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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人 民 的 脉 搏 一 起 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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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气象

————我的我的““非遗客家年非遗客家年””

2月3日晚，兴国县均村乡均村村、红

旗社区等联合举办新春联欢晚会，聚集着

众多居民观看演出，并吸引着许多直播团

队、自媒体等现场传播，受到广大网友好

评，认为这些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展

现出乡村振兴带来的文化惠民新气象。

蛇年春节以来，均村乡的茂塅村举办

了第三届春节联欢晚会、泮溪村举办了第

四届春节联欢晚会，一台台文化盛宴受到

当地村民的热烈欢迎。

均村乡是位于兴国县西部的山区乡

镇，素有“一脚踏三县”之称，与吉安市泰

和县、万安县接壤，山川秀丽，商贸繁荣，

乡风淳朴。近几年来，在推进乡村振兴

中，均村乡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乡村

产业发展等同时，把繁荣乡村文化作为乡

风文明建设重要抓手，成立了乡村文化协

会，还成立了乡村文艺歌舞队、锣鼓队等，

聘请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等指导乡村文化

建设，协助编导文艺节目，确保每一台节

目更加接地气，用群众喜爱的语言、喜欢

的表演方式呈现在群众面前。

1月30日晚，茂塅村第三届春节联欢晚

会现场，节目缤纷多彩，村民们以生活为墨、

才情为笔，自编自导自演的歌曲、舞蹈等节

目逐一登台亮相，或用悠扬歌声倾诉心声，

或凭婀娜舞姿展现风姿，一颦一笑、一举一

动皆扣人心弦，引得台下观众掌声雷动、喝

彩连连。1月31日晚，泮溪村第四届春节联

欢晚会现场展演出由村民自编自演的20个
文艺节目，有唱歌、舞蹈、小品、乐队演奏等，

一个个节目精彩呈现。泮溪村在广州创业

的邱茂芳一家人积极参与，自己参与《我要

找到你》《浪漫草原》2个舞蹈节目，儿子、孙

子现场表演花式跳绳《跳动青春》。

晚会现场，还精心设置了奖励勤奋好

学学生、孝老敬老模范村民等环节，以资

助学生为希望火种，点燃乡村教育之光，

以孝敬老人为暖心之举，传承中华美德风

尚。这些奖励资金都是通过当地村民、在

外创业人士等自愿捐款筹备。

山乡“村晚”热腾迎新春。均村乡的

“村晚”不仅内容丰富，喜庆氛围浓厚，还

有力促进了村风民风建设，助推乡村文化

振兴，充实着村民们的精神世界，重塑着

乡村文化自信，让每一位村民心底都涌起

浓浓的归属感，眷恋着这片充满温情与活

力的乡村土地。

山乡“村晚”热腾迎新春
□记者萧森

2月1日，大余县梅关景区古驿道两旁的梅花盛放，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游玩、拍照打卡，享受假日美好时光。据了

解，梅关古驿道始通于秦汉，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古驿道之一。 记者欧艳芬 摄

“往年从大马路走到

家门口，有好长一段泥巴

路，现在户户都通公路

了。”“马路拓宽了，还装了

隔离带，提高了通行效率，

避免了交通堵塞。”“村里

面变化太大了，越来越方

便 ，村 里 都 建 快 递 点

了。”……

近日，在宁都县长胜镇

中江村邓海军家门口的小

院里，刚从广州返家过春节

的邓海军，与同样从外地回

家乡过春节的邻居伙伴们

围坐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不断夸赞着家乡的新

变化。

邓海军在广州工作多

年，回家后惊喜地发现，昔

日的中江村如今变成了“中江湾”。“家门

口的大小巷道变为大公路，街面进行了

修整，路灯也重新安装了，还埋设了雨污

分离水管，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令人心情

舒畅。”邓海军说。

近年来，宁都县持续推进“四好农村

路”建设，沥青路面，路面标志清晰醒目，

还加上了护栏，回家的路越走越顺了。

在乡村振兴政策持续倾斜下，以前

的“巴掌田”“鸡爪地”已不复存在，改造

成高标准农田，还发展起了桃子等种植

产业，冬闲田种植油菜。“春季鲜花盛开

期间，更是引来游客无数，大家的生活更

有盼头了。”中江村小卖部店主潘紫娟自

豪地说。

如今，村民在网上选购的商品可以

直接送达小卖部，方便又快捷，村庄“最

后一公里”的配送难题得以解决。“一些

村民会寄特产给外地的亲朋好友，比如

宁都肉丸、脐橙、莲子，我们也能代发，明

年我也准备兼职从事电商了，为村里的

土特产拓宽销路。”潘紫娟说。

家乡新变化，最暖游子心。如今的乡

村，风景美如画、产业正兴旺、村民展笑

颜，对于新的一年，大家充满信心和期待。

春节假期，亲子研学成为众多家庭

带娃出游的热门选择。“研”途皆美景，

“学”玩在自然，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增

长了见识，涤荡了身心，与快乐相约。

连日来，于都县梓山镇山峰村香樟

园研学基地人气旺盛。走研学智慧路、

穿越丛林魔网……丰富的游乐项目让

家长孩子们大呼过瘾，开启了一场妙趣

横生的研学之旅。家长张先生带着孩

子体验了十几个项目。他说，孩子在体

验中磨砺出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勇

气，懂得了与他人协作的重要性。“比如

火山攀岩这个项目，强健体魄的同时还

可以锻炼心理素质。孩子从一开始不

敢独自完成项目，到最后克服了恐惧，

摆脱了对家长的依赖性，于潜移默化间

收获了成长。”

“云石山高不过 50米，别看它并不

高大，但这里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区域，1934年 7月至

10月，毛泽东、张闻天曾经在这里短期

居住……”在瑞金云石山乡“长征第一

山”革命旧址群，讲解员在给来自邻省

的游客张福生一家介绍当地的红色历

史。“以前都是在课本上看革命故事，现

在现场体验，我真切感受到了当年毛主

席带领大家干革命的艰苦日子。对比

起来，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好幸福。”张

福生就读初中的儿子说，要铭记革命先

辈的牺牲与付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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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研学度假期
□记者张惠婷 通讯员李华诚

乡村振兴，规划先行。近年来，赣州市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研究中心坚持以规划为引

领，将技术优势与赣南特色资源文化优势相

结合，创新举措，把村庄规划工作落到田间地

头，持续为乡村振兴凝聚力量、赋能添彩。

坚持一张蓝图
描绘乡村振兴“施工图”

近日，记者走进兴国县龙口镇睦埠村

看到，青砖白瓦、小桥流水，共同构成一幅

清新淡雅的水墨画卷。步行通过东南侧的

小桥，红军码头、“墨庄”古建、铭恩广场渐

次呈现，基本形成了“有馆可看、有史可讲、

有景可赏、有情可感”的“红色四有村”。这

是该村在规划指引下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助

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研究中心将村庄

规划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在 2019年全省启动“多

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试点后，该中心在全

省率先开展了“1+6”村庄规划编制，承担的

《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村庄规划》荣获全省

“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试点特等奖。

近年来，该中心先后完成全市 380 多

个村庄规划编制项目。在规划蓝图指引

下，一批像睦埠村这样曾经默默无闻的边

远村庄进入了环境整治、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的快车道。

总结一套标准
探索村庄规划“赣州经验”

2024 年 12 月 1 日，由市国土空间调

查规划研究中心主持编制的市级地方标

准《村庄规划编制指南》正式实施，这是

赣州市首个国土空间规划类（城乡规划

类）地方标准。《指南》坚持因地制宜、因

村施策的理念，规定了村庄规划编制的

工作程序、村庄分类指引、村庄规划通

则、“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内容等，

填补了赣州市村庄规划编制技术规程的

空白。

近年来，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研究中

心深入乡村开展“解剖麻雀”式调查研究，

围绕村庄规划编制方法和技术路径，为赣

州市探索“分级、分类、分版、分步、分层”

的“五分法”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方法，提

供扎实有力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支撑。目

前，全市开展“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

编制 909个，需“通则式”规划管理规定管

控的村庄2537个。

组建一支队伍
打通规划服务“最后一公里”

“按照规划，这个地方紧临 S456 省

道，交通便利，用地平整，可发展物流仓

储、小型无污染工业等农村一二三产融

合产业……”日前，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研究中心的驻县规划师马亮和驻镇规划

师张健龙来到定南县历市镇中沙村，与

镇村干部和村民一起商量村庄规划中的

具体问题。作为责任规划师，马亮他们

除了要在规划设计方面提供技术服务

外，还要深入各村，结合实际问题为村里

“一户一宅”住房保障、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出

谋划策、拓宽思路。

赣州是典型的丘陵山区农业大市，农

村人口多、农业比重大。乡村的经济基础

特别是人才和技术力量比较薄弱，让村庄

规划真正落地是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关键环节。 （下转2版）

规划先行绘美景
——赣州市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研究中心服务乡村振兴纪实

□记者廖福玲 通讯员张恬恬 陈岗岗

本报讯（记者张惠婷 通
讯员王宏伟）五坊七铺飘雪奇

境、非遗竹编艺术展、巨型灯

笼舞台……春节期间，瑞金象

湖里文化创意街区推出丰富精

彩的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

体验。该街区兼容了瑞金厚重

的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随处

可见的苏区红军标语，大幅红

色题材的壁画，苏区版画等，让

人仿佛回到了如火如荼的苏区

岁月。

近年来，我市打造开发了

一批红色文化主题街区，助力

红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这

些街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

源，把红色史迹与城市空间有

序串联，既有观光休闲价值，又

提升了教育传承功能。通过完

善配套设施、提升经营环境，街

区实现商、旅、文、娱、购等多业

态融合发展，激发了消费活力。

“1930年 5月，毛泽东在寻

乌开展了 20多天的社会调查，

写下著名的《寻乌调查》。”在寻

乌调查·1930红色文旅街区，一

群青年游客行走在还原《寻乌

调查》场景的建筑间，聆听着讲

解员讲述，沉浸式体验着一场

红色文化之旅。作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寻乌调查体

验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寻乌调

查·1930 红色文旅街区涵盖寻

乌调查沉浸式体验、寻乌调查商业场景再现、

红色文化非遗展示、红色剧本游、灯光秀等多

种业态，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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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珊伊 通讯员张健兴）近
日，记者走进位于会昌氟盐新材料产业基地的

九二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只见干净整洁的制盐

车间内，全自动生产线在不停地运转，全流程

实现全机械化，工人只需对设备的各项参数实

时监测、精准把控，生产线上的盐产品便能陆

续产出。

“公司是从事盐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国家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2024年全年，公司实现营

收 9.5亿元。2025年，我们争取在产值方面实

现进一步的提升，再上一个台阶。”江西九二盐

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威烨介绍。从原始

的平锅熬盐，到年产 4千吨的小型晒盐企业，

再到年产70万吨盐、30万吨烧碱、18万吨双氧

水的盐及盐化工企业，都离不开企业与时俱

进、科技赋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今的

九二盐业焕发新活力，已成长为江西省氟盐新

材料产业基地的龙头企业。

无独有偶。会昌县纺织服装产业在科技加

持下，风正劲、势正雄。来到位于九州工业基地

的江西玖捌伍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气息

扑面而来，生产车间内全部采用电子控制，工人

寥寥无几。在这里，工人们只需负责监控生产

线的运行状态，上千根细丝就能在机器内迅速

交织成布。据悉，目前会昌县纺织企业共有19
家，其中规上企业6家，带动就业1500余人。

产业因“新”而活，经济向“新”而进。2024
年，会昌县聚焦首位产业和主导产业，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

深度融合、相互作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持续推动产业布局优化与能级提升，不断

厚植产业强县发展新优势。全县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9.5%，氟盐新材料首位产业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44亿元，占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的90%；纺织鞋服、食品医药、有色

金属和新型建材等主导产业规上工业企业实

现产值14.1亿元。

会昌产业焕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