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2月24日召开的江西省文化

和旅游工作会议上获悉，2022年，全省文

化和旅游系统统筹疫情防控和文旅业发

展，制定出台《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

展“3336”行动计划》，将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新任务新要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

举措，在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取得新

成效，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文旅力量。

引导各地推出
150余条举措助企纾困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梅亦在会上介绍，2022年，江西制定出台

《有效应对疫情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纾困

解难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帮扶文旅企业

纾困发展若干措施》，引导各地推出150

余条具体帮扶举措。通过“文旅贷”“文企

贷”等平台为文旅企业发放贷款273.69亿

元，暂退旅行社旅游服务质保金2.56亿

元，拨付各类纾困资金4960万元，让文旅

企业在“寒冬”中感受到“温暖”。成功开

展“百城百夜”文旅消费季、第五届江西旅

游消费节、“江西‘dou’是好风光”等消费

促进活动，有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2022年，江西在艺术创作、公共服务、

遗产保护等方面结出惠民之果。赣南采

茶戏《一个人的长征》荣获第十六届“五个

一工程”奖，主演获第十七届文华表演

奖。江西大鼓《好心缘》荣获第十九届全

国“群星奖”。成功举办第八届江西艺术

节、汤显祖国际戏剧交流月、全国版画作

品展等活动，社会反响良好。3个项目入

选 2022 年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实践

“十佳案例”“优秀案例”，“百馆千万场 服

务来共享”系列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

全省打造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539个，2个项目获全国“最美公

共文化空间”大奖。樟树国字山战国墓葬

入选“2021年度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在全国率先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县创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赣南客家擂茶、婺源绿茶、修水宁红

茶）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实现该项目“零的突破”。

2022年，江西抓创建扛牌子，安远三

百山景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新余仙女湖、大余丫山成功创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江西实现了5A级景区或国家

级度假区设区市全覆盖。坚持“项目为

王”，省市县三级联动开展800余场文旅

招商活动，全省签约文旅项目359个，签

约总金额2415.55亿元；落地项目279个，

总投资达1677.44亿元。

此外，江西围绕提升“江西风景独好”

品牌，成功举办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

2022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2022年全省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创新举办首届“江西

风景独好”云端旅游推介会等一系列重大

文旅宣传推介、对外交流活动，提升了江

西文化国际影响力，全面展示了全省旅游

产业发展新成效、新特色和新成果。

将打造一批
“城市会客厅”“网红打卡地”

“今年，我们将打造一批具有本土特

色的‘城市会客厅’‘网红打卡地’。包括

打造国家文化公园样板地，建好国家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一批世界级旅游景

区和度假区等。”梅亦表示。

她介绍，今年江西省将高水平办好

2023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2023中国原

生民歌节、2023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首届江西乡村文化旅游节等重大文旅

活动，还将举办第六届江西旅游消费节，

深入实施文旅消费季“三百行动”。

在引客入赣方面，将策划举办“嘉游

赣”系列推介、“江西风景独好”云端旅游

系列推介会、“江西风景独好”旅游风光国

际摄影周、首届全球旅游体验官“印象江

西”采风活动等重大宣传推介活动。

同时，将深化对外交流，举办好柏林、

坦桑尼亚中国文化中心“茶和天下”雅集

海外推介系列活动。策划举办“江西风景

独好”港澳推介活动，组织参加“香港国际

礼品及赠品展”，做好港澳青少年内地游

学（世界青少年游学中国）工作。

（全媒体记者胡燕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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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消费活力 提升品牌影响力

去年江西文旅项目签约金额超2415亿元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赣州市南康区的大自然家居高端智能智造(南康)基
地，只见偌大的车间内，只有寥寥数人站在生产线旁“督工”，伴随着机器轰鸣
声，所有制造工序自动无缝衔接，一块块强化地板就这样被生产出来。近年
来，南康区着力推进家具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综合运用“5G+人工智能+区块
链+工业互联网”建设家具产业智联网，打造“家具消费—家具设计—木材采
购—备料加工—生产组装—打磨喷涂—物流运输”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以及
一批未来工厂、智能车间等。 （据中新网）

2022年江西水利科技
获奖数量创历年之最

近日，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
2022年江西水利科技获奖29项，数量为
历年之最。

近年来，省水利厅坚持把水利科技
工作摆在水利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
置，全面谋划水利科技工作。修订水利
科技项目管理办法和经费管理办法，始
终把水利科技工作作为水利高质量发
展的“助推器”。“十三五”以来，我省累
计投入省级水利科技经费1.17亿元，较

“十二五”增长40%；“十四五”以来，年平
均落实3300万元，创历史新高。

（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嘉）

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
将拒执当事人移送公安机关

日前，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向抚
州市公安局临川分局发出公函，将一转
移财产、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法院判
决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22 年，该院吴某与陈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民事判决已生效，被告陈某应
当归还吴某借款本金 410 万元及利息。
因被告未履行，吴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
陈某将其位于广东省的一套价值 450万
元的房产转让给其子陈小某。法院查获
上述情况后，向被执行人陈某送达告知
书，要求其履行生效判决，但陈某仍拒不
履行。法院认为其涉嫌有能力履行而拒
不履行，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程江 江聪越）

□简讯

●近日，G2744次列车缓缓停靠深圳
北站，一名乘坐轮椅的旅客独自一人前
来乘车，列车长邓小青注意到后第一时
间上前帮忙。 经询问得知，该名旅客赵
先生因工作中腿不慎摔伤，独自坐高铁
回老家疗养，且携带行李较多。很快，邓
小青帮助赵先生寻找到座位，旅途中也
始终重点照顾多番关怀，并联系旅客到
站提供帮助。列车抵达后，邓小青与值
班员办理交接并护送赵先生下车，赵先
生对列车工作人员一路上的细心照料连
连表示感谢。 （金婉）

南昌市解放西路西社区
开展消防宣讲活动

“请大家不要慌张，捂住口鼻，弯腰沿
墙有序撤离！”2 月 21 日，南昌市西湖区
南站街道解放西路西社区在辖区内开展
消防安全知识宣讲活动。现场，消防人
员给居民们讲解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方
法、火场救援等相关知识，并开展了火灾
逃生模拟演练。通过此次宣讲活动，进
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和应
急处置能力，对构建平安、和谐社区起到
积极作用。 （吴凡云 黄燕君）

近日，记者从江西省财政厅获悉，
2022 年，省融资担保集团担保融资规
模、新增支小支农业务规模、再担保业
务备案规模均突破 1000 亿元，实现三
个“千亿元级”跨越，分别达到 1074.8
亿元、1050.4亿元、1119.1亿元，均居全
国第三，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
坚实支撑。

2022年全省国有融资担保机构达
129 家，遍布 11 个设区市、81 个县和 7
个国家级开发区，覆盖面处于全国领
先地位。在全国首创国家、省、市、县
四级担保机构和银行机构共同参与的

五级风险分担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健
全完善“1+5+N”担保体系，推动省融
资担保集团注册资本增至 50亿元，主
体信用评级达到AAA级，迈入全国“第
一方阵”。

江西积极争取国家小微企业融资
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扶持，2020 年以来
累计获中央补奖 4.45 亿元，财政金融
联动效能持续提升。2022年争取国家
新增 200亿元再担保合作业务，并获 2
亿元股权投资，担保体系联动能力不
断增强。

（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嘉）

图为大自然家居高端智能智造(南康)基
地，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作业。▼

科技赋能
夯实产业

江西实现三个“千亿元级”跨越
担保融资规模、新增支小支农业务规模、再担保业务备案规模均突破1000亿元

南昌招募万名
“洪城啄木鸟”志愿者

2 月 24日，记者从南昌市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南昌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将招募万名“洪城啄木鸟”
城市管理志愿者。

南昌市民可通过手机下载“南昌掌
上城管”APP，填写真实姓名、身份证号
码和手机号码等信息，完成实名认证
后，便可成功注册成为“洪城啄木鸟”城
市管理志愿者。“洪城啄木鸟”城市管理
志愿者可以“随手拍”的方式，采集“井
盖缺失”“占道经营”“路灯不亮”“路面
破损”等“身边事”“烦心事”，上传至南
昌市“12345+掌上城管”智慧化政务服
务平台，帮助南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人员及时发现并解决城市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反映的问题经审核有效、属
实后，可获得相应的积分和奖励。

据了解，自 2022 年 6 月，南昌市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面向社会招募首
批“洪城啄木鸟”城市管理志愿者以来，
目前已有 6786 人注册参与，截至 2022
年12月，经“南昌掌上城管”收集到的问
题案卷达 728248 件，整改到位 725280
件，整改率99.62%。

（全媒体记者 储符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