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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陶阳新村：

夜市经济点亮乡村振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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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晚，位于景德镇市珠山区
东郊的新厂村陶阳新村里人头攒动，“陶
艺一条街”上游客们走走停停，选购心仪
的瓷器等物件。

曾经，陶阳新村是当地典型的“城中
村”，生活环境脏、乱、差，村民靠从事农
业、手工业劳动谋取生计，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多有缺失。2017年，陶阳新村
启动改造工程，以景区化、项目化、标准
化为着力点，投入近 2600 万元，统一房

屋外立面风格，铺设沥青路面，改造提升
供电、供水、通信、排污等基础设施，配齐
健身广场、公园等休闲设施。

“真没想到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乡能发生这么大的改变。”作为土生土长
的陶阳新村人，周爱玲对近年来生活环
境的变化深有感触，“以前村里没有这么
干净、整齐，房子也没改造。现在我们陶
阳新村的整体面貌好多了，不但装上了
太阳能路灯，宅前还预留了停车位，老百
姓的生活简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
天比一天好。”

陶阳新村人居环境越来越美，吸引
了大批外地游客、创业者慕名而来。珠
山区新厂村党总支书记张四德介绍，近
年来，陶阳新村充分发挥地处城郊地理
优势，因地制宜，制定了“党建+电商+陶

瓷+秀美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模式，致
力于推动“电商”“陶瓷”和“旅游”三者交
叉、融合发展，打造融合“电商、陶瓷、旅
游”为一体的陶阳新村夜市，实现文化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如今，陶阳新村的对外吸引力不断
增强。该村常住居民有 700 多人，其中

“景漂”（专指来到景德镇打拼的创业者）
达到 90多人。村内共有店面约 120间，
目前入驻商户达到 110 家，沿街店面租
金由原来的 300 元-500 元/月增加至
1000元-2000元/月，极大地增加了当地
村民的收入。

来到夜幕下的陶阳新村“陶艺一条
街”，经过改造后的街道独具一格。摊主
们支起一个个摊位，销售个性化的茶具、
餐具、首饰、摆件等，独具创意的瓷器令

人耳目一新。随意走进一家店铺，店主
罗桂华正在直播销售自己制作的瓷器产
品，一部手机、两台显示器建立起向外界
介绍景德镇瓷器的窗口。他说：“景德镇
陶瓷本身具备文化属性，线上直播的形
式更有利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

张四德表示，下一步，陶阳新村将开
启文化铸魂工程，聚焦管理和发展。在
管理方面，坚持“乡村建设，城市标准”，
提升该村村务管理水平，创新农村社会
管理模式，引入社区管理、景区管理机
制，大力推进城市物业管理进农村，全面
实施村庄环境卫生长效管理。在发展方
面，充分转化美丽乡村建设成果，深入挖
掘当地陶瓷文化内涵，推进老陶院、陶艺
街等陶瓷教育和文化资源与市场、资本
相对接。 （本报综合）

随着旱情的持续，江西各地受影响
程度进一步加剧。截至9月22日6时，
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仅7.19米，达到枯水
橙色预警标准。当天10时30分，江西
省水文监测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

据统计，当前，全省10平方千米以
上河流断流25条，主要分布在赣江尾
闾南支、中支、北支，南昌市、九江市、
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等地。

全省 10560 座中小型水库中有
2487座水库在死水位以下，18.36万座

山塘中有 4.73 万座山塘干涸（九江市
最多，达12772座），占比25.77%；较20
日增加335座（鹰潭市最多，达148座）。

当前，全省151处县级以上饮水水
源地供水保障正常，其中抚州市黎川县
城南水厂保障天数低于30天，当地应急
取水工程（潭溪乡河西村河道取水）正
在施工中，预计10月5日左右完工，其
余县级水源地保供天数均大于30天。

据统计，截至9月21日16时，全省
无水源农作物面积 338.6 万亩。77 个

县（区）存在农村饮水受旱情影响，全
省因旱累计影响供水人口 237170 人，
其中饮水困难人口18153人，饮水困难
牲畜563头。

7月15日-9月21日，干旱灾害已
造成江西省463.8万人受灾，因旱需生
活救助17.3万人，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
1.7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629.1千公顷
（943.6万亩），绝收68.7千公顷（103.0万
亩），直接经济损失61.5亿元，灾情还在
进一步统计核查中。 （据人民网）

旱情已致江西直接经济损失61.5亿元

全国大部分地区
秋粮长势较好

全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保
持在6500亿公斤以上

秋分近，秋收忙。在第五个中国农
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全国秋粮收获陆续
展开，大江南北一派丰收景象。

在江西省抚州市，360万亩中晚稻陆
续成熟，当地农户抢抓有利天气，驾驶农
机收割水稻。“这茬种了240亩水稻，亩产
大概能增加 100公斤左右，今年的丰收，
看来稳了！”这两天，抚州市广昌县头陂
镇龙港村种粮大户吴友平忙着抢收已经
成熟的 80 亩中稻。聊起今年水稻增产
情况，吴友平表示超出预期。“今年高温
天气持续久，水稻种植受到不小影响，之
前很担心产量上不来。”吴友平说，“好在
政策不错，稻田得到了充足灌溉，水稻长
势总体较好。”

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之一，江西今
年粮食生产不断闯关。“春耕时节农资价
格高涨，五六月份连续低温阴雨，七八月
份又经历了历史罕见的持续高温少雨天
气。我们与广大农民一起，妥善应对各
类灾情，奋力克服重重困难。”江西省农
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说，早稻、夏粮喜获
丰收，1830.2万亩早稻增产4000万公斤，
109.1 万亩夏粮增产 1000万公斤。秋粮
中的中稻生长虽受干旱天气影响，但通
过落实一系列防灾减灾措施，目前收割
已进入尾声。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占全年产
量75%。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截至
9月 20日，全国秋粮已收获 2.36亿亩，完
成18.1%，进度同比快0.9个百分点。

在湖北省，中稻占全省粮食年产量
一半以上。今年，当地加快推广本土研
发的杂交水稻新品种，目前收获过四
成。“亩产超过650公斤，往年每亩最高也
就550公斤。这新品种不仅产量高，还抗
病、抗倒、抗高温。”“老把式”王化林对今
年收成满意地说。“这类抗旱品种生育期
短，比较节水，对今年粮食增产起到了很
大作用。”

目前，夏粮、早稻均已实现增产，秋
粮丰收在望，全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保
持在 6500亿公斤以上，为端稳中国饭碗
提供坚实支撑。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防旱抗旱进行时

守护山间深绿
9月21日，天刚蒙蒙亮，57岁的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梅岭镇樊家村
护林员杨桃英像往常一样，打着手
电走上崎岖山路，开始一天的森林
巡护工作。

近两个月来，江西遭遇连晴天
气，旱情加剧。9月中旬，江西发布森
林火险橙色预警，各地防火形势严峻
复杂。湾里山区树木茂盛，火灾隐患
大，压在杨桃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我负责梅岭樊家自然村和九
糟 自 然 村 地 区 森 林 防 火 工 作 ，
4088.02亩林子归我管，每天至少要
巡山 6小时。”杨桃英说，巡护工作
看似简单，无非是按着既定路线巡
护山上的树木，清理防火带中的杂
草灌木，出现异常情况后通过专用
GPS手机报告等，但梅岭镇辖区内
有林地 5.5 万多亩，巡护路线近百
条，这些显示在地图上的线路，都
需要人徒步走完。

据悉，像杨桃英一样的护林员
在梅岭镇一共有 18 位。除日常巡
山外，平日里他们还要对村民和游
客开展森林防火检查及宣传教
育。杨桃英告诉记者，护林员的职
责是保护森林资源安全，当前特殊
时期，她和其他队员更将打起十二
分精神，不让森林火灾“有机可
乘”，全力守护山林安全。

（据人民网）

▲杨桃英用GPS手机上传巡护情况

▶杨桃英（左）在巡山

▼杨桃英正在清理防火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