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记者从中国铁路南
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获悉，受
今年第 14 号台风“灿都”影响，为
确保旅客列车运行的绝对安全，
铁路部门对 9 月 13 日途经杭深
等线路的部分列车运行方案进
行调整。

已购买此次停运列车车票
的旅客，可于乘车日期起 30 日内
(含当日)持购票时所使用乘车人
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窗
口办理退票手续；通过 12306 网
站、12306 手机 APP 购买的铁路
电子客票，如未打印报销凭证或
使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可通过
12306 网站或手机 APP 直接办理

退票；如旅客使用现金方式购买
或已打印报销凭证的，自网上办
理退票成功之日起 180 天 (含当
日)，凭乘车人身份证件(报销凭
证)到铁路车站指定窗口办理退
款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

据悉，台风侵袭期间，铁路部
门将根据风速雨量实际，采取限
速、停运、迂回、折返、加开、恢复开
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
案，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
提示，旅客朋友可通过12306铁路
客服平台，或车站大屏幕、广播、公
告等方式，及时了解列车开行情
况，合理安排行程。

（金婉）

受台风“灿都”影响
南铁部分列车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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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江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出炉
工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5万亿元

“两轴”，即纵向打造京九（江
西）产业驱动轴。发挥京九（江西）
高铁干线连接长江经济带、粤港澳
大湾区优势，加快建设京九（江西）
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带、五千亿级
新材料产业带。支持吉安建设电
子信息产业基地、农机装备制造基
地，支持赣州建设“两城两带两
谷”，打造江西南部重要增长板块；
横向打造沪昆（江西）产业驱动
轴。依托沪昆（江西）综合立体交
通枢纽建设，着力建设沪昆（江西）
新材料产业带、新能源产业带、装
备制造产业带，带动形成一批推动
全省经济两翼齐飞的特色优势产
业板块。东翼，支持鹰潭、上饶、景
德镇、抚州发展数字产业、有色金
属、新能源汽车、智能仪表制造、陶
瓷、航空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医
药、光伏、光学等产业，建设先进制
造业基地、数字产业集聚区。西
翼，支持新余、宜春、萍乡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特种钢材、金
属精深加工、电子信息、节能环保、
海绵产业等产业，打造全省产业转
型升级样板区、绿色产业集聚区。

“七基地”主要包括：全国有
色金属产业重要基地，以鹰潭、赣
州、九江、上饶、抚州、南昌为依托，
发挥鹰潭“世界铜都”、赣州“中国

稀金谷”引领带动作用，推动资源
精深加工、综合回收利用、材料及
装备制造等环节联动发展，培育形
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竞争力强
的世界级有色金属产业集群。

全国电子信息产业重要基地：
以打造万亿级京九（江西）电子信
息产业带为重点，加快南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光电及通信产业、南
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产业、吉安
电子信息和信丰数字视听等国家
级、省级产业基地建设，打造“四城
十基地”。支持萍乡、宜春、上饶、
新余等地融入参与区域电子信息
产业合作，强化京九（江西）电子信
息产业带与各地产业协作互补，共
建良好产业生态。

全国航空及装备制造产业重
要基地：以打造万亿级京九（江西）
电子信息产业带为重点，加快南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电及通信
产业、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产
业、吉安电子信息和信丰数字视听
等国家级、省级产业基地建设，打
造“四城十基地”。支持萍乡、宜
春、上饶、新余等地融入参与区域
电子信息产业合作，强化京九（江
西）电子信息产业带与各地产业协
作互补，共建良好产业生态。

全国新能源产业重要基地：以

上饶、新余为重点，联动九江、南
昌、赣州等地，构建集研发、制造、
应用于一体的光伏全产业链，加快
区域光伏应用产业化基地等重大
平台建设，创建国家级光伏先进制
造业集群。以新余、宜春、赣州、吉
安为重点，延伸做强锂电全产业
链，做大做强产业联动发展板块，
创建国家级锂电先进制造业集
群。壮大储能电池产业，构建多元
化新能源产业格局。打造沪昆（江
西）千亿级新能源产业带。

全国新材料产业重要基地：以
鹰潭、赣州、抚州、新余、南昌、九
江、吉安等为重点，打造金属新材
料、化工新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
和电子材料等千亿级、百亿级新材
料产业集群。培育大南昌都市圈、
赣西、赣东北、赣南四大新材料产
业联动发展板块，推动鹰潭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铜基新材料、永修有
机硅、永丰碳酸钙、上栗粉末冶金、
渝水非金属（硅灰石）等特色新材
料产业基地提能升级，建设京九
（江西）、沪昆（江西）万亿级新材料
产业带。

全国中医药产业重要基地：以
南昌、宜春、吉安、赣州、抚州、赣江
新区等为重点，大力推进中国（南
昌）中医药科创城、江西樟树中国
药都和南城、袁州、永丰、峡江等
重点中医药产业平台和特色园区
建设，打造一批特色中医药产业
集群。大力推进中医药标准化现
代化，创新中药及个性化治疗药
物，建设全国领先的现代中药生
产基地。

全国数字经济发展重要基
地：以上饶、抚州、鹰潭、南昌、赣
州、宜春、吉安等为重点，进一步
发挥南昌高端要素集聚优势和引
领作用，突出鹰潭、上饶、抚州、南
昌等移动物联网、大数据先发优
势，打造全国移动物联网示范应
用的标杆区、全国产业数字化转型
的先行区、全国数字终端制造的集
聚区、全国数字化治理应用的示范
区、国家网络安全“高精尖”示范
区、世界级 VR 中心，成为全国数
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同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
时期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6
项重点任务：增强制造业创新能
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
争力、促进制造业提质提能、加快
数字化发展、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
发展和畅通国内外产业循环。

（金婉）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全省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规模总量新跨越。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左
右。工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达到
1.3 万亿元，力争 1.5 万亿元，占全
省GDP比重在1/3以上，制造业占
比保持总体稳定，主要经济指标全
国排位力争有所前移。

——产业结构新升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年均提高1
个以上百分点、力争达到 28%，高
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
比稳步提升。千亿级产业集群达
到 15 个，其中世界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 1-2个，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
水平明显提升。

——质量效益新提升。创新
能力明显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5%左右，技改
投资比重不断提升，产业基础薄弱
问题初步缓解。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取得明显进展，生产设
备数字化率、装备数控化率、两化
融合发展指数达到并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绿色低碳转型明显加快，
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形成。

——区域工业新突破。大南
昌都市圈的工业引领地位更加凸
显，营业收入占全省比重达 53%以
上，其中南昌市占全省比重超 1/

4。赣州省域副中心建设的工业支
撑更加坚实，九江、吉安、上饶、宜
春加快迈向工业强市，鹰潭、新余、
抚州、萍乡、景德镇、赣江新区等地
产业特色更加明显。支持县域工
业发展，逐步形成工业经济大县
（市、区）、强县（市、区）和特色县
（市、区）的工业发展梯队。

——治理效能新增强。新时
代工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产业治理
体系更加完善，工业强省战略实施
机制和思路体系、规划体系、政策体
系、法规体系、平台体系和工作推进
体系等更加健全，产业开放合作不
断深化，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规划》提到，“十四五”时期制
造业的发展，将为2035年我省同全
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奠定坚实基础。展望2035年，江西
制造业整体实力将显著跃升，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基本实现，新兴工
业大省地位更加稳固，进入现代工
业强省行列。制造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水平全面显著提升，高
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
型制造取得重大突破，一批引领型
企业组织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加速崛
起，以数字经济为引领、以先进制
造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
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基
本建成。

■目标 工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5万亿元

13日记者从江西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江西省“十四五”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全
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规模总量新跨越、产业结构新升级、质量
效益新提升、区域工业新突破、治理效能新增强。着力打造大南昌都
市圈产业核心增长极，纵向京九(江西)、横向沪昆(江西)产业驱动轴，
以及有色、电子信息等七大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一核、两轴、七基
地”的产业空间布局。

■措施 形成“一核、两轴、七基地”产业布局
记者了解到，《规划》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江西要着力构建以
数字经济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
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
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着
力打造中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全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高
地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高地。着
力打造大南昌都市圈产业核心增
长极，纵向京九（江西）、横向沪
昆（江西）产业驱动轴，以及有
色、电子信息等七大先进制造业

基地，形成“一核、两轴、七基地”
的产业空间布局。

“一核”，即围绕促进大南昌都
市圈发展，加强大南昌都市圈板块
间互动协作，发展电子信息、航空、
汽车、石化、有色金属、食品、纺织
服装等产业，培育数字经济，做大
做强高端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把大南昌都市圈建设
成为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打造成
为引领和带动全省产业发展的核
心增长极。

近日发布的《中国乡镇综合竞
争力报告 2020》显示，2020 中国百
强镇分布在全国 10 个省份，主要
集中于东部地区。其中江苏以 36
个百强镇居首位，广东、浙江分列
第二位和第三位。其中，我省南昌
高新区昌东镇跻身中国百强镇。

由竞争力智库、中国经济导报
社和北京中新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等机构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乡
镇综合竞争力报告 2020》显示，
2020 中国百强镇广东占 32 个、浙
江 13个、山东 7个、福建 4个、河北
4 个、河南 1 个、贵州 1 个、湖南 1
个、江西1个。其中，江西、湖南各
有 1 个镇首次跻身中国百强镇名
单，实现中国百强镇零的突破。

数据显示，中国百强镇常住人

口平均为 22.92 万人，公共财政收
入平均为 18.87 亿元，工业企业数
平均为 3197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数平均为221家。

同时，报告还揭晓了 2020 中
国中部百强镇。其中，安徽达到
41个，其次分别为江西20个、湖北
19个、河南 16个、湖南 3个、山西 1
个。中国中部百强镇常住人口平
均为 10.79 万人；公共财政收入平
均为6.44亿元，比上年增加0.23亿
元；工业企业数平均为 366 家，较
去年增加 84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数平均为41家，与上年持平。

在中部百强镇中，江西上榜的
20 地分别为：南昌市高新区昌东
镇（位列第3）、南昌市经开区蛟桥
镇（位列第6）、南昌市青山湖区塘

山镇（位列第8）、南昌市新建区长
堎镇（位列第 25）、德兴市泗洲镇
（位列第26）、南昌市莲塘镇（位列
第 39）、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
（位列第41）、共青城市甘露镇（位
列第 55）、萍乡市安源区安源镇
（位列第58）、芦溪县芦溪镇（位列
第 62）、万年县陈营镇（位列第
70）、景德镇市珠山区竟成镇（位列
第 72）、瑞昌市码头镇（位列第
74）、安福县平都镇（位列第 78）、
南昌市经开区樵舍镇（位列第
79）、吉水县文峰镇（位列第 81）、
南昌县向塘镇（位列第 83）、樟树
市临江镇（位列第 88）、永丰县恩
江镇（位列第 92）、余干县黄金埠
镇（位列第100）。

（金婉）

江西一地上榜中国百强镇
还有20地入选中部百强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