据悉，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生动教材，《南湖谣》将被送
进南湖区的各所学校，深入推
进红色文化、红船精神进校园，
引导孩子们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激励他们茁壮成长。谈到
创作初心，裴秀敏满怀深情地
说：“在建党百年的伟大历史时
刻，作为一名红船旁的教育工
作者，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用
歌谣的方式来创作和传播红色
基因，希望用青少年喜闻乐见
的方式，通过朗朗上口地诵咏，
引导孩子们铭记光辉党史，播
下红色种子，铸就信仰之魂，汲
取奋进力量。”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梁永明

南湖女儿心向党南湖女儿心向党

红船精神进万家红船精神进万家

南湖女儿宣讲团在社区宣讲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