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充分发挥建筑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支柱作用，提升建筑业对江
西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促进建筑业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建
筑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江西印发

《关于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意见》共提出了包
括深化建造方式变革、强化科技支
撑、拓展企业发展空间、优化营商
服务环境、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和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等在内的六项重
点任务。

《意见》提出，大力推行绿色建
造、装配式建造，加大智能建造在
工程建设各环节应用，推动智能建
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做优做
强建筑企业，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和创新力，完善质量保证体系，提
升建筑工程品质，促进建筑业转型
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江
西建造”品牌，实现建筑业高质量
发展。

根据发展目标，到 2022年，江

西省建筑业总产值将达到 1 万亿
元以上，建筑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达到 8.3%，装配式建筑发展水
平进一步提高，装配式建筑新开工
面积占新建建筑总面积的比例突
破30%，龙头企业带动能力明显增
强，年产值超100亿元企业10家以
上，年产值超过千亿元的建筑企业
实现零的突破，上市企业实现零的
突破，力争达到 3 家，质量保证体
系更加完善，建造水平和建筑品质
明显提高。到 2025 年，建筑业总
产值达到 1.5 万亿元，建筑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达到 8.5%，装配式
建筑新开工面积占新建建筑总面
积的比例力争达到40%，智能建造
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政策体系
和产业体系基本建立，建筑工业
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
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初步建立，建
筑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核
心竞争力显著提高。

(朱嘉明）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江西建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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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江西进顺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样板建设
“硬木扁担杉木桶，代代不

离驼背种。一根扁担两只篮，有
女莫嫁上窑湾”。这首民谣就是
江西首村——南昌市青山湖区
湖坊镇进顺村改革开放前的真实
写照。改革开放40多年来，进顺
人沐浴改革春风，秉承着“勇于创
新、敢为人先，和谐发展、富民强
村”的进顺精神，历经一段充满坎
坷与创业艰辛的风雨历程，走出了
一条通往小康生活的共同致富之
路，由一个有名的穷困村成为了中
国十佳小康村、中国十大名村、全
国文明村、中国幸福村……这些
辉煌与荣耀，负载着进顺村40年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农业产业
向多种产业同时发展

在进顺村今年新建的党建+
幸福生活馆内，进顺村提出了打造
酒店版块、园区版块、商贸版块、金
融版块、市场版块、物流版块等六
大经济版块的产业发展定位。然
而，翻开进顺村的历史，改革开放
前，进顺村唯一的产业就是农业，
进顺人都以种菜为生。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进顺人依托城郊区位优
势，先后成立了酱油厂、装订厂、麻
绳厂、拖把厂、自行车修理店等 20
余个小微乡镇企业，这些小作坊式
企业的共性就是规模小、管理落
后、效率低下、技术含量不高。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企业很快
就被迫关停并转。1993年起，在当
时主持进顺村工作的村党总支副
书记、村主任罗玉英带领下，进顺
村开始探索发展现代化企业，不断
主导引入了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理
念和企业管理模式。进顺村历经
了“盘活资产打基础、以地换地拓
空间、招商引资谋发展”三个阶段，
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
工业产业向服务业产业，由服务业
产业向多种产业同时发展的转
变。目前为止，进顺村现拥有一个
含多元经济成分的核心集团，基本
形成了以发展三产为主体，园区建
设为两翼，金融、商贸、物流、地产
业并举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随着市场的变化，结合进顺村
现有产业发展，进顺村将进一步推
进产业升级转型，逐步实现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进顺村现任党委书
记、村主任罗来昌在谈及今后经济
发展时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推
进进顺大厦的建设，这将是进顺村
商贸版块的‘重头戏’。同时，我们
也在推进村级工业园区的改造和农
业生态康养项目，这也将成为进顺
村今后发展的亮点及新的增长点”。

无缝对接九龙湖片区 城市版图向西扩展

九望新城将打造为南昌城西门户

“多亏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
们一家的生活才有了保障，日子越
过越好……”家住江西黎川县熊村
镇礼街社区的居民黄国荣说。

68 岁的黄国荣肢体有残疾，
家里唯一的儿子又因淋巴癌去世，
留下年幼的孙子，全家仅靠低保和
妻子打零工的收入维持生计。“看
病要钱，孙子上学要钱，我又不能
做事，那段时间对生活几乎绝望！”

把黄国荣从绝望中解脱出来
的，是江西省近年来大力实施的

“城镇脱贫解困”行动。2018 年，
江西出台《关于加大城镇贫困群众
脱贫解困力度的意见》，兜住最困
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活，守护好
每一名城镇困难群众，不让一名困
难群众在全国脱贫攻坚战役中“掉
队”。

2018 年，黄国荣一家被纳入
城镇贫困群众帮扶范围，熊村镇礼
街社区书记吴丽芳的身影经常出
现在黄国荣家中。当地民政部门

和社区对他一家持续进行精准帮
扶，还介绍他的妻子到社区公益性
岗位从事保洁工作，每月有了固定
收入。

近年来，黎川县把加快城镇贫
困群众脱贫解困作为一项重大民
生工程，精准摸排、精准施策，截至
今年8月，全县1171户城镇贫困家
庭已经成功脱贫1150户。

2018 年以来，江西省已累计
下拨城镇脱贫解困财政专项资
金 9 亿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持续推动城镇贫困妇女“两癌”
免费检查、累计受益 6.36 万人，
对城镇贫困家庭实施危旧房改
造，落实控辍保学工作机制、让
4483 名辍学儿童复学，依托创业
孵化基地技能培训等方式强化

“造血式”扶贫……从 2018 年至
今，江西城镇贫困群众减少了
52.41 万人，存量 36.2 万人已全部
落实兜底措施。

（据新华社）

江西大力实施“城镇脱贫解困”行动

南昌市青山湖区妇联认真贯
彻上级妇联和区委、区政府工作部
署，切实把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当作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社会
稳定工作的一件大事来抓。据了
解，去年以来，区妇联共接待处理
来电来访 60 余人次，基本做到了
妥善解决问题。

为做好此项工作，该区妇联对

信访接待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制
定了工作细则，畅通 12338 热线，
热情接待妇女儿童来电来访，耐心
倾听她们的心声和诉求，给予心理
和政策上的指导。区妇联还通过
自办、转办等方式，及时妥善化解
群众反映的问题，把问题和矛盾化
解于萌芽状态。

（彭娜王军）

南昌青山湖区多措并举
做好妇女信访维权工作

11月15日，记者从南昌市新建
区九望新城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为推动南昌城市空间向西拓
展，增强城市发展的活力与后劲，
新建区将加快九望新城建设，争取

“半年有起色，一年一变样，三年大
变样”，将其打造成南昌的“城西门
户，科创新都”。

九望新城位于 320 国道以南、
昌栗高速以北、西外环高速以西、
石埠大道以东，规划面积约15平方

公里、规划居住人口约20万人。按
照以生态为基、人居为本、产业为
魂的发展理念，九望新城将打造集
产业、居住、服务于一体的产城融
合示范区，并重点布局总部经济、
科创平台、国际商贸、数字经济、文
化创意五大重点产业。

随着南昌城市“西进”步伐
不断加快，九龙湖片区经过多年
开发，已成为南昌的重要一极，
但其发展主要围绕核心区沿江

向 南 拓 展 ，西 部 组 团 的 开 发 偏
弱，导致九龙湖与望城片区的发
展联动不足。九望新城将无缝
对接九龙湖片区，实现交通设施
的互联互通、城市功能的优化互
补、生态廊道的串联成网、市政
设施的共建共享。

实施九望新城建设，是新建区
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推动产城融
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产业布局
方面，九望新城将把数字经济作为

首位产业，依托南昌城西门户窗
口、交通区位、生态环境等优势，大
力发展现代商贸服务业、文化创意
产业等。当天，投资120亿元的南
昌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项目正式
启动建设，这是九望新城的核心引
爆项目之一，将助推南昌打造“买
全球、卖全球”的国际贸易新高
地。此外，该片区内还有多个在
建、待建、拟出让用地重大建设项
目，如江西（新建）科创产业新城、

北京居然之家、保利会展小镇等，
初步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

此外，九望新城坚持把产城融
合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打造

“创新之城”“宜居之城”。未来，这
里将成为南昌市 5G 大数据网络、
互联网研发等的产业高地，昌西南
水绿融城、环境优美的健康生活社
区……一座充满生机的活力新城
正在南昌城西崛起。

（钟珊珊）

改革开放前，进顺人以种菜
为生。虽然居住在城郊，却是十足
的“泥腿子”。菜农，挑水担粪犹如
宿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进顺人
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建立了一些手
工作坊式小企业，一部分村民开始

“洗脚上岸”。1993年后，进顺村确
立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定
位，大力发展了酒店服务业及工业
园区。进顺人也基本上“穿上了皮
鞋打上了领带”，成为了酒店、园区
的管理者及员工。村民的身份实
现了从农民向职工的转变。1999
年，进顺村在全省率先推进了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把村集体股份的

30%量化给了全体村民，村民成为
了村企业的股东。之后在 2002
年、2016 年，进顺村又分别把村集
体股份的 15%和 55%量化给了村
民。进顺村成为全省村集体产权
100%量化给全体村民的第一村。
村民真正成为了村集体企业的主
人，完成了村民职工向股东的历史
性转变。2014 年，南昌市实施了

“村”改“居”政策，进顺村积极配合
政府，帮助村民推进完善各种社会
保障，让村民的社会保障及户口性
质同步与南昌市民接轨。至此，进
顺人完成了由农民变职工，职工变
股东、农民变市民的多重身份转变。

村民身份实现多重转变

四十年前，作为菜农，一年四
季，进顺人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
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精心耕
作，挥汗如雨，然而却仅仅只能解
决一日三餐的温饱问题。村集体
贫穷，村民更是生活艰苦，70%的
村民欠村里的钱。这样的岁月，仿
佛停滞一般。多少年来，村庄的风
景没有变化，唯一变化着的，是村
里人的面孔在逐渐老去，而又不断
有新的面孔降生。

改革的春风，润物无声。随
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进顺村人的生
活水准也“水涨船高”。上世纪 90
年代，进顺村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2000 年，村集体收入就
有 1000 多万元，村里的“万元户”
比比皆是。富裕起来的进顺村始
终牢固树立以村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坚持做到藏富于民、让利于
民，大力实施了“安排好住的，敬养
好老的，教育好小的，照顾好弱的，

兼顾好大众的”26 字民生举措，从
村民的出生到死亡，村民们享有村
集体发放的 19种福利。2019年进
顺村集体纯收入 5683 万元，村民
人均收入 32000 元，用于村民福利
保障费 1680 万元。村民们过上了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
有所扶”的共同富裕生活。今年90
多岁的村民陈作福说：“想想过去，
再看看现在，恍如隔世，以前想都
不敢想的生活现在都实现了，归根
到底，还是要感谢党和国家改革开
放的好政策。”

如今的进顺人，不但物质上
富有了，精神生活也是丰富多彩。
近年来，进顺村推进了村级“细胞
工程”，建立了全省首个村级老年
大学，全省首个村级文化生活馆。
多类别、多形式、多层次的精神文
化活动，让进顺村人生活的更加有
品质、有尊严。（记者 林卓旎文/图）

始终牢固树立以村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进顺村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