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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人民共
和国的摇篮，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
大牺牲和重大贡献。

国之方略，厚泽赣鄱。党中
央、国务院始终心系这块红色的土
地、牵挂着苏区人民，2012年，在习
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推动下，国家出
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
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开启了赣南
苏区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五
年上台阶、八年大跨越……八年
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下，在国家部委的倾力支持下，省
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系列
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感恩奋进攻难
关，担当实干促振兴，苏区群众民
生福祉显著提升，特色产业发展壮
大，发展后劲不断增强，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苏区振兴发展实现大跨
越、迈上新台阶。

民生优先，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让苏
区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柏油路穿村而过，白墙黛瓦掩
映在青山绿水间，一排排现代化标
准蔬菜大棚里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走在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好
一派“富村山居”图景。

“梓山潭头，吃苦两头；晴三
天，挑拦肩头；雨三天，水进灶头”，
曾是村里贫困的写照。乘着苏区
振兴的东风，潭头村先后建起了大
棚蔬菜基地、红心柚基地及“一村
一品”种养合作社等产业项目，全
村所有贫困户全部入社，并陆续摘
掉了“穷帽子”。2017年，潭头村整
村脱贫退出，从贫困村变身为远近
闻名的生态村。

2019年 5月 20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潭头村，实地考察革命老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发展情况。总
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
胜的关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再
加把劲，着力解决好‘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让老区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

殷殷嘱托，重如千钧。
民生优先，还历史欠账，是苏

区振兴的一道“必答题”。沐浴着
党中央、国务院的阳光雨露，铭刻
着中央各有关部委的鼎力支持，我
省感恩奋进、抢抓机遇，把解决好
民生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八年来，

赣南苏区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红土
地上的民生之变可触可感——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原中央苏区 18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退出，累计减贫 234.8万人。其中，
赣州市贫困人口从 2011 年底的
194.88 万人，减少到 2019 年底的
2.82万人。

突出民生问题基本解决。农
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安全饮水、电
网改造升级、中小学薄弱学校改造
等突出民生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教
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稳步提高。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明 显 提 高 。
2019年苏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与 2011 年相比全部翻番……苏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
一步提升……

补齐短板，增强振兴
发展支撑能力，苏区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愈加稳固

6月5日，赣深高铁江西段境内
的首个特长隧道——位于信丰县
和全南县交界处的黄柏山隧道顺
利贯通，标志着赣深高铁重要控制
性工程取得重大突破。

赣深高铁是京港高铁的重要

一段，在全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网中是连接赣南、粤北地区的一条
经济大动脉。2021 年 12 月建成通
车后，赣州到深圳只需要2小时，对
加快老区与特区之间要素、资源流
动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滞
后，是制约赣南苏区发展的重大瓶
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赣南
苏区人民的热切期盼。

《若干意见》提出，坚持基础设
施先行，加快实施一批重大交通、
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增强
振兴发展支撑能力，为红土地高质
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这八年，苏区基础设施建设
日臻完善。昌赣客专、昌宁高速
等一批交通项目建成运营，苏区
全面迈入高铁时代；实现了县县
通高速公路；赣州东 500 千伏输
变电工程、峡江水利枢纽等一批
重大能源水利项目建成投运。目
前，赣深高铁和兴泉铁路正在建
设之中，长赣高铁开工在即，赣广
高铁、瑞梅铁路规划正全力推进，
不久之后，赣州将成为名副其实
的高铁枢纽城市。

基础设施短板的补齐，助力赣
南苏区从开放“末梢”跃升为开放
前沿。

5 月 16 日，伴随着长鸣的汽笛
声，一列编组 42 辆，满载着灯具、
3C类配套产品、生活用品等上百种
产品的中欧班列由赣州国际港出
发，驶向德国杜伊斯堡。这是国务
院在 2019 年底批复同意设立赣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后，开行
的首趟跨境电商班列。

近年来，赣州市大手笔构建
现代综合运输体系，赣州内陆港
建设成效明显，赣州铁路国际集
装箱货场获批临时口岸对外开
放，赣州综合保税区通关运行。
目前已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10 多个国家 24 个城市建立了稳
定的贸易往来。

以开放促改革、促振兴，进一
步激发振兴发展动力和活力。如
今，赣州市正紧紧抓住国家批复设
立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重
大机遇，充分发挥紧邻粤港澳大湾
区的先天优势，努力打造成为江西
对接融入大湾区的桥头堡。

八年革故鼎新，八年沧桑巨变
——

2019 年赣州、吉安、抚州市地
区生产总值分别是 2011 年的 2.6
倍、2.37 倍、2.03 倍，财政总收入
分别是 2011 年的 2.69 倍、2.54 倍、
2.13 倍。

扬优成势，现代产业
体系加速形成，增强振兴
发展“造血”能力

6 月 2 日，20 个数字经济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落地赣州市章贡区，
总投资达80亿元。项目落地、人才
集聚，将进一步完善赣州数字经济
产业链，为加快建设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曾经深陷“谈起农业大半天，
谈起工业一支烟，谈起金融不沾
边”尴尬的赣南，以大数据、云计算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正在茁壮
成长。2019年，全市数字经济规模
突破 600 亿元，成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新引擎。

苏区振兴，既要“输血”，更要
“造血”，而产业则是高质量振兴发
展的“源头活水”。

八年来，我省紧抓政策叠加
“机遇期”、振兴发展“黄金期”，用
足用活用好政策，向特色优势要竞
争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立足苏区资源禀赋，加快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苏区产业发展水平
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

赣州稀土资源丰富，素有“稀土
王国”美誉。把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
势、经济优势，离不开科技创新支撑。

今年初，中国科学院稀土研究
院在赣州挂牌成立。以全球视野
吸引凝聚优秀创新人才，构建稀土
勘探、开采、提取、利用以及生态保
护的全链条集成创新体系，大幅提
升赣南苏区的稀土科技创新能力。

在苏区政策政策的孵化下，经
过 8 年的不断累积，赣州优势产业
集群加快推进，“两城两谷两带”对
工业经济贡献率达 75%，首位产业
集聚度达 46.1%，稀土和钨、南康家
具产业跃升为千亿产业。

近年来，我省强化创新驱动，
大力推进赣州、吉安、抚州高新区等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科院
稀土研究院、中科院吉安生态环境
研究院、国家级离子型稀土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脐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一系列“国字号”科研平台
相继落户，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
等各类创新资源加速向苏区集聚，
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成为
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载体。

回首来路，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发生了巨变；站在新的起点上，苏
区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郑荣林）

感恩奋进新征程
——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八周年述评

这注定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八
年。八年前的今天，《国务院关于
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由此翻开
了苏区振兴发展的崭新一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决
不能让老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程中掉队”。振兴发展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是党中央、国务院
关心革命老区、着眼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全
国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具有标志性
意义和示范作用。八年来，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国家部委
的大力支持下，全省上下感恩奋进
攻难关，担当实干促振兴，赣南苏
区振兴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 GDP 年均增长近

10%；18个贫困县全部脱贫退出；长
期困扰赣南老区人民的住房难、喝
水难、用电难、行路难、上学难、看
病难等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若
干意见》实施承前启后的关键之
年。当前，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全
省全国一样，既面临世界经济下
行、疫情全球蔓延等不利影响，也
面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带来
的机遇。面对新挑战、新机遇，要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在
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
范”的目标定位，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将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放到
全省乃至全国大局中进行谋划，
加快推进新一轮苏区振兴发展，

努力建设全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

补齐民生短板，打赢脱贫攻
坚决胜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赣南苏
区。要围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问题，强化攻坚措施，建立完善防
止返贫检测和帮扶机制，确保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全
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少。加快补
齐基础设施短板，大力推进交通、
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的同时，把握新基建的“窗口期”，
加快推进 5G 网络、人工智能、数
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
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势。

紧盯产业重点，打造老区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推进赣南等原中

央苏区振兴发展，产业发展是支
撑。要深入实施铸链强链引链补
链工程，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
钨和稀土、家具等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大
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全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
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推动苏
区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加快推
进赣州“两城两谷两带”、吉泰走廊
新型电子和向莆经济带建设，培育
一批百亿级龙头企业，努力壮大苏
区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提升开放水平，打造内陆开
放新高地。抢抓江西获批内陆开
放型经济试验区的重大机遇，深
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提升
赣州国际陆港、赣州综合保税区

等开放平台功能，深化赣粤、赣闽
等产业合作平台建设，将赣州打
造成为江西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的桥头堡。扎实开展优化提升
营商环境十大行动，落实落细减
税降费各项政策，着力打造“四
最”营商环境。

新起点，再出发。站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加快新时代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振兴发展，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我们要创新实干，大力弘扬跨
越时空的苏区精神，激发红色基
因，再创新时代“第一等工作”，确
保赣南等原中央苏区与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书写新时代苏
区振兴发展新荣光。

（据《江西日报》）

◎评论

书写苏区振兴发展新荣光

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