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实推进教育类项目建设
▶近年来，九江经开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以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为目标，持续扎实推进教育类项目建设，优化学前教育资源布局。
该区建设的滨兴中心幼儿园工程位于恒大江湾珑庭小区西侧，建设内
容包括教室装饰装修、教学设备采购安装、室外场地建设及相关配套设
施完善，可容纳 6 个班级共约 180 名幼儿入学。该项目正在加紧教学设
施安装收尾，计划今年秋季新学期前交付使用，将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
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图为滨兴中心幼儿园项目。

（王 刚 张宇飞 特约记者 黄 安 摄）

长江航道水运忙
◀8 月 16 日，长江航道湖口县水域千帆竞发，一派繁忙。当

地港口部门全面压实监管责任，倾力优化跟踪服务，全力护航
秋粮生产资料运输。 （张 玉 摄）

都昌讯（张铭）今年以来，都昌县全
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坚定
不 移 实 施 工 业 强 县 战 略 ，紧 紧 围 绕

“10310”产业布局，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
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调优、中小企业提
质发展。1～7 月累计实现工业产值 50.9
亿元，同比增长 8.5%；1～7 月累计工业
增加值 11.7 亿元，同比增长 9.6%。

都昌县坚定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
出台了《都昌县制造业“10310”攻坚行
动方案》《都昌县制造业“10310”工程细
分领域产业链 2024 年工作要点》，全面
推动项目向高端上转、产业向高质上
转、动能向高新上转，全力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10310”工程即主攻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现代轻纺、新能源、建材、
食品、医药、有色金属、口腔、珠贝 10 个
产业；重点打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 3 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力争从 2024 年开始规上工业营收年均

增长 10%左右，在 2025 年全县规上工业
营收达到 100 亿元。该县电子信息产业
现 有 规 上 企 业 6 家，1～7 月 实 现 产 值
4.74 亿 元 ，占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9.31%；装备制造产业现有规上企业 9
家，1～7 月实现产值 3.79 亿元，占规上
工业总产值比重 7.45%；现代轻纺产业
现有规上企业 34 家，1～7 月实现产值
8.19 亿 元 ，占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16.09%；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现有规上企
业 7 家，1～7 月实现产值 1.88 亿元，占
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3.68%；食品、有色
金属、建材、医药等其他四个传统产业
现有规上企业 53 家，1～7 月实现产值
25.26 亿 元 ，占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49.61%；珠贝产业现有规上企业 24 家，
1～7 月实现产值 4.4 亿元，占规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 8.63%。预计到 2025 年，该
县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现代轻纺、新能
源新材料四大产业营收将分别达到 20

亿元、15 亿元、20 亿元、15 亿元。
都昌县制定下发了《2024 年都昌县

“ 三 大 攻 坚 行 动 ”之 制 造 业 重 点 任 务
表》，共 有 6 个 方 面 18 项 具 体 攻 坚 任
务。该县抢抓政策机遇，积极引导和遴
选一批产业基础好、转型意愿强的龙头
企业打造标杆，积极申报省级“小灯塔”

“数智工厂”示范企业。截至目前，新增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企业 5
家、上云企业 481 家、省级“两化融合”示
范企业 2 家。经过中期调整之后，在库
重 点 工 业 项 目 总 数 为 29 个 ，总 投 资
129.07 亿元，其中列入市级调度的重大
项目 24 个、县重大项目 5 个。所有项目
中十亿元以上项目 3 个。分别为投资
25 亿元的东都 UTG 柔显项目已经开工
建设；投资 25 亿元的中华食品项目已竣
工投产；投资 16 亿元的江西中力健数字
经济产业园项目已完成一幢厂房主体
建设，其他 3 幢建筑基础已出土。续建

项目 1 个，新开工项目 28 个。竣工项目
3 个，分别为中华食品、信息科技产业
园、泽港塑料制品年产 600 万套电子灯
笼项目。

都昌县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第一保障，切实抓好企业帮扶工作，惠
企政策直达企业。结合工业经济抓落
实竞赛机制，每月对帮扶情况开展一次
调度，定期通报各单位帮扶工作开展情
况，鼓励先进，勉励后进。截至目前，共
收集企业困难问题 64 个，主要集中在拓
展市场、政策落实、招工引智、社保问
题、水电气要素保障、项目用地、物流成
本等 7 个方面，全部得到妥善处理和解
决。该县先后组织召开了全县工业领
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宣贯会、行业企业政策宣贯
会、全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动员大会暨
数智赋能企业培训会，宣贯政策直达企
业，规上工业企业政策知晓率达 100%。

产业发展加速聚集 重大项目快速推进

都昌县全力推动县域工业经济稳步增长

永 修 讯（邓思敏 特 约 记 者 郑文
斌）近年来，永修县紧扣省“1269”行动
计划和九江市“9610”工程，绘制招商
引资“热力图”和产业链人才引进需求
目录，扎实开展“双招双引”工作，推动
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同频共振，助推
全县高质量发展。

永修县组织 35 名县领导，组建 36
个“双招双引”小分队，主动走出去，对
接高校、科研院所，今年上半年，全县
已收集各类有效在谈项目信息 160 余
条，柔性引进国家级人才 1 名、省级人
才 5 名；组织开展“ 双招双引”系列培
训，精准推动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融
合共进。

以商招商，以才聚才，将产业布局
与人才需求同步考虑，实现“人才+资
金+项目”一体引进。永修县今年引进
了江西莱盛有机硅有限公司，相关项

目投资额 1.8 亿元，拥有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教授级工程师 1 名、博士
1 名。此外，永修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引领作用，建设星火化工实训基地、有
机硅产品质检中心等“人才+产业”融
合平台，不断完善产业链配套。

既要引进来，又要留得住，营商环
境和人才发展环境显得至关重要。永
修县坚持以“一把手”工程狠抓“县营
商 环 境 直 通 车”，为 每 一 个 落 户 的 项
目、企业安排由县领导带队，办事员、
特派员、安监员和环保员组成的“1+4”
帮 扶 专 班 ，累 计 走 访 各 类 经 营 主 体
4060 次，为 131 家非公企业共争取各类
金融贷款 4.43 亿元，交办问题 350 个，
办结率 100%，获评江西省优化营商环
境先进集体。

同时，永修县还优化升级人才政
策，累计兑现人才政策奖补 380 余万元。

开展“三大攻坚行动”打造“三个区域中心”

他是土生土长的村支部书记，虔诚
守护着家乡的草木风物，他将这份虔诚
转变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更将事业发展
成乡村振兴的基石。十多年来，他坚守
为群众谋幸福的初心，笃定谋发展的目
标，深深扎根于农村一线，致力于乡村振
兴，带动村民致富，他就是八里湖新区赛
城湖街道石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桂良英。

自任职以来，他始终坚持“抓党建促
发展、抓班子带队伍、抓落实促提升”的
工作原则，时刻保持勇敢坚毅、开拓进取
的工作态度，团结带领村“两委”干部挖
掘美丽乡村的财富金矿，为村庄谋发展、
为村民谋幸福，是石桥村乡村振兴路上
的带头人。

赛 城 湖 街 道 石 桥 村 辖 区 面 积
4.14 平方公里，有 703 户 2229 人。在赛城
湖新城未开发之前，这里常陷于“五里不

见人烟”的尴尬，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下，
村里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常住村民人均
纯收入还不到 1000 元。

随着赛城湖新城的开发建设，石桥
村 一 跃 成 为 赛 城 湖 新 城 中 心 片 区 。 那
颗盼着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富一方百姓
的 心 愿 更 加 强 烈，他 铆 足 一 股 劲，把 全
部 的 精 力 投 入 到 征 地 拆 迁 工 作 中 。 征
地 拆 迁 工 作 牵 涉 广 、时 间 紧 、难 度 大 。
征地拆迁工作中，他常吃“ 闭门羹”、坐

“ 冷板凳”，门难进、人难见、话难听，工
作 一 度 陷 入 僵 局 。 不 畏 难、不 避 难，面
对村民的不理解，他愣是“ 几顾茅庐”，
动 之 以 情、晓 之 以 理，主 动 化 解 征 地 矛
盾纠纷，让当地村民得到妥善安置。在
他的带领下，全村共计完成土地收储任
务 3300 余 亩，征 收 房 屋 600 余 栋，完 成
水面流转 200 余亩。自此，这个有着悠
久 历 史 的 石 桥 古 村 落 从 一 个“ 空 心 村”

焕发了新的生机。
作为石桥村的“领头雁”，他始终坚

定心中的目标，坚守为群众谋幸福的初
心，他年轻有干劲、踏实肯付出，从不计
较 个 人 得 失，将 偌 大 的 石 桥 村 搞 得“ 红
红 火 火”。 2023 年 10 月，他 主 动 创 新，
积极融入市场，借助村平台公司成功竞
得赛城湖新城一处商业用地，这在九江
市 属 于 首 例 。 村“ 两 委”拟 将 该 地 块 用
于建设商业楼宇，功能涵盖商超、酒店、
餐 饮、会 议 等，建 成 后 不 仅 可 以 填 补 赛
城湖新城商业配套空白，带动周边人气
商 业 ，还 可 以 为 村 民 提 供 80 余 个 就 业
岗 位 ，带 动 脱 贫 户 与 困 难 户 就 业 ，村

“ 两 委”决 定 采 取 租 赁 方 式 进 行 整 体 出
租 ，预 计 可 实 现 年 租 金 110 万 余 元 ，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强大动力，有
效助力乡村振兴。

他深入群众，了解民意，开展党群同

心大走访，积极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惠
民补贴政策，让村民得到真真正正的实
惠。2020 年以来，共计为 925 名村民办理
失地保险；每年为新考入的大学生提供
专项助学金；每年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发
放“中秋”“春节”米面福利。他还积极组
织开展评选“ 好媳妇”“ 最美家庭”等活
动，在传统节日开展各类为民服务活动，
以良好家风带动积极向上的乡风民风。
2023 年，他向上级主动争取专项资金 70
万元，为石桥村安置小区铺设了自来水，
对小区污水管道进行维修升级改造，极
大地改善了村民人居环境，化解了多年
历史遗留问题，群众纷纷点赞。

桂良英用双脚踏遍石桥村土地，用
汗水和心血换来了村民的感动和支持，
村民纷纷点赞：“给钱给物，不如给一个
好书记。有桂书记这样的带头人，村里
人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桂良英：
乡村振兴筑梦人 敢闯善为“好支书”

本报记者 包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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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峰 记者洪永林）
近日，庐山市濒危剧种——西河
戏公益演出活动在西河剧院热闹
开唱，连续 4 场充满地方特色的西
河戏展演，将演出的文化性与宣
传性结合在一起，让市民过足了

“戏瘾”，切实享受文化惠民工程
带来的好处。

连续四晚，庐山西河剧院场
场 爆 满，西 河 戏《大 登 殿》《状 元
媒》《四郎探母》《下河东》接连上
演，演员们演技精湛、唱腔婉转，
跌 宕 起 伏 的 剧 情 让 观 众 们 目 不
转睛，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叫
好声。

观众龚章滚说：“听说西河剧
院有演出，我就过来看一下。台
上的师傅们表演得非常精彩，满
足了我们这些戏迷票友们想看戏
的愿望。”

庐山市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继续坚持“植根民间、
博 采 众 长、独 具 特 色 ”的 发 展 方
针，继续保护好非遗西河戏，让西
河戏通过演出来保持人气、通过
创新来保证活力。同时，紧紧围
绕群众的文化需求，做好群众的

“文化贴心人”，真正将文化惠民、
服务百姓落到实处，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濒危剧种到家门 古老戏曲焕新彩

飞瀑流泉醉游人
8 月 18 日，庐山风景区三叠泉的壮观景色吸引许多游客打卡留

念。庐山三叠泉水流从五老峰北悬崖口落下，冲击三级盘石而形成“三
叠”,总落差 155 米，十分壮美，有“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之说。

（特约记者 韩俊烜烜 摄）

本报讯（记者陈沽玥陈沽玥）8 月 19
日，知识产权赋能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在我市举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运用促进司副司
长彭文出席并讲话，江西省知识
产权局副局长谭文英主持，副市
长马海威致辞。

会上，发布了由湖北省、湖南
省、江西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发起
的深化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合作
倡议书，与会十一个省（直辖市）
就深化专利转化运用工作交流发
言，介绍了“首届长江经济带沿江
城市高价值专利转化大赛”活动

方案并讨论。
马海威指出，近年来，九江市

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综合实力，知识
产权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这
次会议在九江召开，为长江经济带
沿江省市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的
好平台，要学习借鉴各省市的好经
验、好做法，以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为牵引，带动知识产权全链条提质
增效，全力推动九江知识产权各项
工作再上新水平、再迈新台阶。

长江经济带其他十个省（直
辖市）知识产权局分管负责人出
席会议。

知识产权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研讨活动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余锐 见习记者胡依
倩 记者沈明杰）近日，省供销联
社理事会副主任李家祥一行来我
市调研冷链物流园及相关服务体
系建设等工作。

李家祥一行先后前往修水、
武宁、庐山西海和永修等地，实地
调研冷链物流园和“互联网+第四
方物流”供销集配体系建设、农资
网络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供
销农事服务中心）建设等工作。

李家祥指出，要紧紧围绕为农
服务宗旨，通过推广农业社会化服
务、领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方
式，全力促进农业降本增效、农民
增收致富。要高标准建设“互联
网+第四方物流”供销集配体系，打
通城乡物流，激活农村消费潜力。
要扎实推进以乡镇供销社和专业
合作社为核心的基础组织建设，做
好园区冷链、城乡流通和农业社会
化服务等领域拓展。

省供销联社领导来浔调研

本报讯（记者孔颖）8 月 19 日，
市人力资源发展协会成立大会举
行。市人力资源发展协会吸引了
全市 64 家人力资源机构、行业部
门 企 业 及 17 名 相 关 专 业 人 才 入
会，这标志着我市人力资源服务
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第一资源。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和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
力资源服务业在构建我市现代化
产业体系、服务我市经济社会高
质 量 发 展 方 面 的 作 用 也 日 趋 凸
显，市人力资源发展协会的成立
旨在搭建一个层次高、领域广、专
业强、功能全的交流服务平台，从
而为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增
添强劲动能。目前，我市共有各
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1156 家，从
业人员 1.23 万人，2023 年营业收
入超 157 亿元，为 3.05 万家次用人
单位 74.91 万人次劳动者提供了
就业服务，帮助 44.66 万人次劳动

者实现了就业和流动；全市现已
建成 9 个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包
括 2 个省级、3 个市级、4 个县级，
集聚效应充分显现。

据了解，为充分引领人力资
源服务业发展，2019 年，市政府出
台了《关于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综合实力、增强人
力资源服务业市场配置效能、优
化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环境等发
展目标提出了 11 条工作举措，对
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政策进
行了再完善、再升级。2022 年，市
人社局联合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等 8 个部门出台了《关于推动我市
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进一步为我市建立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
有力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健全
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机制，激发人
力资源创新创造活力提供了坚强
有力的政策保障。

市人力资源发展协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