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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 15 日是第七个世界
青年技能日，为进一步普及推广世
界技能大赛理念知识，当天，我省
举办了“迎世赛 点亮技能之光”暨
7·15 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推广活
动。记者从现场获悉，7 月至 12
月，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丰富多
样、形式新颖的活动，展示技能竞
赛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成效，展示

特色技能技艺。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主题是

“新时代 新技能 新梦想”，口号是
“一技之长 能动天下”。活动现场，
播放了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片、第
46届世赛江西宣传片，第46届世赛
集训队江西入围选手代表、教练代
表作了主题发言，此外，还进行了世
赛成果展示。 （记者林卓旎）

江西启动世界青年技能日推广活动

江西加快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三年培育农村直播电商人员1万人

高质量发展绘就全面小康幸福画卷

千年夙愿，百年奋斗，今朝梦圆。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
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全面小康，江西交上了成色十
足的亮丽答卷：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以“作示范”的担当、“勇争
先”的气魄，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
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特别是历史性
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江西
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全面小康，发展是第一要务。
一条从追赶到超越的上升曲

线，见证着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经济发
展实现新跨越，综合实力再上新台
阶。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2 年的
1.29 万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2.57
万亿元，年均增长8.7％，在全国排
位由第19位前移至第15位。人均
GDP继2013年突破5000美元关口
后，2016 年、2018 年先后跨上 6000
美元和 7000 美元台阶，2020 年突

破 80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
分标准，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地区）水平。

从低端到高端，从“制造”迈向
“智造”，见证江西经济脱胎换骨的
不凡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经
济转型升级，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
可持续性不断增强。三次产业结
构由 2015 年的 10.2∶49.9∶39.9 调整
为 2020 年的 8.7∶43.2∶48.1，实现了
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根本转
变。2020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22.1%、
38.2%和 28.5%，分别比 2015 年提
高 9.1、12.5 和 5.7 个百分点。航
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中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加快发
展，2020 年全省千亿元产业达到
13 个，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
5000 亿 元 ，航 空 产 业 产 值 突 破
1200亿元。服务业增加值 2018年
首次突破 1 万亿元，2020 年达到
12365.1亿元，是2015年的1.9倍。

从“内陆腹地”转变为“开放高
地”，彰显了江西开放之门越开越
大、朋友圈越来越广——

不以江西为世界，而以世界谋
江西。近年来，我省主动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
发展，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

进全方位开放，内陆双向开放格局
初步形成。“十三五”期间，全省货
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连跨 3000 亿
元、4000亿元两个台阶，由 2015年
的 2628.5 亿 元 增 至 2017 年 的
3011.1亿元、2020年的4010.1亿元，
年均增长8.8%。2020年，全省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46.02亿美元，
比2015年增长54.1%。对外贸易伙
伴扩展到227个国家和地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老乡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有没
有形成持续、稳定、多元的增收途
径和机制，是检验全面小康社会成
色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城乡居
民收入水平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生
活更加殷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2012年的19860元，提高
至 2020 年的 38556 元；2012 年，全
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7828 元，
2020 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16981 元，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逐年缩小，一幅富民增收的新画
卷正越绘越美、越绘越精彩。

圆梦小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迈步新征程，
我省将始终紧紧扭住发展第一要
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
实施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首要战略，
奋力迈出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
西建设新步伐。

（据《江西日报》）

进入 7 月份，江西迎来少雨且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尤其是赣南地
区，降水量比去年同期减少，赣州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局部旱情
苗头已渐显露，发生阶段性干旱的
可能性大。

近日，赣州持续炙烤模式，大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高于35℃，赣州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7 月 1 日
以来，赣州全市持续出现35℃以上
高温少雨天气，平均降雨9.6毫米，
比 多 年 均 值（51.5 毫 米）偏 少
81.3%。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量为
16.88 亿万立米，占正常蓄水位对
应库容的 78%，比去年同期偏少

5%，且水库蓄水呈减少趋势，局部
旱情苗头已渐显露。

目前，赣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下发关于做好防旱抗旱工作的通
知，要求做好防旱抗旱工作。赣州
市防办要求，各县区根据旱情发展
和抗旱预案规定，视情启动抗旱应
急响应，全面动员各方力量投入抗
旱保民生、保生产、保安全。

此外，赣州市防办还要求，相
关部门要强化人工增雨设备及各
类抗旱设备的检修、维护和保养，
增强抗旱应急保障能力，并根据气
象条件，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据新华社）

高温持续 赣州出现局部旱情苗头

7月 14日，东京奥运会中国体
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此次
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 777人，
其中运动员 431 人(女运动员 298
人、男运动员 133 人)，教练员、领
队、科医人员等运动队工作人员
307人，团部工作人员 39人。东京
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
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记者从江西省体育局获悉，据

统计，我省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东
京奥运会的有男子马拉松彭建华、
女子4X100自由泳接力程玉洁、女
子跆拳道 57 公斤级周俐君、女子
25米手枪熊亚瑄、女子飞碟双向张
冬莲、女子皮划艇徐诗晓六名运动
员。皮划艇队教练吴优、田径队教
练肖丽、举重队医生高顺入选奥运
代表团。

（金婉）

6名江西健儿征战东京奥运会

市场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重
要源泉。7月15日，记者注意到，为
积极培育壮大江西省市场主体，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江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制定印发了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下简称《行动计
划》)，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壮大市场
主体，到 2023 年，全省市场主体数
量年均增长 16%，总数力争突破
500万户，其中，规上工业企业突破
16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8000
家，上市企业突破120家，形成量质
双升发展格局。

三年培育
农村直播电商人员10000人

《行动计划》从现代农业、先进
制造企业、科技型企业、房地产建

筑企业、商贸流通企业、文旅康养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七个重点领
域，分别提出了行动举措和细化目
标。

记者注意到，《行动计划》明
确，加快培育农村直播电商、生鲜
电商等新业态和新模式，三年培育
农村直播电商人员 10000 人，进一
步加密乡村物流站点。

培育房地产建筑企业，促进物
业企业发展。以城市老旧小区改
造为契机，推动住宅物业服务覆盖
率达到65%以上。实施物业服务企
业专业化、标准化、智慧化、优质化
提升工程。引导每个设区市建设
2~3 个“智慧物业服务”和“智慧安
防小区”示范项目。到 2023 年，物
业服务企业达到4200家以上，打造
50家以上行业标杆企业。

培育商贸流通企业，加快推动

电商企业发展。聚焦南昌市、赣州
市、九江市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
设，优化提升电商服务平台，推进

“赣品网上行”。到2023年，培育省
级电商示范基地40个以上、示范企
业 200 家以上，力争全省网络零售
额达到2500亿元。

培育文 旅 康 养 领 域 市 场 主
体，推动旅游业提质升档，打造
500 家以上 A 级景区，大力推进全
域旅游，实施产业数字化战略，推
进“旅游+”“+旅游”，发展新型旅
游业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催
生一批有特色、有吸引力的“农家
乐”“民宿”等经营主体。到 2023
年，全省旅游业市场主体力争突破
15000家。

培育个体工商户，鼓励个体工
商户转型发展，推动8条左右省级

商业街区改造提升试点示范建设，
打造一批高品质夜经济街区，培育
一批网红打卡新地标。落实支持
个体工商户发展税收、融资扶持政
策。到2023年，全省个体工商户力
争达到320万户以上。

到2023年每个设区市
建成1家网红培训基地

此外，《行动计划》还提出实施
市场准入退出便利工程、招大引强
工程、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工程、创
新创业孵化工程、惠企帮扶助力工
程、新赣商成长工程、市场环境净
化工程等七项保障措施。

聚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
区、海西经济区和京津冀地区，深
入实施“三请三回”“三企入赣”“产
业链招商”等行动计划；精心举办
世界 VR产业大会、世界赣商大会

等重大产业招商活动，力争每年新
增“5020”项目120个以上。

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制，聚焦
14 个重点产业链，推动大中小企
业、内外贸配套协作各环节协同发
展。加强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
创业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创业担保
贷款，三年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30 亿元，扶持个人创业 25 万人
次。每所高校建立大学生创新创
业辅导机制和孵化基地。

实施 民 营 企 业 家 素 质 提 升
“百千万”(百名领军型企业家、千
名成长型企业家、万名企业家经
营管理人才)培训工程。鼓励与
知名电商(新媒体)联合培养网红
主播，到 2023 年每个设区市建成
1 家网红培训基地，每年培养 1000
名网红主播。

（记者林卓旎）

南昌市紧紧围绕打造“四最”
营商环境目标，以“转作风 优环
境”活动年为抓手，持续深化党史
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全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今
年上半年，该市新增企业 22850
户，同比增长 33.63%，新增注册资
本10215717.27万元。

南昌致力于打造区域营商环境
标杆城市，推进企业开办“零成
本”。全面推行印章刻制政府“买
单”，目前已有6000余家新开办企业
领到免费企业公章，预计每年将为8

万家企业节省超1600万元成本。
实 现 企 业 开 办 流 程“ 再 压

缩”。打破新办企业多部门、跨领
域断点式申办的传统模式，创新实
施企业开办“一窗受理、后台流转、
一窗发放”，实行“审核合一、一人
通办”登记模式，企业开办流程实
现从三个环节压缩至两个环节。

实现企业开办“半日结”。出
台《南昌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
开办便利度实施方案》，实现企业
开办“一网通办、一窗通办、半日办
结”。 （吴跃强）

上半年南昌新增企业2285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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