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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溪讯（通讯员叶赛）在塘湾古
镇感受小桥流水人家的宁静雅致，在樟坪
畲族乡领略马灯舞的民族风情，在阳际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畅游竹海瀑布……走
进贵溪，处处能享受到乡村旅游的乐趣。
该市通过整合乡村资源、完善配套设施、
发展相关产业，形成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的大规划，促进全市乡村旅游产业的发
展升级。今年以来，该市旅游接待人数
达28.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82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9.6%、31.3%。

该市主动融入鹰潭旅游一体化发展
格局，通过大规划打造大乡村游。今年8
月，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主任、市长为第
一副主任的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
挖掘整理出江西省唯一的鬼谷子文化遗
址，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象山书院遗址，
江西省8个少数民族乡镇——樟坪畲族少
数民族乡，国家级生态保护区——阳际峰

自然保护区，中国传统村落、江西省历
史文化名村——耳口务义港曾家古村
等一大批人文自然景观资源，整理设计
了以雷溪镇-塘湾镇沿线开发农业产业
示范带、乡村旅游示范带等 3 条乡村旅
游线路。规划象山文化创意园、鬼谷子
文化创意园等旅游项目9个。

在聚焦旅游项目的同时，该市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了贵溪—资溪
高速公路等一系列交通重点项目建设，
完成了 100 个新农村点建设，实现水、
电、路及通讯网络全覆盖，并在乡村发
展苗木花卉、药材、毛竹、茶园等与旅游
产业配套的现代休闲农业。同时，对全
市特色文化进行挖掘，申报省级以上非
物质文化遗产 5 项，搜集民间故事传说
200余篇，形成了樟坪畲族民俗文化、周
坊红色文化、象山理学文化等，为旅游
产业发展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整合文化资源 完善配套设施

贵溪大规划助力“乡村游”升级

本报武宁讯 （记者练炼 通讯员柯
水生、李炼）今年以来，武宁县创新扶贫
开发工作机制，聚焦精准识别，通过产
业扶贫、安居扶贫、科技扶贫、社会保障
扶贫等措施，力求全县贫困人口逐年减
少，贫困地区“穷根”早拔。

该县把贫困对象识别再复核作
为精准扶贫最头等的大事来落实，制
定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方案，成立
工 作 组 ，规 范 贫 困 户 识 别 程 序 。 目
前，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1.35 万户、
2.91 万人，通过识别再复核，清理不
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 6876 人，补登
6876 人。

突出产业扶贫。该县结合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确立了发展油茶为主
导，同时兼顾发展茶叶、养蜂、花卉苗
木 、葡 萄 、猕 猴 桃 等 扶 贫 产 业 。 从
2015 年开始，财政每年整合设立产业

扶贫专项资金 1000 万元，实行以奖代
补，用于油茶产业扶贫到户补助。县
林业局派出技术力量常年上门进行
技术指导。同时对发展扶贫产业的
贫 困 户 给 予 贴 息 和 小 额 贷 款 支 持 ，
确保年内实现产业扶持项目到户全
覆盖。

实施安居扶贫。该县对地处地质
灾害区、库区回水区、深山区、生态敏
感区的农户，以及农村危房户和有搬
迁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整体搬
迁扶贫或分散搬迁安置；对全县存量
贫困农户居住危房进行全面改造；对
特困扶贫对象住房救助实行“交钥匙”
工程，确保 2018 年全县农村贫困农户
全部入住新农居。另外，还实施村庄
环境整治扶贫工程，将贫困村宜居自
然村庄整治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
改善村庄居住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打

造新型农村示范点。
推进科技扶贫。该县加快完善贫

困村教育基础设施，积极开展“雨露计
划”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就业技能培
训，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读书梦、就业
创业致富梦，确保一个家庭至少一人
就业。

推进社会保障扶贫。该县帮助
建档立卡扶贫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确保建档立卡扶
贫对象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
险全覆盖；实施兜底保障，对确实没
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特困户，符合
农村低保条件的，全部纳入最低生活
保障；对符合农村五保条件的，全部
列入五保户；对帮扶对象中符合临时
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
等社会救助条件的，及时给予相应社
会救助。

武宁多管齐下推进精准扶贫

本报乐安讯（通讯员邹春林、黄小
华）乐安县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党建
工作特点，大力推行“党建+”模式，将党
建工作与产业发展、农村建设、社会服务
等工作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仅使农
村党建工作开展有声有色，且大力推动了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为推动经济发展，乐安县将党建工
作与工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县工业
园区成立了14个企业党支部，发展企业
党员70余名，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达
到100%。该县还创新非公党建载体，在
企业的生产一线设立“党员示范岗”“党

员责任区”，开展“三无三为”（党员身边
无次品、党员身边无事故、党员身边无违
纪；为企业增效、为员工谋利、为党旗添
彩）和“我为企业献一策”等活动，有力地
促进工业发展。同时，该县还充分发挥
农村党员作用，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
围绕烟叶、油茶、蚕桑、毛竹等农业特色
产业，采取“支部+合作社+农户”“合作
社+党员+农户”等模式，引导成立产业
协会党支部 20 余个，发展党员示范户
200 余户，促进了特色产业迅猛发展。
目前，该县共种植毛竹 35.5 万亩、油茶
17.9 万亩、烟叶 3.1 万亩、蚕桑 9400 亩，
共带动3万余户农民脱贫致富。

乐安“党建+”模式为农村发展添动力

本报安远讯 （记者唐燕 通讯员薛
玉娟）连日来，安远县城北工业园项目
工地上，燃气工程、通信管线、220KV 输
变电站等 11 个项目昼夜不停加速推
进。这是安远实施三年主攻工业计划，
促进工业发展的缩影。为补齐工业短
板，该县把主攻工业作为推动经济的主
战场，创新实施“五大工程”，加快新型
工业化发展步伐。

该县实施“产业提升”工程，加快电
子信息产业、农产品深加工、矿产品深
加工、清洁能源等主导产业集聚集优发

展；实施“培大育强”工程，通过龙头带
动，选择骨干企业实行“一企一策”一对
一重点培育；实施“载体拓展”工程，把
园区建设作为工业发展的主阵地，通过
开展工业平台建设“百日会战”，推进城
北工业园建设；实施“投资拉动”工程，
策划包装一批项目，每年储备重大工业
产业项目15个，大力开展工业招商。此
外，实施“创新驱动”工程，采取财政贴
息，税收奖励等方式，设立500万元工业
企业技改投资项目专项扶持资金，鼓励
实施企业技改升级、技术创新。

安远创新“五大工程”推动新型工业化

11 月 21 日下午，江西服装学院霓
裳宫里灯光璀璨、热闹非凡，在强劲的
音乐声中，50 名在校大学生穿上由该
校师生自行设计的服装，登上 T 型台，
拉开了今年服装设计暨模特大赛的帷
幕。据悉，作为我省唯一一所进入中国
国际大学生时装周的高校，江西服装学
院服装设计暨模特大赛每年举办一次，
迄今已坚持19年。

“在后 APEC 时代，中国服装设计
要走出国门，体现中国服饰的气质之
美，就要贴上自己的文化DNA，在设计
中融入传统元素，同时也要潜心寻找传
统元素的国际化表达方式。”该校董事
长涂润华说，今年的服装设计大赛正是
顺应时代，旨在以民族时尚为己任，展
示江服特色，以民族时尚为契机，弘扬
现代文化，打造原创风格。

当天下午，共有33个系列166余套
服装作品上台展示。“重影”“包罗万象”

“历程”……一件件参赛作品给人一种多
彩、梦幻的感觉，一个个服装系列具有鲜
明的时代感、文化品位和较强的实用性，
让大家深深感受到了创意带来的无限魅
力，目睹了辛勤汗水结出的累累果实，享
受到了靓丽与大美的视觉盛宴。大赛评
委从设计作品的原始画稿、成衣效果、主
题思想、实用性、时尚性、创意创新以及

面料运用等多个方面进行反复比较、评
审、打分，最终“戏水鸳鸯”系列服装获得
此次大赛服装设计金奖。赛事评委、中
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主任委员武学凯对记
者说：“‘戏水鸳鸯’这套服装带有浓厚的
中国元素，创意能很好地迎合市场需求，
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服装设计暨模特大赛为江西服装
学院优秀的服装设计师们搭建了一个展
示创意、实现梦想、脱颖而出的平台，它
已成为学校年度的‘校园文化节’，成为
彰显服装教育特色、推动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的重要途径。”江西服装学院院长陈
万龙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在这个T型台
上，在校生圆了自己的第一个时尚梦，从
这里也走出了许多时尚的佼佼者，诞生
了刘江宏、万明亮、刘小飞、陈坤、魏新坤
5位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陈潇琼走进了
纽约时装周，为多个世界知名品牌进行
时装发布秀。江西服装学院在校生的作
品也连续两年登上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
周，被业界誉为“黑马”，今年更是赢得了

“上乘之作”的好评。
该校学生宋晓敏表示，一年一度的

服装设计暨模特大赛不仅让同学们在
这里“筑梦”，更将激励大家在追梦的过
程中，去孕育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

“服装强国”的梦想。

弘扬中国元素 打造原创风格
——江西服装学院服装设计暨模特大赛印象

本报记者 邱 玥 文/图

参赛模特风采

吉州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本报吉安讯 （记者李歆 通讯员郭

瑜雯）吉安市吉州区大力推进产业富农，
不断做大做强井冈蜜柚、绿色蔬菜、花卉
苗木三大特色富农产业，走出一条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该区三大产业今年新增种植面积 5000
亩，总规模超过3万亩。

该区按照带状推进的思路，不断提
升公路沿线“万亩井冈蜜柚产业示范
带”，目前以金沙柚、沙田柚、桃溪蜜柚为
主导品种的蜜柚种植面积达1.5万亩，其
中千亩以上示范基地 5 个，百亩以上示
范基地4个。同时，狠抓“菜篮子”工程，
重点加大了蔬菜基地建设力度，大力发
展精细蔬菜和特色蔬菜，建立起一批常
年性商品蔬菜基地。此外，大力扶持花
卉苗木大户发展，通过完善基地管理，实
行“公司+基地+农户”的开发模式，带动
农民发展花卉苗木产业种植。目前，全
区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近1万亩。


