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同步小康”是党中
央面对全世界的一个庄严承诺。
为履行这个承诺，一批批优秀的中
青年干部打起背包，肩负使命，深
入村头巷尾，扎根田间地头，不畏
艰辛与困苦，甘洒热血写春秋……
他们，就是那些可亲可敬的第一书
记——一群无怨无悔的追梦人。

抓好班子，树立信心

1990年10月，汪军退伍后分配
在南昌市民俗博物馆工作，2017年
7 月，汪军受市文广新局党委指派
到新建区樵舍镇常丰村任驻村第
一书记。到今天已是 1200 多个日
日夜夜，跟乡亲们吃住在一起, 脸
庞黝黑透亮、两鬓白发丛生。他向
领导承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
一定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刚到常丰村的第一天，映
入眼帘的是满布泥泞、坑坑洼洼的
村道，既没通网又没通水，满身的
汗渍想喝口热茶、洗把脸都属于奢
望，更别说洗澡冲凉了……

2017 年 9 月，他在村“两委”班
子会上说到：“经过一段时间的调
查，我还真没有想到下乡扶贫的困
难会这么多，条件会这么差，压力
会这么大，责任会这么重，村民对

我的期望会这么高……”。汪军经
过一番苦思冥想，渐渐理清了头
绪。一是要扎扎实实按照“核心是
精准、关键在落实、实现高质量、确
保可持续”的要求,团结和带领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大力发展村
集体经济,想方设法拓宽增收渠道；
二是要不遗余力地提升常丰村自身
造血功能，辐射和带动全体村民凝
心聚力、稳中求进、精准施策、真帮
真扶；三是带领村干部、致富带头人
到奉新、湾里、石埠等扶贫产业基地
开展学习交流，汲取经验、拓宽视
野，鼓励村“两委”干部积极参加省
市区各级举办的农业产业技能知识
培训。这“三斧子半”下来，村“两
委”干部的产业发展理念水平和实
际操作技能都得到有效提升，脱贫
攻坚成果也日益显现。2017年底，
经过省“第三方专项评估”，常丰村
顺利实现“摘帽”，2019年，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23户 76人全部如期脱
贫，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5万
元，常丰村由2015年村集体经济为

“零”的“空壳村”，成为集体经济收
入突破20万元的富裕村。

抓好项目，促进就业

汪军从小在城市长大，驻村之

前，对于农村工作他还真是个“门
外汉”。但他深知，村民要靠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增加收入，解决温
饱很不乐观。看到村里贫困家庭
大多因残、因病、因灾致贫，日子过
得十分拮据，他百感交集、心急如
焚。2018 年初，他结识了本村村
民、江西千晟实业有限公司的熊全
军，他被熊全军的家乡情怀深深地
打动了。两人一见如故，彻夜长
谈。一致认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
是脱贫的主要依托；产业扶贫既是
农民脱贫增收的根本之策，也是决
胜脱贫摘帽的有效途径和关键举
措，为此，要时刻抓牢产业扶贫这条
主线，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
贫”，才能真正实现真脱贫、脱真
贫。经过一番思量与谋划，“千晟实
业”这一民营龙头企业终于被“绑上
了”常丰村脱贫攻坚的“战车”。

2019 年，在汪军的努力下，常
丰村逐步形成了以 97 亩蓝莓基
地、43 亩葡萄基地和 1350 亩百合
加工、育种基地为支撑的三大扶
贫产业，三大基地共辐射和带动
当地闲散劳力 130 余人就近务工
就 业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5
人。户均年增收 3000 元至 9600 元
不等。同时，争取市文广新旅局
帮扶资金近 60 万元，先后建设了
两期 30KV 光伏发电户站、村站，
有效地确保了 14 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年户均增收近 2700 元、村站为
村集体年均增收 3 万余元。2019
年底，争取扶贫资金 110 万元建设
百合基地设施用房项目，先后培
养、推送本村致富带头人三名，申
报建设红杨自然村百合生产基地
智能、育种大棚和竹林自然村蔬菜

大棚项目，目前均已如期完工。

嘘寒问暖，难事办好

在常丰村，无论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还是普通村民，提起汪书记，
无不挑起大拇指，称其为“贴心、热
心的家里人”。

现年49岁的熊祖海，家庭人口
4人，妻子患有精神残疾，两个女儿
小学在读，因兄弟多、耕地少，以前
一直靠帮别人种田、在附近打打散
工勉强维持生计，2017 年 7 月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时，一家四口住在
四面透风的破旧老屋里，年人均收
入仅有 3700元。2017年 9月，熊祖
海享受了 3.5 万元的危房改造，一
家四口办理了低保，村里又给他安
排了公益性岗位，新屋建成后，帮
扶干部和帮扶单位帮他添置了一
些家居用品，他自己也养起 100 多
只鸭子补贴家用，昔日穷苦潦倒的
他 日 子 也 慢 慢 地 红 火 起 来 了 。
2019年1月，汪军在走访中得知，熊
祖海的鸭棚因卫生原因在村庄环
境整治中被拆除，百余只鸭子“露
宿街头”、无“家”可归，汪军当即和
镇、村干部协调，最终同意他按规
定重新搭建了一个近 20 平米的卫
生鸭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2019
年，熊祖海如期脱贫，家庭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1.1 万余元，熊祖
海本人也被推选为新建区“感恩奋
进”先进典型。

文化惠民，动力十足

作为一名在市文化系统工作

多年的党员干部，汪军深刻地认识
到文化扶贫的重要性。几年来，他
积极协调市文化系统各单位深入
常丰村开展形式多样的“送文化下
乡”活动，先后开展“手拉手共成
长”、“欢乐同享、悦读同行”、“名著
小书包”、“富强中国梦、幸福小康
家”等爱心互动活动 12 次，捐赠各
类教辅及课外读物近8000余册；组
织市文化馆、市艺术中心“文艺轻
骑兵”小分队、市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等单位到常丰村开展送戏、送春
联、送电影下乡活动 15 场次，通过
地方戏剧、诙谐小品、轻歌曼舞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寓教于乐，
潜移默化地宣讲扶贫政策、弘扬好
家风、好民风、好社风，满满地传递
了正能量。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常丰村致富带头人、民
兵营长熊信球信心满满地说：“现
在的常丰村，满目青翠，鸟语花香，
民风淳朴，人心思进。汪书记正在
筹划吸引民间资金到常丰村开发休
闲垂钓、农家餐饮、特色民宿、农科
文化体验等乡村旅游项目，并鼓励
我村致富能手广泛种植猕猴桃、草
莓、莲荷、花卉苗圃等可供游客观
光、采摘、游玩的应季产品，以村经
济合作社为龙头，积极加快乡村特
色旅游景点建设步伐，采取基地+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尽快将我村独具
特色的‘百合系列产品’、‘蓝莓系列
产品’、‘葡萄系列产品’、‘禽蛋系列
产品’等逐步推向市场。”

（吴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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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用功的扶贫“第一书记”

为促进江西会展业高质量发
展，近日，江西出台了《江西省加快
会 展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行动计划》提出了"一年打
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大提升"的
发展目标，力争到 2023 年，全省会
展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举办规模
以上展会超 300 场，展览活动直接
收入达到 300 亿元，拉动相关行业
收入超3000亿元。

《行动计划》提出，加快会展场
馆建设、完善配套设施。优化提升
全省会展空间布局，科学制定专业
会展场馆专项规划，并纳入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充分利用现有场馆
提升改造或新建与本地经济规模、
产业发展、区域特色相匹配的专业

会展场馆，提升江西省举办国际
化、专业化会展的承载力。推进赣
州市绿地国际会展中心、赣江新区
中医药科创城会议服务中心等在
建场馆建设。鼓励市、县(区)建设
特色会展场馆，推动萍乡、鹰潭、上
饶、吉安、抚州等设区市规划建设
专业场馆，对设区市新建室内展览
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
馆，给予资金支持。力争到 2023
年，实现设区市专业场馆全覆盖。

《行动计划》要求，要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引进国内外知名的会展
策划、主办、服务企业落户江西
省。鼓励国内外会展机构来赣设
立总部或办事机构，推进“会展赣
军”计划，力争每年引进1-2个会展
企业或项目落户江西省。鼓励各

地出台政策，支持社会组织、行业
商协会、企业引进会展项目，对符
合条件的给予奖励。

出台政策措施，着力培育一批
具有先进理念、多元发展、模式创
新的龙头会展企业。鼓励江西省
会展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
参股、联合等方式，提升组织化水
平，向规模化、集团化发展。力争
到 2023 年，年营业收入超亿元的
会展企业达到 2 家以上；年营业收
入超 5000 万元的会展企业达到 10
家以上。

研究制定全省品牌会展活动
评估认证办法，开展品牌会展评
定。到2023年，评选10个左右江西
品牌展会。

(谭红)

江西出台加快会展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力争每年引进1-2个会展企业落户

近日，南昌市西湖区南站综
合执法队对铁路二村 43栋、44栋
周边人行道上擅自设置的台阶和
路障进行了清理拆除，并跟一楼

店主民签订“门前三包”责任告知
书，共同营造整洁、有序、优美的
城市环境。

（胡筱兵）

清理路障 优化环境

11月 12日，南昌市东湖区行
政执法大队公园中队为推动经堂
巷老旧社区改造，开始对社区内

违章搭建及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查
处整改，拆除违建 430 余平米，消
弭重大火灾隐患1处。（唐澍政）

安全改造 消除火患

11月 11日，赣江新区海关在
监管场所开展卫生处理熏蒸剂泄
露应急处置演练，该关在龙头港
码头现场模拟熏蒸剂泄露及人员

中毒事故，并启动南昌海关卫生
处理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全程安
全、快速、高效、有序地进行了处
置。 （金婉)

现场模拟 应急演练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11月14日，在江西省南昌县
蒋巷镇大田农社智慧农场，无人
驾驶拖拉机和旋播一体设备在进
行现场演示。当日，由江西省农
业农村厅和南昌市人民政府共同
支持的江西首个万亩智慧农场发
布暨智能农业装备全程机械化作
业演示活动在南昌县蒋巷镇大田
农社智慧农场举行。20多家厂商
生产的收割、旋耕、机插秧、植保
等机械设备及无人作业农机设备

进行了现场演示，吸引了大批观
展者前来一睹智慧农业新面貌。

“与传统耕种农业相比，智慧
农场通过信息化、物联网、机械化
等技术，在生产种植中实现了全
程数字化，我们的11450亩稻田，
如今只要 26 个职业农民就能够
实现全部生产种植。”万亩智慧农
场运营方金色大田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相东介绍。

（据新华社）

无人驾驶拖拉机和旋播一体设备无人驾驶拖拉机和旋播一体设备

南昌：智慧农机展新貌

11 月 15 日上午，江西省地域文化
研究会2020年年会暨一届二次会员代
表大会在中建城开环境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举行。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总
顾问胡振鹏到会并就今后一段时期省
地域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三项重要
任务。

胡振鹏认为，省地域文化研究会首
先要进一步发展壮大队伍，特别是要
吸收年轻人加入到研究会的行列中
来，让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第二要
培育更多的骨干力量，增强队伍的实
力，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第三，要进
一步提高研究会的研究水平。地域文
化研究我们已先人一步，要加大研究
力量，提高研究水平，要办好第二期杂
志出版，做好明年论坛的筹备工作。

（记者罗春林王斌）

江西省地域文化研究会2020年年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