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31日，省委书记、省委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组长尹弘主持召开省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他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
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
改一体推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
工作落实，推动我省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叶建春、马森述、吴浩等省委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成员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有关文件和中央主题教育工
作座谈会精神，听取了全省主题教育进
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审议通
过了省级层面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省委
教育工委、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汇报了主

题教育开展情况。
尹弘强调，要聚焦主题主线深化理

论学习。始终把加强理论学习贯穿主题
教育全过程，持续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上下功夫，深刻领悟以学增智重要要
求，全面系统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科学体系
和世界观方法论，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思
维能力、实践能力，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
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真
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尹弘强调，要着力提高调查研究的
质量。坚持用好调查研究“深、实、细、
准、效”五字诀，大力弘扬寻乌调查唯实
求真精神，注重采用“四不两直”方式，
深入基层、沉到一线，突出问题导向，解

剖典型案例，积极开展有深度、有价值、
有实效的调研，拿出高质量的调研报
告，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措
施定实。

尹弘强调，要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
发展。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牢固树立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
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
略任务，着力推动发展提质增效，用心
用情为民服务，切实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
题教育成果。

尹弘强调，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检
视整改。始终坚持学查改贯通，根据调
研、检视情况，动态更新问题清单，严肃

认真开展问题整改整治，明确整改措施、
目标、时限和牵头负责人、责任单位，紧
盯问题真改实改，聚焦聚力开展专项整
治，上下贯通联动整改，确保整改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尹弘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把主体责
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主要负责
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省委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和成员单位
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
合力。各省委巡回指导组要坚持同题
共答，严督实导、以导带督，既推动落实
责任，又帮助解决问题，推动主题教育
深入扎实开展。

（魏星）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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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建春出席

6月7日—9日，南昌市将有62855名
考生走向 37个考点、2205个考场参加高
考。南昌市教育局提醒考生，要遵规守
法，以最严要求筑牢公平底线，同时公布
了“助考”等违法行为的举报电话。

南昌市教育局提醒，“诚信考试，切莫
作弊；作弊入刑，已经施行；信用污点，伴随
终身”。家长要教育孩子一定要遵守考场
规则，自觉接受考点、考场“双安检”，严禁
携带手机、智能手表、耳机等电子设备进入
考点考场，手机等禁带物品在考点入口处
集中存放。家长要嘱咐考生考试当天不携
带手机等考点考场禁入物品，不穿戴有金
属饰品的衣物，以免影响入场时间。

家长和考生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

提供“助考”、提前取得“试题”等虚假信
息，避免上当受骗，不信谣、不传谣，更不
要参与“助考”违法犯罪活动，共同维护
公平公正、风清气正的高考环境。如发
现“助考”等违法行为，可拨打热线电话
0791—86220507进行举报。

南昌市教育局还提醒：考试期间，考
点周边施工场地暂停施工；广场舞爱好
者主动避开考试时段，晨练晚练控制音
响音量；广大市民不在考点周边的公园、
广场开展娱乐活动；考点周边的红白喜
事、商业庆典、宣传促销等活动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不放音响；机动车辆经过考点
附近减速慢行，不鸣笛。

（全媒体见习记者 熊嘉）

南昌：发现“助考”等违法行为可举报

2023年高考越来越近。5月30日晚，南昌市新建二中
高三年级教室灯火通明，“为梦想而战”“十二年寒窗望破
壁，六月考场梦起时”等励志标语悬挂四处，即将走入考场
的学子们正埋头复习功课，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即将到来的

“大考”。 （据人民网）

挑灯夜读
备战高考

晚自习课上晚自习课上，，学生们正在埋头复习功课学生们正在埋头复习功课。。

▼

江西22条举措支持
中药产业守正创新

鼓励支持古代经典名方制
剂、儿童用中成药等创新研发

6 月 1 日，江西省药监局发布消息，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加强中药科学监管
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具体措施》(以下
简称《措施》)，提出包含“推动中药材规
范管理”“助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优
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加大中药安
全质量管理力度”“提升中药科学监管能
力和水平”“强化部门沟通协作”等 6 个
方面共 22条政策，支持江西中药产业守
正创新。

《措施》提到，在推动中药材规范管
理方面，要推动枳壳、栀子等“赣十味”传
统地道中药材，黄精、江香薷、杜仲等大
宗中药材以及中药注射剂等原料药材品
种规范化种植；组织专家制定中药材产
地趁鲜切制品种目录，指导地方政府建
立工作机制，制定加工技术规范，规范中
药材产地加工，做大做强赣产药材知名
品牌。

助推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建
立动态增补修订《江西省中药饮片炮制
规范》《江西省中药材标准》和《江西省中
药配方颗粒标准》模式；鼓励、支持古代
经典名方制剂、儿童用中成药、江西特色
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等创新研发。

优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方面，
优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注册、备案管理；
规范调剂使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支持
通过调剂在不同医疗机构内开展多中心
临床研究；优化医疗机构制剂委托配制，
实行备案管理。

加大中药安全质量管理力度方面，
优化完善中药饮片追溯平台建设；加大
对中药生产环节重点企业、重点品种的
抽检力度；针对中药生产、经营、使用环
节的突出问题，加大查处力度，严惩违法
违规行为。 （金婉）

江西小龙虾产业
综合产值达330亿元

记者 5月 31日从江西省农业农
村厅获悉，我省小龙虾养殖规模近
五年来实现翻番，目前小龙虾养殖
面积 270 万亩，养殖产量 28.5 万吨，
一产产值达 97亿元，综合产值达 330
亿元。此外，2023 年小龙虾产业大
会暨第二届永修小龙虾节活动将于
6 月 4 日在九江市永修县举行，主办
方将于 6 月 2 日—11 日、6 月 16 日—
30日分两批发放共计 20万元电子消
费券，届时，小龙虾爱好者可前往永
修县大快朵颐。

近年来，江西以打造国家级鄱阳
湖小龙虾产业集群为契机，持续推进
扩规模、促加工、活流通、强品牌，不
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努力
将“小龙虾”打造成带动渔业增效、农
民增收的“大产业”。

据江西省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主任罗锋介绍，以永修、彭泽、
余干、吉水等 16 个县区为小龙虾产
业集群核心县区，辐射带动全省小龙
虾产业发展。江西建立了百亩以上
种养大户 1500 余个、千亩示范基地
200 余个、万亩示范区 12 个，逐步形
成了以环鄱阳湖区、吉泰盆地、赣南
片区为主的三大稻虾综合种养产业
经济区，实现空间布局由“平面分布”
转变为“集群发展”。

随着夏季的来临，号称“国民美
食”的小龙虾“强势”回归。记者了解
到，江西推进小龙虾产前、产中、产后
有效链接和延伸，基本形成了集繁
苗、养殖、加工与流通、餐饮消费于一
体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全省有小龙
虾养殖生产经营主体 600多家，各类
小龙虾加工企业 20 余家，年加工能
力达 15 万吨，加工产品主要为口味
虾、虾尾、虾仁。

（据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